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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背景下教学资源建设的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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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回顾了精品开放课程相关工作，认为，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工作可视为中国式 MOOC，相关工

作导向出现了重要的发展，表现为教学资源建设的中心地位得到明确，教育技术专业人员在课程团队中的作用

得到明确，教学资源的原创性得到重视。并通过反思提出教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资源原创性的根本途径，教学资

源创新是课程创新的标准，知识点是资源创新的单位，应建立期刊化的教学资源管理和评审平台，促进教学资

源建设走向常态化、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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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即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代表了麻省理工学院（MIT）

开放课件运动（OCW）之后兴起的又一开放课程资源建设热潮。我国虽未以同样名称设立建设

项目，但实际上，始于 2003年并于 2011年调整而来的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工作，与上述

两个开放课程资源建设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称为中国式MOOC。

在这个意义上，始于 2003年的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和 2011年启动的精品开放课程建设

和共享工作，从今天的视角上可以将其合并称为“精品开放课程工作”，解决“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突出问题”是开展该工作的内在需求。在这项工作中，从

早期的“精品课程建设”到今天的“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中间历经十多个年头，其工作

导向不断向前发展，代表着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教学资源建设的发展轨迹。

在我国学界最初开始探讨教学资源相关问题的时候，教学资源的建设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

容。但相关研讨多关注搭建“资源库”的技术问题，对资源的设计与创新开发、资源的知识属

性等基本理论问题探讨不多。实践需求是各项工作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和方向指引，结合

教学实践对资源的需求，对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工作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对其发展方向进行展

望，是探讨教学资源建设发展问题的一条可靠途径。

一 中国式 MOOC 工作导向的转变：从“精品课程建设”到“精品资源共享课”

从教育部历年出台的精品开放课程相关政策文本中可以看出，我国正在建设中国式MOOC

课程，其整体进展与国际教育大环境接轨。这是因为，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工作和 MOOC

同样采用网络为主要传播途径，同样追求开放和共享，同样广泛征集优质资源。但我国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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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课程工作还有着鲜明的特色，这些特色主要通过工作导向的发展转变显现出来。

在教高[2003]1号文件《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

作的通知》[1]和教高[2011]6号文件《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2]中，还有历年评审标准中，均透射出工作导向的变化。

1 从综合性到专门性：资源建设的中心地位得到明确

根据教高[2003]1号文件，“精品课程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

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尽管文件中也指出，通过评审的课程将“上网

形成中国高教精品课程网站，向全国高等学校免费开放”，但并未明确精品课程的资源属性，各

高校由于申报平台的不同，造成课程栏目设置五花八门，资源数量、水平参差不齐，种类差别

很大。文件中还明确提出，对通过教育部评审的课程将“授予‘国家精品课程’荣誉称号”，则

2003-2010期间的精品课程建设实际上是课程团队建设的综合性工作，其中不仅要求教材或其他

资源的建设，而且对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改革、教学管理水平等提出要求，并进而

通过“荣誉称号”这一表述而赋予这项工作一定的奖励属性。

从文件中也不难看出，在“质量工程”这一更大的政策背景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不仅承

担着促进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的责任，而且成为“确保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与“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乃至“大力提倡和促进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抓手，成为促进教授上本科生讲台、促

进教学改革的途径之一，由此，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

教高[2011]6号文件明确提出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的目标，即“引导高校加强课程建设，形成

一批满足终身学习需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网络视频课程和一批可供高校师生和社会人员免费

使用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教高[2011]8号文件《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的实施意

见》中则给出了精品开放课程的政策定义：“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包括精品视频公开课与精品资源

共享课，是以普及共享优质课程资源为目的、体现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教学规律、展示教师先

进教学理念和方法、服务学习者自主学习、通过网络传播的开放课程”[3]。精品开放课程工作的

资源建设属性由此得以明确。尽管文件中也提及有关教育思想、教学理念与方法的改革、教学

内容的更新，乃至“广泛传播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和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知识”等等，但最终都落

脚在教学资源的建设和共享上面。

可见，从“精品课程建设”到“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尽管字面上只是多了几个字，在

政策文本中却从“综合性”走向了“专门性”，资源建设的中心地位得以明确。这种转变显现出管

理部门和高校教师对“资源”理念更加深入的认可和接受，有利于教学资源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

2 从无到有：资源建设的专业性得到关注

严格地说，课程教学本身是一种“教学专业”的工作，需要教学经验的积累和教学理念与

技术的学习，学科科研专家不等于教学专家。教学设计更是具有较强专业性的教育技术工作。

实效和创新是评判教学资源的专业性水平的两个关键标准，而且两者不可相互替代。教学资源

的专业性根本上来自相关人员的专业性和资源评审标准对实效与创新的关注和强调。

在 2003-2010期间，精品课程评审指标体系得到不断的改进和调整。2012年，围绕原精品

课程转型升级为精品资源共享课的评审，又有新的指标体系出台。对比前后两个阶段的评审指

标体系，笔者看到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变化：一个是在“课程团队——团队成员”指标中明确

要求团队成员应包括“教育技术骨干”，另一个则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原创性和非原创性资

源处理”指标中提到的“原创性资源”，以及“课程特色与预期效果——课程特色”指标中提到



Vol.24 No.4 2014

84

的“本课程在某一（些）方面有实质创新”。

在 2003-2010期间的精品课程评审指标体系中，对课程团队成员的学科背景未提出明确要

求（以 2009年评审指标体系为例[4]）。笔者对 2003-2009期间几乎全部（2050门）获评的国家

精品课程的教师团队的分工进行了分析[5]，发现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国家精品课程的课程团队在

其自身分工中考虑到教学设计和研究工作，但却很少吸纳教育技术专业人员参与课程团队，另

外近 70%的精品课程师资队伍分工中并未考虑教学设计和教学研究；而且即使是考虑到教学设

计的精品课程，其师资队伍中承担教学设计任务的教师也主要是学科专家，除教育技术学专业

的精品课程外，精品课程师资队伍中很少有教学设计专业人员参与，教育技术专业人员在精品

课程建设中主要承担技术支持工作，这些工作甚至并未在课程师资队伍分工中体现出来。课程

团队中教育技术专业人员的缺席，很容易导致课程资源建设的专业性的降低，导致课程资源“课

本搬家[6]”或网络搬家的局面出现。

另外，2003-2010期间的精品课程评审指标体系中虽然提及“特色及创新点”，却并未对“特

色”和“创新”的内涵做进一步的描述，而《2012年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评审指标体系（本

科）》则明确提出资源的原创性和其他“某一（些）方面”的创新问题[7]。由此也可以对比看出

2012转型升级评审体系对教学资源建设的专业性的强调。

事实上，2003-2010期间，当有些精品课程团队提出知识产权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将资源的

原创性问题和课程的创新性问题推向了台面。显然，仅仅依靠“课本搬家”、特别是依靠“网络

搬家”而通过评审的精品课程，课程团队并不是其资源的知识产权所有人。想要取得知识产权，

前提是确实向国家提供了自行设计、创新开发的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可依其来源分为利用、借用的资源和设计创新的资源两类。合理的组合和编排“借

来”的资源也需要一定的教学专业能力，设计和创新开发教学资源则要求课程教学专家和教育

技术人员密切合作，具有更高的专业性。

对专业人员和对资源创新的要求从 2003-2010期间评审指标体系的“无”到 2012评审指标

体系的“有”，显现出资源建设的专业性得到关注。

二 MOOC 背景下教学资源建设的要点

但现有政策文本和评审指标体系也向人们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如：如何保证和提高教学

资源的原创性，如何理解课程的“某一（些）方面”的创新，如何管理和发展教学资源等等。

笔者认为，随着精品开放课程工作继续走向深入，这些都是必须得到回答的问题，同时也折射

出MOOC背景下教学资源建设的要点。

1 教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资源原创性的根本途径

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创新开发实质上是一连串教学研究的过程。按照产品层次的教学设计的基

本原理，学习需求分析、学习者特征分析和教学内容与目标分析合起来构成了教学资源设计与创

新开发的前期分析，如果在这三个方面都没有新的情况出现，教学资源的创新也就失去了根基。

其中学习需求分析和学习者特征分析都是带有明显的调查性特征的教学研究。教学资源的开发过

程主要是技术性的工作，但设计、开发出的教学资源往往需要做技术和教学两个环节的测评，才

能获得关于资源的实效性的结论。理论上，即使是做一个 PPT也要经过教学测评，更不要说自学

型 CAI课件或虚拟实验平台了。无论技术测评还是教学测评，都是具有实验性或试验性的教学研

究过程。因而教学资源原创或教学资源创新绝不是脑袋一热、做几张 PPT那么简单，只有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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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实的完成若干环节的教学研究，才能拿出真正具有时效性、创新性的教学资源来。

2 教学资源创新是课程创新的标准，知识点是资源创新的基本单位

课程的概念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按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课程是“课堂教学、课外学习

以及自学活动的内容纲要和目标体系，是教学和学生各种学习活动的总体规划及其过程”[8]。这

一概念界定不仅包含特定的教学内容和目标体系，还包含着学习活动的过程。所以课程创新也

就分别体现在教学内容和目标体系的发展创新方面，和面向学习活动的教学理念与方法、模式

的改革创新方面。在教学内容和目标体系方面，考虑到任一课程不仅因特定教师、特定院校与

专业而具有一定的个性，而且在同一国家地区、同一专业领域内具有的一定的一致性和共性，

因而想要在课程目标和内容提纲层面形成发展，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获得很多教师的认可，

否则充其量可以称为一种特色，而不能称为创新。因此，在教学内容和目标体系方面的创新，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能体现为支持特定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的学习资源的创新。

而学习活动方面的创新，无论教学理念，还是方法、模式，都只有落实为具体的教学活动

方案并得以实施后才能验证其实效性，才能真正完成一个创新过程，因而学习活动方面的创新

最终需要通过教学方案表现出来，可供其他教师参考、模仿或沿用。由于“教学资源是指能够

支持教与学活动的各种人力和物质条件”[9]，故教学资源不仅是指支持学生学习的资源，而且包

括支持教师授课工作的资源，所以创新的教学方案也可视为一种教学资源。

进而，由于教学方案等教师工作资源和学生学习资源一样，以特定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即

知识点为单位，因而，教学资源创新的单元是知识点。在资源应用中，由于教学工作浓厚的个

人化色彩，教师对资源的需求往往并不面向课程整体，而是面向知识点这样的微观教学内容单

位。越是那些需要教师在教学中融合个人知识经验储备的课程，教师就越希望能够获得以知识

点为单位的教学资源，进而将大量教学资源加工整合为个性化的课程体系向学生传递。学生对

教学资源的需求主要针对特定的知识点而非其他高校的某一课程整体，这是由不同院校对学生

的培养计划、不同教师对学生的教学进度和对内容的编排等方面不同所决定的。

近几年来，微课思想在国际国内广泛传播，因其便于查询检索、便于组合运用、便于支持

移动学习、对知识点的展示呈现更加丰富多样而得到广泛认可。微课思想的传播实际上已经显

现出广大师生对以知识点为单位的教学资源的需求。

以知识点为单元开展教学资源研发和建设，还是避免不同院校的教师建设同一课程时内容

重复、时间精力浪费的途径，是教学资源得以对比鉴定其有效性、并进而得到积累发展的途径。

3 建设期刊化的资源管理和评审平台

教高函〔2012〕2号《教育部关于批准实施“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2012年建设项目的通知》及后续函件中，将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和共享项目的建设单

位确定在高等教育出版社[10]，将工作管理单位确定为高教司条件处[11]，通过设置稳定的机构解

决了精品开放课程的长效管理和运营机制问题。事实上，早在 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已设立

“国家精品课程资源中心”，建立“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作为统一的资源共享平台。2011年以

后，“爱课程”网站作为课程共享平台上线，可视为中国式 MOOC平台。但教学资源的管理和

评审还仍然面对很多实际问题。

平台搭建好之后，如何切实利用好平台资源，调动广大高校教师积极性，帮助教师及学生

在实际授课教学活动中及业余时间的知识巩固是我们进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特别是调动广大

高校教师开展资源创新的积极性方面和为高校教师提供服务方面，相应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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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高等教育重视学科科研的背景下，沉重的科研压力和其他工作压力迫使高校教师只能从

多种职责中选择最能够为自己带来长远而实际收益的工作作为时间、精力投入的主要方向。如

果不能使教师从教学资源创新中获得长远的实际收益和成就感，教师投入教学资源建设工作的

积极性就不会真正稳定下来。因而必须建立一种机制，使高校教师对教学资源研发工作的投入

能够得到更为广泛和实际的认可。

如果能够承认教学研究是一种“教学学术”，承认教学资源设计与创新开发过程中包含着复

杂的尝试探索和测评验证，就不难看到，教学资源是教学研究成果的一种形态。这种研究成果

的价值既可能表现为具有推广借鉴价值的理念，如“微课程”已经成为广为认可的一种资源理

念和学习理念；也可能仅仅表现为技术产品，表现为用以支持特定教学环境下、特定学习者学

习特定教学内容、实现特定教学目标等教学实践问题的学习材料、工具、活动方案或案例等。

在这个意义上，不同层次的教学资源创新和相应层次的研究报告或论文具有同等的价值。

由于教学资源要针对具体的教学任务，因而数量巨大、更新迅速，由教育部逐年组织评审

显然无法适应这一现实。因此，在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工作中，应当逐步建立期刊化管理的

数字化学习资源评审和发布体系，通过与科研成果发表相近的方式来发表原创性教学资源，从

而对资源的创新价值和实用价值给予常规化、正式途径的评审和认可，确立教学研究、教学资

源研发在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数字化学习资源质量不断提高。

三 结束语

从“精品课程建设”到“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精品开放课程相关工作导向已经发生

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教学资源建设的中心地位得到明确，教育技术专业人员受到重视，

提高原创性教学资源的比例成为努力的方向。

无论在MOOC背景下，还是精品开放课程工作中，提高课程资源的实效性和创新性都是重

中之重。笔者认为，教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资源原创性的根本途径，教学资源创新是课程创新的

标准，知识点是教学资源创新的基本单位，应建立期刊化的教学资源管理和评审平台支撑教学

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实现笔者提出的设想并不容易。在我国，越是知名高校的教师，承担的科研任务就

越繁重，能够向本科生乃至社会提供教学的时间、精力就越少，这样的背景下，谁来开展教学

研究、创新研发教学资源？以知识点为单元来组织教学资源建设，前提是组织具有权威性、代

表性的专业教师团队将课程转化为知识点列表，这项工作谁来承担？将教学资源视为教学研究

成果，如何得到学术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的认可？资源的期刊化评审和发布也存在评审机制、知

识产权认可、网站建设和分布等问题。但笔者相信，只有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中国式 MOOC

才能真正让学生“慕”名而“课”，课程建设道路也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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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develop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OC

——Based On AReview of National Pilot Opening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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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at National Pilot Opening curriculum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Chinese MOOC ,and

transform had occurred during the past years: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developing had got the center positi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became the indispensable ally of the curriculum team, innovative resources were

underlined. And the author considered that researching wa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improve the creativ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the way to curriculum innovation was to develop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should be made with knowledge point as the unit, a Journal Model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Keywords: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national pilot opening curriculum; micro course;jour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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