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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空间

虚实融合的生存空间，线
上线下融合业态

新的基础设施

云、网、端一体化的数字
化、智能基础设施

新的分工形态

实时协同的通讯网络，大
规模社会化协同

新的生产要素

数据与信息资源，数据已成
为现代企业最核心的资产

互联网+带来的教育变革



➢ 教育理念：全面发展、终身学习、整合协同育人。

➢ 培养目标：拓展社会批判、跨文化认知和国际化能

力，深化对生命、生态、环境的理解；个性化卓越。

➢ 教育体系：多样性和差异性，建立开放多元的体系。

➢ 培养模式：多专业跨专业培养，通专融合、产学研结

合，发展实践性课程。

➢ 教学方法：基于互联网、MOOC和大数据的教
学改革，自组织过程，情感隐喻（对话与体
验）。

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

✓异质性：多元文化价值。

✓多样性：教与学的平等性，开放

性。

✓公民性：培育具有批判能力、认可

多元文化的公民。

✓复杂性：变化性，不可预测。

联合国《教育2030行动框架》：

✓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

✓人人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

互联网+引领世界教育变革



 2012 年MOOCs热潮席卷全球，2013年在中国刮起“飓风”，国内一批知名高校相继

加盟三大MOOCs平台，中国自己的MOOCs平台与在线课程建设如火如荼。

 MOOCs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极大促进了中国在线教育的快速崛起。

开放资源—优质课程 优质学习者上线 关注学历—关注学习体验 标准化—个性化

O：Online  在线

M：Massive  大规模

C：Course  课程

O：Open  开放

全球MOOC浪潮推动在线教育迅猛发展



中国MOOCs建设成就

• 460余所高校建设的3200余门MOOCs上线
课程平台

• 5500万人次高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选学课
程

• 已有600多万人次大学生获得慕课学分

• 我国慕课数量已列世界第一位，有201门慕课
登陆国际著名课程平台

——宋毅 “第五届MOOC与高校计算机课程建设研讨会”



教育信息化与MOOCs战略研究

以MOOCs为契机的在线教育促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4、以MOOCs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教与学模式研究

5、在线教育（ MOOCs ）的技术发展前沿研究

6、在线课程的建设策略研究

7、MOOCs的质量保证与高等教育学分体系研究

构建新型高等教育生态体系的有效路径和实践方法

8、 MOOCs促进高等教育变革的行动方案

中国教育信息化与MOOCs战略实施方案

1、教育信息化与高等教育改革趋势研究

2、MOOCs的创新本质研究

3、互联网模式下的新型高等教育生态体系研究

高等教育信息
化发展蓝图

实现发展蓝图
的有效路径

战略实施规划



中国MOOCs建设与发展调查研究

高等教育信息
化发展蓝图

实现发展蓝图
的有效路径

战略实施规划

从教与学的角度呈现中国MOOCs建设与发展的现状

MOOCs发展战略研究的必备基础

信息化建设实践的实证体现



探究MOOCs的教学与组织模式

14个平台、1388门课程
平台、课程调研

相关高校调研

学习者调研



平台、课程调研

相关高校调研

学习者调研

问卷调查 42所高校，59人

高校MOOCs的

探究MOOCs的教学与组织模式



平台、课程调研

相关高校调研

学习者调研

• 学习者的基本信息
• MOOCs学习经历
• 学习偏好
• 学习动机

《MOOCs学习者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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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数据量 有效数据量

• 交互参与
• 学习满意度
• 学习困难
• 经常使用的平台和工具

调查维度

22895名学习者

探究MOOCs的教学与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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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在线

网易云课堂

华文慕课

上海高校课程资源共享平台

东西部高校共享联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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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模式多样构建中国自有平台和课程体系



职业教育

研究生

本科

高中

通用

MOOCs课程丰富，基本覆盖全体系

覆盖全部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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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以讲授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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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式课程占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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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的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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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养

学习关系的维持

学习过程的管理元认知

学习态度

但是

素养维度 平均值 方差 N 

信息素养 1.35 1.10 2441 

学习关系的维持 2.47 0.95 2441 

学习过程的管理 2.40 1.99 2441 

元认知 4.92 0.65 2573 

学习态度 3.98 0.18 2574 

 

这种模式要求学生有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



中国MOOCs教学交互情况

课程总体交互水平偏低

且严重不平衡

81.7%的学习者具有交互意愿

67.5%的课程中教师没有回复学生的帖子

52.6%的课程并未产生论坛交互

20%的课程产生了全部80%的交互

2.不同教学模式的课程交互状况差异较大

3.采用可汗学院式视频的课程交互水平较高

4.学习支持有助于促进交互

5.不同评价与认证方式课程差异较大

6.学习者交互方式需求多样化，但平台交互功能不完善

7.师生交互内容需求多样化，但教师的交互参与度不高

1



学习支持服务整体薄弱，缺少实时个性化支持

 受制于学习者规模，现有MOOCs学习支持服务缺少实时或个性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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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的教学法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xMOOCs

采用的是一种“依赖信息传递、计

算机对作业评分和同伴评价的非常

古老的、过时的行为主义教学法”



MOOCs的一些变革



有指导的教学会谈——支持服务的变革



多维的组合形成新的认证体系



完全打造一个新的专业生态



免费的属性正在悄悄变化

Coursera Pilots Paid-Only Courses in June 2016 EdX Started Paid“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urses since 2014



收费成为了一种趋势，甚至促进学习？

From: Coursera Partners Conference 2016



微专业和应用型的收费体系

Micro Degree in Netease Earn Over 1 million in First Term A PPT Course Gathered 48,000 Paid Users



xMOOCs：‘互联网+’在线教育服务模式

• 跨越学校界限学习课程
• 碎片化的高等教育服务



回来看大规模对学习意味着什么？

• 学生之间的交互模式和结构是什么？

• 交互模式和结构对于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有什么影响？



学习者自主决定如何

参与学习

课程由参与者共同开

发

创建和分享意会后的

生成性内容

通过网络传递课程内

容

学习者有自己的交互

空间， 并贡献内容
课程内容碎片化

联通主义的MOOCs



联通主义的在线课程 cMOOC

Pers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 Knowledge 2012（http://connect.downes.ca/）



基于自组织和教育对话的未来学习

行为主义学习

建构主义学习

认知主义学习

联通主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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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

应  用

分  析

评 价
创 造

评  价

认知目标分类

认
知
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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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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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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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可能实现大规模+个性化

自适应学习为个性化学习服务

质量提升提供可能

https://www.knewton.com/


大规模在线个性化学习



建模中的用户画像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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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学习内容

访问社区资源

交流讨论任务参与

任务质量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第五类 第六类 整体

• 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降低特征的维度，得

出了相对独立的指标；

• 然后利用等量加权的方法获得了各维度的指

数；

• 再对其结果进行聚类分析，通过这两种方法

的结合可以有效避免单一方法评价的不合理

性。



我们的学习者有什么特征？

学习能力诊断
学生心理画像



基于内

容推荐

协同过

滤推荐

混合推

荐 等

基于知

识推荐

 基于内容的过滤（content-based 
filtering，简记为 CBF）

• 根据事先抽取出的资源或学习者特征产
生推荐

 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 ，
简记为 CF）

• 基于学习者历史学习行为产生推荐

基于诊断后的适应性服务



实践与应用– 基于用户分析的个性化推荐

资源推荐 活动推荐



内容

师生交流

考核

教育体系

文凭

Web 1.0

Web 2.0

AI/Adaptive 
Learning

Alternative 
credentialing

互联网+时代的变革

大规模个性

化服务

开放认证

体系

虚实融合

的智慧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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