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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推进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改革深度融合，加

强规范管理，是“十三五”期间高等

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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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慕课)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视频讲授

课间提问

课堂讨论

随堂测验

答疑交流

单元测验

课后作业

作业批改/学生互评

考试考查

人工智能系统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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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与课程资源

课程 = 过程（教师主导）

• 教学环境（教室、实验室、现场、互联网）

• 教学资源（授课视频、PPT、参考资料、……）

• 教学活动（课堂讨论、答疑、互动交流）

• 教学任务（随堂测验、课后作业、单元测试、考试考查）

精品课程

视频公开课

资源共享课

MOOC(在线开放课程)
按教学计划的时间顺序发布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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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放课程的常见形式

 MOOC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 面向公众开放，自主学习

 SPOC ——小规模专有在线课程，学校专属在线课程

• 针对校内学生或特定学习群体，有组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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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放课程（MOOC）与之前网络课程的区别

 教师：严格按照教学进度，在线组织、实施、管理教学过程

学校：优化教育资源，降低教育成本，提升服务学生和社会的能力

技术：互联网技术提供更丰富的学习服务和大数据分析

平台：采用公共服务平台，支持校际间课程认定和学分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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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放课程（MOOC）与之前网络课程的区别

分享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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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度重视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应用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

教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与转换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政治思想工作的意见》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

教育部《20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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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领导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建设

网上来云里去，

“互联网+”搞教育；

线上学线下教，

教学创新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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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放课程（MOOC）在中国高校的现状

56%

44% 已建设60所

未建设48所

108所部属高校在线开放课程（MOOC）建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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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放课程（MOOC）在中国高校的现状

108所部属高校在线开放课程（MOOC）建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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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放课程（MOOC）在中国高校的现状

28

81

11
15

11 11
6

2 2 1

清华 北大 上交大 复旦 南大 西交大 中科大 上外 上戏 上海中医药

在国外平台发布课程情况(门)



13

国内在线开放课程平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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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在线开放课程平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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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 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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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我国高校在线开放课程（MOOC）的现状

1449
3655

课程、学期

用户、选课
1718万人

3151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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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在线课程建设情况

首批立项建设课程96门

 34门课程已经上线，在线教学47个学期

 25门课程建设中或已完成建设等待上线

省级组织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排名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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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工作卓有成效

我国高校上线课程数量快速增长

不断创新校内、校际课程共享与应用模式

在线课程学分认定稳步推进

中国慕课国际影响力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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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

十二个字方针

• 高校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参与

三大原则

• 立足自主建设、注重应用共享、加强规范管理

七项任务

• 建设、认定、平台、应用、引进、培训、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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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意见

 推动各类高等学校之间学分认定和转换

• 高等学校之间学分认定和转换以课程为基础。各类高校学生学习外校课程并达到一定要

求，通过本校认定后，可转换为本校相应的课程学分。

• 高等学校认定外校课程，要考察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时数、考核方式等教学要

求和师资水平、教学条件等教学能力，评价与本校相关课程的要求是否基本一致，确保

学生通过学习外校课程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水平与在本校学习基本相当。

• 高等学校自主制定外校课程认定办法，规范细化认定流程，具体规定外校课程认定的种

类、数量以及外校课程学分所占最高比例。及时汇总、更新、公布认定的外校课程清

单，实行动态管理，为学生学习外校课程、获得相应学分创造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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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意见

高等学校之间学分认定试点

• 支持同区域、同层次高等学校，按照自愿原则，采用协议、联盟等方式，通过课程互选

互认、开设公共课、学生交流、联合培养等形式，简化课程认定程序，增加课程认定范

围，扩大学生学习外校课程机会。

• 鼓励不同高校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衔接标准，开展合作培养，进行学分互认、

转换。开展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与成人高校以课程为基础的学分认定试点，探索普

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融通的途径与机制。探索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与全

日制教育之间学分认定和转换。

• 推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将教学质量高、管理规范的课程，通过网络在线等形式向社会开

放，试行按课程注册，按课程学分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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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在线开放课程（MOOC）的探索

明确定位

• 1、促进高校教学改革

−定位于共享校际优质教学资源和突破“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推进高校教学内

容的革新、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兼顾社会学习者利用

互联网在线学习。

• 2、多模式建设与应用

−采用以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为目标，“大规模开放”和“小规模定制”并重的

多种发展应用模式，我们更为注重的是适应互联网原住民学习习惯的课程体系塑

造、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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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在线开放课程（MOOC）的探索

明确定位

• 3、适应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需要

−采取线上知识学习和测验、线上师生互动及生生互动讨论、线下翻转课堂引导讨

论、线下辅导及线下考试等线上线下互动混合式教学，在弥补传统教学短板的同

时，尽可能弥补在线课程的特有缺陷，强化育人功能特别是师生面对面的情感交

流，强化对学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法治

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 4、建设、管理两手抓





25





27

教学观念的转变

在线课程不是完全替代课堂教学

在线课程的教学应与课堂教学相辅相成

在线课程的内容和方法要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

用互联网（传播）的思维看待学生和教学

在线课程、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是教学方法手段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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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在线开放课程在高校的应用——校内应用与校际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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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信息技术给高等教育带来的不仅仅是IT技能，而是一种新的教育态度

信息技术在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教育的方式

在信息时代，师生的关系逐渐趋向平等

重视信息技术，不等于“唯技术论”

教育引领信息技术发展是学校和教师的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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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课程下一步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关系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服务

建设与应用的关系——用好课程也是创新

点合群的关系——以点带面与系统规划

公益与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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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工作的几点考虑

进一步提高认识

加强培训，做到：领导要懂、教师要会

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改进管理方式，主动服务教师

采取有力的相应政策措施，激励和调动广大教师参与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应用

发挥高校和平台的主体作用，确保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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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带

动学校的其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