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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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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线教育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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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发展现状

1. 2012年，MOOC元年

• Coursera、Edx，Udacity成立

2. 2013年，中国MOOC元年

3. 2014年，BAT、网易有道、YY & 100教育、

新东方、沪江网、中国大学MOOC……

4. 关注的领域、产品形式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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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 2013年，2.6家/天；1.96亿美元

• 2015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1200亿元；

• http://news.ccidnet.com/art/11097/20140513/5

460593_2.html

• 中国已有89个在线教育项目获得投资，涉及投

资总额逾5.6亿美元

• http://edu.163.com/14/0516/11/9SC6448I0029

4M02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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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线教育爆发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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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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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具

B：知识、经验



知识是怎样传播的？

• 文字的出现

• 口头传播到文字传播

• 文字载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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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进步是一部信息储存和传播方式变革的历史

文字记录载体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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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传播对交通工具的依赖

• 随身携带、马匹、蒸汽机的发明、汽车、飞机

• 网络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

• 零时差

• “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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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变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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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变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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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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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带来的变革

• 纸媒时代

• 知识发布-传播3-创造6-发布-传播3

• 信息社会

• 知识发布-创造6-发布

• 知识迅速更新

• 知识量大幅增加

• 知识半衰期缩短

• 面临海量信息的挑战



学习需求

• 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自我提升的意愿增强

• 快速学习，高效学习，实用性学习

• 现实需求必将推动教育的创新

• Coursera用户年龄中值35（吴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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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学习的条件

• 课程质量高，这是高效学习的根本

•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 推荐王强北大演讲-《读书改变了我》

• 高质量的信息输入，才会有高质量的信息输出

• 高质量的课程是稀缺资源（共享的价值）

• 专业知识的积累，授课经验的积累和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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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习更多？

• 此生有涯，学海无涯

• 学习时间的延长是有限的（本科-博士）

• 提高学习的效率

• 教育的最大投入其实不是钱，而是学习者投入的时间

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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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 移动终端的普及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便利

• 移动设备已经成为人体器官的一部分

• 能看，听，说，记；还能辨别方向

• 长时间在线

• 移动设备上网，已经超过PC

23



在线教育的盛行

• 社会发展的必然

• 网络、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 智能终端的普及

• 用户的实际需求

• 用户习惯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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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OOC盛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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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C是在线教育的一种形式

• 在线教育的本质是教育， 服务于教育的目的

•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 传授知识

• 启迪智慧

• 让整个社会可以在前人知识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

继续前进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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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形式的评判标准

• 能否高效地传递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 帮助人们在短时间内学习大量的知识和技能

• 在线教育，不管是视频，课件，网页，我认为都

是一个教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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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产品

• 产品先进

• 优质内容

• 新颖，更新快

• 用户体验好

• 轻松学习，愉快学习

• 高效掌握知识

• 好的课程产品，需要对用户需求的精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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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出现的背景

• 短视频满足碎片化学习

• 优势内容，符合高效学习的原则

• 网络，特别是移动网络的普及

• 智能终端的普及

• MOOC盛行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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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在线教育爆发的时代背景

• 终生学习需求

• 名师名课优质资源

• 随时学习

• 什么样的教育产品是好的产品

• 帮助用户高效学习，快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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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与反思

——网络公开课《文献管理与信息分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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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一次EN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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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电子手册

2006年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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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效率 助力科研 推动创新

2004～2013

9年/9学期
/17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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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秋正式开课

784

3003
+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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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春网络公开课

• 共11次课程

• 利用webex平台直播（纯网络课）

• 利用论坛提交作业

• 报名784人，结业183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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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学期介绍

来自中国的学员分布图（图中数字表示报名人数）
报名人数最多的六个省市为北京131、安徽82、广东72、江苏61、吉林50、上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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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课学员中共有222名本科生、375名研究生和172名博士生，研
究生的比例为70%。

学员学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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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绝大部分来自高校的学生、科研工作者或是图书馆的老师等，
高校以外的学员为17.7%

学员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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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员中，小于30岁的学员占87%，30-40岁占11%，40岁以上的只占2%

学员年龄段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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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学员的分布基本与报名学员保持类似，在报名人数最多的6个省市中，
上海学员的结业率最高。另有一名海外学员获得结业证书。

结业学员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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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结-学习氛围

• 结业率高于一般MOOC课程，源自更多的努力

和投入

• 全方位互动

• 课后答疑（20-60min）

• 课前邮件通知，短信通知

• QQ班级群交流

• 论坛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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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结-不足之处

• 缺乏现场感

• 授课形式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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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课程的改进

• 采取现场直播的形式

• 一边给现场班同学上课，一边直播到网上

• 不推荐

• 需要考虑更多受众

• 同时要顾及现场和网上

• 视频制作改进

• 现场录像+屏幕录像穿插编辑，并剪接成短视频

• 搭建专门的课程网站 mooc.u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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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学期学员分布

报名人数最多的六个省市为
北京468、安徽451、广东280、
江苏192、上海182、浙江178
以及来自海外的14名学员

报名学员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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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课学员中共有734名本科生、1584名研究生和668名博士
生，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比例高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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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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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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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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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分布

学员绝大部分来自高校的学生、科研工作者
或是图书馆的老师等，占比为86% 52



2463, 81%

576, 19%

C9高校学员占比

其他 C9高校 53



C9高校学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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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65%

1066, 35%

985高校学员占比

其他 985高校

985高校学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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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高校学员比例

1524, 50%
1515, 50%

211高校学员占比

其他 211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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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及港澳台高校 人数

京都大学（日本） 1

香港中文大学 2

ETCAEH（法国） 1

Iowa State Univeristy（USA） 1

Stony Brook University（USA） 1

Texas A&amp;M University（USA） 2

University of Macau（澳门大学） 1

德国Fraunhofer Institue 1

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1

南阳理工大学（新加坡） 1

香港城市大学 1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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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云课堂-本学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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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设计

信息源
搜索引擎
常用数据库
RSS订阅

WIZ（为知笔记）
Endnote X7
Totalcommander

思维导图
网络存储
论文写作

HistCite
数据库分析

专利分析

课程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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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To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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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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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反馈

无法抗拒！无法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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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

• 互动不足，MOOC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 教师个人的时间问题，与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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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与传统课堂

• 传统课堂

• 一过性，希望当堂理解消化；需要铺垫重复和强调

• 所有听众，等同对待

• MOOC课堂

• 可以根据需求重复播放视频

• 知识点明确（学习意愿明确）

• 信息密度大，学习效率高

• 学员可以自我安排学习

68



如何构建学习氛围

• 多途径与学员保持联络

• 课前邮件及短信通知

• 课中助教与学员互动，课后老师与学员互动

• 课后QQ或论坛交流

• 学员分享报告

• 布置作业，通过作业交流与分享

• 颁发证书

69



小结

•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终生学习的需求，是在线教育

盛行的内在动力

• 网络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为在线教育的爆发提供了

客观物质条件

• MOOC满足高效学习、碎片化学习和终生学习的客

观需求

• MOOC只是一种新的教育形式，会与传统教育长期

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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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欢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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