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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位病人，如果有条件，
他是否希望请中国乃至世界上最
好的医生给他看病？ 

    对于一位学习者，如果有条
件，他是否希望跟着中国乃至世
界上最好的老师学习呢？ 



提 纲 

 

 

 1 信息技术对教育有革命性影响？ 

2 MOOC与高等教育变革 



1 信息技术对教育有革命性影响 
-----------------------------------------------------------------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
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儿时的多媒体资源 



西部地区的农村学校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方式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 

从2006年下半年开办至今，
每个月，可汗学院都能招
收到20万名学生 



可汗学院微课程 



翻转课堂（ FlippedClass Model ）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课，
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回家练习。 

翻转课堂是让学生在家看视频学习，
到学校课堂上做作业，并和老师互动 



 
可汗学院和翻转课堂有什么意义？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课堂 



外国名校开放网络课程 

 



外国名校开放网络课程 



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 

 



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  示例 



 



虚拟现实学习案例：生物医学仿真 



技术的改变还是表面的，
最重要的是技术使得21世
纪的青少年发生了什么变

化？ 
 



 

 

够得上“革命性”影响吗？ 



 

 

想想军事信息化 

想想金融信息化 

想想企业信息化 



案例：美军的变化 

      自二战以来的50年里，从
没有哪个组织中出现过像美军
那样彻底的变化。军服未改，
军衔依旧。但武器装备却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在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得到了
淋漓尽致的展现。军事观念和
概念的变化则更加激烈，与此
类似的还有武装部队的组织结
构、指挥结构、单位隶属关系
和职责。 

——德鲁克. 组织化的新社会[J]. 哈佛商业评论，1992.9-10 



案例：企业的变化 

 

从IT到传统 



企业信息化的五个层次 

 芬卡特拉曼曾提出信息技术引导企业转变
的5个层次： 

 
 

——（美）斯蒂芬. 信息时代的管理信息系统[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p98 

经营范围重新设计 经营范围重新设计 

经营网络重新设计 经营网络重新设计 

业务流程重新设计 业务流程重新设计 

系统集成 系统集成 

局部应用 局部应用 



 

 

 想想医疗信息化 



案例：北医三院医疗信息化 

2000年15.31天 

2008年8.78天 

2009年8.2天 

2010年6.57天  



平均
住院
日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优化流程 

采用新技术 

平均
在校
日 



 

 

能否进行“教育流程再造”呢？ 



教育组织必然变化 

 可以有把握的预言，学校和大学，自从
300年前以印刷品为核心重新组织以来从
未改变过自己的形态，但他们也将发生越
来越激烈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动力部分来自新技术如电脑、
录像和通讯卫星；部分来自以知识为基础
的社会中知识工作者终身学习的需要；部
分则来自人类学习机制的新理论。 

——德鲁克. 组织化的新社会[J]. 哈佛商业评论，1992.9-10 



教育系统结构性变革 

 2010年11月9日，美国颁布了《国家教
育技术计划》（简称NETP），其中最重
要的第7部分“生产力：重新设计和改造”
指出： 

  教育部门可以从企业部门学习的经验是：
如果想要看到教育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就
需要进行由技术支持的重大结构性变革
（fundamental structural changes)，
而不是进化式的修修补补(evolutionary 
tinkering).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需求 

 第三次工业革命需
要大批创新型人才 

 

 如何才能改造出、
创建出一批能够适
应第三次工业革命
的具有全新机制的
教育机构？ 

 



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 

 教育的内涵不再仅仅局限于学校之中，
而是在学校外播撒着新教育体系的种
子， 

 在家教育、远程教育、成人教育、工
作场所的学习、移动学习、游戏化学
习、翻转课堂等新型教育模式，使终
身学习成为可能。 

 学习的控制权逐渐从教师、管理者手
中转移到了学习者手中，从而动摇了
诞生于大工业时代、以标准化和批量
培养人才为特点的现行教育体系。 



在技术世界中重新思考教育 

 重新思考学习（学校教育） 

 重新思考动机 

 重新思考重要的学习内容（课程） 

 重新思考职业 

 重新思考学习与工作之间的过渡 

 重新思考教育领导 

 重新思考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 



2 MOOC与高等教育变革 
----------------------------------------------------------------- 



MOOC是什么？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慕课：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assive – 大规模 

Open – 开放 

Online – 在线 

Course – 结构化的课程 

 



MOOC发展简史 

 2007年秋，美国学者戴维·维利（David 
Wiley）基于Wiki开发了一门开放课程，
《开放教育导论》（Introduction to 
Open Education），这门3个学分的研
究生层次的开放在线课程的突出特点在于
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学习者）为这门
课程贡献了大量的材料和内容。 

 



MOOC发展简史 

 2007年, 加拿大Regina大学教育学院的
Alec Couros博士开设了一门研究生层次
的课程，名字叫《社会性媒介与开放教育》
（Social Media & Open Education）,

它始终都是开放的，既面向以获得学分为
目的的学习者，也面向其他任何人。这门
开放在线课程的突出特征就在于来自世界
各地的特邀专家参与了课程的教学活动。 

 



MOOC发展简史 

 2008年，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斯蒂芬•
党斯（Stephen Downes）和乔治•西蒙
斯（George Siemens）开设了一门课程，
名字叫《连通主义与联结知识》
（Connectivism & Connective 
Knowledge 课程编号：CCK08），这门
课程被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开放在
线课程,也被看作是第一门慕课。 

 



MOOC发展简史 

 最大的突破发生于2011年秋，来自世界
各地的 160000多人注册了斯坦福大学 
Sebastian Thrun 与 Peter Norvig 两
位教授联合开出的《人工智能导论》免费
课程。 

 



MOOC的三驾马车 

 



案例介绍：Coursera 



案例：edX 



案例：多贝网 



 
MOOC的影响力有多大？ 



MOOC的学习成效 

 香港科技大学2013年4月开通《中国的科
学、科技与社会》课程，为期3周，注册2
万多人，有约700人完成课程学习。 

 

 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导论》吸引16万多
人注册，有1/5学完了课程。 

 

 MIT一项课程注册人也有16万多人，最后
完成课程的约7000人。 



大学已死，大学永存 

     这场从硅谷、MIT发端的在线学习浪潮，
理想是将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传播到
地球最偏远的角落。免费获得全球顶尖高校
明星教师的课程，甚至取得学位，并非不可
能。 而对学校官员来说，变化带来的恐慌随
处可见。 

 ——美国时代周刊发表名为《大学已死，大学
永存！》，2012.10 



在Coursera，随时都是学习的好时候 

     正式告别校园18年之后，我又正式成了一
个学生。不同的是，这次成绩很差，却学得开
心。这所学校的名字叫Coursera，在美国。
去那里上学不要签证，不用倒时差，甚至不用
交一分钱……。我的老师们不是学术明星就是
顶级大牛，课堂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万名
同学，整个学校有1600万个学生。……这就
是大规模网上公开课（MOOC)。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峥，2013 



未来的大学 

 极少的实体大学。按特隆的估计，50年后
大概只剩下10所 （？？？） 

 MOOC提供开放的基础课，学习完全免费，
证书也就一顿（中国）午餐的钱。MOOC
通过向猎头公司推荐学生赚钱。 

 小型研讨会依托网络提供深入的辅导或高端
的课程，收费。大批无法进入实体大学（只
有10所！）的博士生，可以在这里重拾教
鞭。  

 另外，要证明你真正掌握了某门知识，用人
单位可能需要你去考试，收费。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峥，2013 

 



北大前校长的梦想 

     如果我们北京大学在这方面不努力，可
能有一天学生坐在燕园里上的课程是哈佛的
课程、MIT的课程、牛津的课程、剑桥的课
程。……不要落伍，北京大学不能落伍。这
个事情既能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也能提高
北京大学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如果我说
的严重一点，也许关系到存亡的问题。 

——周其凤, 2013 



北大清华宣布加入edX 

 



 
MOOC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MOOC的优势 

名校 

名师 

精品 

免费 在线 

移动 

…… 

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MOOC之于高等教育改革？ 



MOOC会颠覆高等教育吗？ 

MOOC 



MOOC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机遇 

 

    将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
资源，传播到地球最偏远
的角落。 



高等教育流程再造 

 

 

 

教师角色再造 

课程模式再造 

组织机构再造 

管理方式再造 



教师角色再造：失落的讲台 

 MOOC课程可以产生规模效益； 

 

 MOOC课程可以建立庞大的教师团队，包
括主讲教师、助教、课件设计、美工等等，
因此教师群体更加多元化、专业化和职业
化。 

 

 不过，由于部分教师由主讲教师转变为辅
导教师，可能会产生心理上的“失落感”。 



课程模式再造：乱中取胜的课堂 

 MOOC等网络课程，普通大学就可以开设
出以前开不出的课或者开不好的课； 

 可以多个高校联合开课，教师在一个学校
讲课，学生分散在其他学校同步听课；也
可以让学生直接到MOOC网站中去学习，
然后通过本校考试获得学分； 

 也可以结合翻转课堂（FlippedClass 
Model等形式真正实现课堂教学模式创新。 



组织机构再造：非核心教学社会化 

 借助MOOC等形式，或许可以将“‘非核
心’教学社会化”。比如，或许有的高校
可以不再设立公共基础课教学部或类似部
门，而是让学生通过MOOC选修其他学校
老师开设的公共课。 

 这样或许可以解决“非核心”课程教学人
员的专业发展问题，也可以使“组织更加
专注于核心业务”。 



管理模式再造：用数据说话 

 助大数据（Big Data）和学习分析
（Learning Analytics）等前沿技术，对
海量的学习过程数据进行分析，并给出个
性化的建议。 

 不仅仅是学习过程，大学的日常管理也可
以结合这些技术实现更加精细的管理，从
而使整个学校的管理（包括学习管理）发
生革命性的变革。 



结论 

 MOOC就如一缕曙光，给新世纪的高等教
育变革带来了崭新的希望。 

 MOOC绝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的课程
一披上MOOC的外衣就会顿显高贵。并不
是所有的学习者一进入MOOC就会主动学
习。 

 MOOC之于高等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机遇，
是一种诱发因素。在MOOC的推动和诱发
之下，结合翻转课堂、大数据、学习分析
等学习技术，或许真的可以实现教育流程
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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