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教育报》：给大学课堂一个上网的理由 

——苏州大学慕课教学的探索改革与实践

 
苏州大学“古典文学的城市书写”课程日前在“学堂在线”MOOC平台上正式上线，这也是该

校在这个最大中文慕课平台的首次亮相。而在此之前，这门课程作为学校网络公选课已在苏大校

内成功开设。 

近年来，网络慕课（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全球风行，国内的各大高校也纷纷推出

慕课。随着慕课进驻高等教育的阵地，从“网民课程”变成了高教课程体系的“正规军”，大学

课堂也正悄然变脸。带给学生、教师的，不仅仅是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改变。 

  

解决多校区办学难题 

 苏州大学大二学生代龙燕登录苏大云课堂，进入公选课《昆曲艺术》的学习。除了完成网上

课程学习外，他还将和同学一起学唱昆曲，欣赏昆曲演出，完成寻访昆曲遗址、访问昆曲演员的

调研报告，在期末还要提交一段自己演唱的昆曲音频作为对学习效果的检验。“对这样能多方位

体验昆曲艺术的课程，我和同学都非常期待。”代龙燕说。 

 身处昆曲的发源地，苏州大学长久以来有着昆曲教学的传统。在试水网络慕课之前，文学院

周秦教授主讲的“昆曲艺术”已经在文学院开设了二十余年。周秦携笛上讲台，手把手教授昆曲

传唱，让这门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选修课一直受到大学生的欢迎，也在校内培养了一大批年

轻的昆曲“戏虫”。 

“昆曲艺术的传承发扬需要更多观众，网络是个很好的平台。”周秦说，“昆曲艺术”的首

次“触网”源于入选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花费数月精心录制的课程一经在爱课程、网易公开

课等播出，就吸引到了极高的人气，短短时间内就被追捧两万多次，名列当年凤凰网评选的中国

最受欢迎学术类网络课程之一。 

墙内开花，不应该只在墙外香。2013年上半年开始，基于入选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成

果，苏大开始尝试建设校内慕课，将优秀的教育资源加以整合优化和共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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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大开设网络慕课平台，绝不是头脑发热的跟风之举。”苏大教务部部长周毅说，开发慕

课既是为了推动学校教学模式的深度改革，也有着现实需求。苏大现有的三大校区相距较远，多

校区办学，给全校开放性、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开设带来了难题，授课教师在几个校区间奔波，而

学生一旦选择跨校区课程也要来回赶，人力时间花费成本巨大。校内网络慕课的建设无疑为这道

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方法。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已有12门网络进阶式课程登录苏大云课堂，其中，富有浓郁地方吴文化

特色的课程占到了5门。“我们推出丝绸、昆曲、吴文化等极具苏州地方特色的网络课程，目的在

于打出苏大的特色和品牌。”周毅介绍说，以“古典文学的城市书写”这门课程为例，除了在

“学堂在线”MOOC平台刚刚上线外，也已在“优课联盟”MOOC平台上线近一年。 

  

像游戏闯关一样学习 

慕课尽管火爆，但慕课学习用户的高辍学率和较难掌控的学习效果一直是教育界对慕课发展

产生争议的焦点，不少慕课学习者几天新鲜劲儿一过，学习账户就被扔掉成了“僵尸账户”。 

怎样尽可能地规避慕课的缺陷，提高学习效果？苏州大学在研究众多国内外慕课课程后，设

计出一种类似于SPOC（私播客，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的“网络进阶式课程”。 

“网络进阶式课程”与传统意义上慕课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采用的是在线教学、课堂教学与

课外实践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模式。线上由任课教师将教学内容分为若干阶段，学生依次完成一

个阶段的视频学习、资料阅读、作业和阶段小测验等任务，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线下则

配合面授课程，开展小组学习讨论、完成调研报告等。 

现在，苏大云课堂上的12门网络进阶式课程，几乎每个学期都是全校学生网上抢课的重点。

“抢课的程度绝对可以用‘秒杀’来形容，手慢点就选不上了。”不少苏大学生这样说。 

如何把更好的学习体验带给学生，苏大对网络课程的探索从没有停歇，网络慕课平台的功能

一直在完善优化。功能从最初的视频学习、课程作业、答疑、考试，陆续又增加了论坛、自测、

分组讨论等。 

创设这些功能的灵感来源于授课教师和选课学生。“师生有很多好的创意，比如我们采纳了

学生的一个小建议，在每个阶段学习完成之后，为学习者颁发一个网络徽章，作为小小的奖

励。”该校教务部教学改革与研究处处长王剑敏说，定期向师生征求意见已成为常规工作。 

文学院2012级学生刘杨在选修网络进阶式课程后的意见征集中这样写道：“网络进阶式课程

的学习犹如闯关一般，看完一个章节的教学视频并完成作业后才能解锁下一个章节的学习，最终

看到学习界面亮起一枚枚徽章，非常有成就感。”  

“网络进阶式课程的学习模式让我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权。”该校凤凰传媒学院2012级学生殷

茹娟认为，这弥补了传统课堂统一节奏、互动不足的缺陷。“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节奏找到最

佳的学习时间，遇到不懂的内容可以反复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给老师和同学发邮件并得到

及时回复，不至于在有问题的时候找不到人求助与讨论。” 

配合线上课程，线下的面授课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负责讲授“先进机器人技术”网络进阶

式课程的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陈涛说，为了让学生对机器人有更为直观的认识，本学期新增了参

观机器人实验室和开设兴趣小组的环节，有兴趣的学生还可以学习机器人舵机的软件控制、开发

机器人舞蹈动作、学会机器人维修和使用。 

  

倒逼传统教学模式 

网络慕课不仅给苏大师生带来了全新的教学体验，也在倒逼传统教学模式、学习方法进行变

革。 

在凤凰传媒学院副教授胡明宇的“广告学概论”课上，一场“植入式广告利大于弊还是弊大

于利”的辩论赛让课堂气氛火爆，正反两方在激烈的辩论中加深了对植入式广告的理解。 

“以前的课堂，主要是我在讲授。而在这里，我只是个引导者，在需要的时候引路牵线，大

多时间都是学生在发言。这正是我们一直想改变的‘课堂上教师讲授、课后学生练习’的教学模

式，采用学生课前自学、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讨论的方式，也就是‘翻转课堂’。”胡明宇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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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翻转”的力量，胡老师做出了这样的安排：要求学生每周上课前通过网络平台自

学视频和资料并提问，教师从中挑选出典型问题在课堂提出，学生先尝试互相解答，再通过老师

引导找到答案。 

网络课程平台的建设让实现“翻转课堂”成为可能，这不仅给苏大师生带来了全新的教学体

验，也在倒逼传统教学模式、学习方式的变革，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多挑战。几乎所有开过慕课

的教师都认为，开设慕课并不容易，尽管走进课堂授课的时间大大缩短，但投入的精力和传统课

堂相比，明显要大得多。 

学期伊始，“形势与政策”思政课更新了11个课程视频，“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反思公

民理性思维的养成”“经济新常态与宏观政策的调整”等内容很吸引眼球。课程负责人、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朱蓉蓉教授说，内容的设计出自马克思主义学院30名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从2014

级学生开始全部通过网络进阶式课程的形式来完成这门课程。“要上好形势政策课，就必须紧跟

形势，能够及时解答大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所以更新率和其他课相比会高一些，教师投入

的时间精力也就更多。”朱蓉蓉说。  

讲授网络进阶式课程“古典文学的城市书写”的文学院副教授杨旭辉对此也深有感触。现

在，每天花费几个小时在网上为学生答疑解惑已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相比传统课堂，网络课

程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大信息量。尽管师生间见面的次数不多，但这种由学业问题带动的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并不比传统的实体课堂少，甚至能产生新的教学资源。” 

他印象深刻的是布置了一次让学生介绍家乡习俗和民间传说的作业，一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

学生纷纷上传照片、视频，让教师和学生都大开眼界。“感觉就好像是发起了一次各地学生的民

俗文化‘田间调查’，对我今后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带来很多启发。”杨旭辉说。 

网络课程与课堂教学如何深度融合，也是教师反思的重点。春季新学期，苏大的多门网络进

阶式课程不约而同地增加了线下的面授或实践环节。“昆曲艺术”面授课程从2次增加到4次，授

课人数也缩减到120人。“我们希望上过课的学生最后都能唱几句昆曲。”周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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