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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已发表文献（2008-2012）
的系统研究
□ [斯里兰卡] 桑云都·瑞哈·利亚纳古纳瓦德纳

[英]安德鲁·亚历山大·亚当斯 雪莉·安·威廉姆斯

张永胜 译 肖俊洪 审校

【摘 要】

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为在线学习新增了一种选择。自

2008年以来，许多公立大学和顶级大学，尤其北美地区的大学，纷纷推出MOOCs。许多学者对MOOCs

感兴趣，因为他们意识到 MOOCs 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向全球传播教育的潜力。一些学者从研究的视角所

撰写的学术论文开始出现在同行评审的传统媒体上。本文系统回顾了2008-2012年期间发表的MOOCs研

究文章。我们分别通过期刊、数据库、网络及其他已知来源的链接搜索到45篇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从

而形成了本研究的基础。MOOCs虽是新鲜事物但却备受欢迎，影响遍及全球，我们相信这是学术界首次

对 MOOCs 研究文献进行系统评述。本文把相关文献归为八个研究兴趣领域 （介绍性的、概念、个案研

究、教育理论、技术、聚焦参与者、聚焦提供者以及其他问题），从出版类型、发表年份及撰稿者三方面

对这些成果进行定量分析，并针对研究文献所反映的MOOCs研究领域的不足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 MOOCs；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在大范围公开的在线课程；系统述评；联通主义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ｘ（2014）03—0005—12

导读：自2008年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推出第一门“慕课”（MOOC）以来，短短

几年间，“慕课”热潮席卷全球，稍微有点名气或实力的大学都纷纷推出或正在计划推出自己的“慕课”，甚至

是开展专门的“慕课”项目——“慕课”或多或少成为学校发展战略目标之一。“慕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开

放教育资源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或分支，然而，后者远不如“慕课”吸引眼球。这或许跟大众媒体的“推波助

澜”有一定关系：2012年发表在学术期刊和大众化专业杂志的文章数量相差无几，加之一般的大众媒体（如

报纸等）“炒作”，“慕课”已经不再是一种学术现象。

《纽约时报》把2012年称为是“‘慕课’之年”，而远程教育领域的“风云人物”约翰·丹尼尔爵士也认

为“慕课”是“2012年教育流行词汇”。本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也表明，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2012年也是成

果颇丰的一年，在检索到的、经过同行评审的45篇“慕课”研究成果中，超过一半（26篇）发表于2012年。

本文是第一篇对“慕课”的严谨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回顾，并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对这些文章进行归

类、分析和讨论的文献述评。定量分析显示了在发表年份和成果类型这两个方面相关文章的分布，以及一批比

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定性分析把这些文章分别归入7大明确主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近一半文章属于个

案研究（21篇），另外一个研究热点（主题）是从教育理论的角度探索“慕课”，而“聚焦（‘慕课’）提供

者”的研究只有3篇，其余主题大多在10篇左右。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们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者进一步

探索的领域，包括要加大从教师的角度研究“慕课”实践、重视研究教育机构所面临的威胁和机遇、从文化的

角度审视“慕课”的文化张力（cultural tension）、“慕课”的辍学、进一步提高研究方法（尤其是数据收集

和分析）的科学性以及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等。

这些进一步研究方向其实正是迄今“慕课”研究领域比较薄弱的方面，因此我认为很有实践意义和理论价

值，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积极探索。比如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慕课”现象，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是

“不言自明”但却往往被陶醉于“慕课”万花筒之中的我们所忽视。本刊主编严冰先生在一篇题为《‘慕课’

来了》的卷首中就向我们敲响警钟：“仅仅参与其中显然远远不够，尤其是这些年常见的跟风式参与，许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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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物到了中国以后的‘南橘北枳’现象，都使人们在展望慕课前景时不能不多几分审慎”（《中国远程教

育》2013年第7期）。我也曾经在一篇学术随笔中介绍了美国加州大学Richard Kern发表在《TESOL季刊》2006

年第1期上的一篇论文中对计算机与学习文化的阐述，他指出，从相关研究结果看，网络教学平台和其他通信

平台突出了沟通的速度、可及性、开放性、快速回应、置疑/争论和非正式性等“效率”文化，蕴含着开发者

所崇尚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因此，对于文化价值观不同的人而言，这些基于技术的教与学活动/模式可能会带

来“文化不适”，不一定理所当然地是非常合适的教与学活动/模式（“计算机与学习文化”，《中国远程教

育》，2006年第11期）。我们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指出：“研究发现大部分参与者来自北美和欧洲，来自亚洲和非

洲的参与者极少 （如果有一些的话），少数来自东南亚”（deWaard, Abajian, Gallagher, et al., 2011; Kop,

2011; Kourtropoulos, et al.，2012），对此，他们认为“慕课”所使用到的“技术及语言在这些地区可能给在

线学习带来障碍”。我认为“技术”和“语言”当然可能成为障碍，但深层次的原因很可能得从文化层面去寻找。

“慕课”的历史不过才五六年，但有些人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急于“盖棺定论”。比如，有预言“慕课”必

将颠覆高等教育体系、重构教育模式，甚至说会有一批实体大学因“慕课”的到来而倒闭！这些预言都是建立

在“慕课”必将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教学文化这个前提的基础上（不管预言家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没有研

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于是郑重其事地向第一作者桑云都·瑞哈·利亚纳古纳瓦德纳（Tharindu Rekha Liyana-

gunawardena）博士提出一个建议：研究“慕课”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全球顶尖大学”的主流文化。

本文第二、三作者安德鲁·亚历山大·亚当斯（Andrew Alexander Adams）教授和雪莉·安·威廉姆斯

（Shirley Ann Williams）教授是第一作者的博士生导师。威廉姆斯教授目前正在主持英国雷丁大学（Universi-

ty of Reading）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项目，而利亚纳古纳瓦德纳博士正是其团队的成员。本文原文发表于

2013年第3期《国际远程开放学习研究评论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on Distance and Open

Learning）》上，在征得作者的同意后，我们将其译成中文，以飨读者。我们谨向三位作者致以衷心感谢！

（肖俊洪）

一、引言

远程教育历史悠久。最早的远程教育采用函授的

方式，通过价格合理的邮政服务为学习者寄送学习材

料和返还学生以邮寄方式提交的作业 （Casey，

2008）。每一种新通信技术——收音机、电视、录像

机和家用电脑——的出现都会促进远程教育的进一步

发展。作为最新技术的互联网 （包括移动网络） 同样

已被当下许多高等教育机构所采用，互联网还推动了

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
es，MOOCs） 的出现。MOOCs是2008年出现的一

个新术语，用于描述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 （Universi⁃
ty of Manitoba） 推出的一门公开在线课程。此后涌

现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话题和平台，因此，这个术语

被 Daniel （2012） 称 作 是 “2012 年 教 育 流 行 词

汇”。这折射了公众对这个概念的广泛兴趣。许多媒

体，包括博客、专业出版物和大众出版物都在广泛讨

论MOOCs，根据Daniel （2012） 的观点，这些讨论

包含了“些许受商业利益驱动的促销成分⋯⋯以及针

对实践者围绕自己开发的MOOCs所发表的一些文

章”。

本文系统回顾了经同行评审的MOOCs 研究文

章，以便对相关的学术研究进行归类分析。我们首先

分析了相关文章的检索技巧，收集了一批文章，在此

基础上，采用扎根研究法 （a grounded research）
对这些文章进行归类。

二、背景

自从出现计算机以来，学者们就已经在共享数字

资源 （Lane & McAndrew，2010）。最近，他们对共

享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的兴趣倍增，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开放

教育资源成为教师和学习者的重要资源库 （Ad⁃
ams， Liyanagunawardena， Rassool， & Wil⁃
liams，2013）。2001 年，麻省理工学院 （Massa⁃
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最先推出开

放课件 （OpenCourseWare，OCW），旨在把MIT所

有的课程材料永久存放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并附加

许可协议，允许使用、修改和重新传播这些材料。随

后，其他许多著名的大学加入了这场运动，比如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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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实施了开放学习 （OpenLearn） 项目，卡

耐基梅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开展了

开放学习创新 （Open Learning Initiative） 项目。提

供开放资源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使学习者可直接获取

资源，也希望他们能从中学有所获；二是教育工作者

可使用这些材料作为部分教学内容 （原封不动或者修

改后使用）。但有相当一部分开放教育资源的用途有

限，这是因为它们通常是作为特定的教育框架下整体

教育体验的某一组成部分而开发的。这种局限性对于

渴望能够直接使用这些资源的学习者们而言尤其令人

沮丧，而如果教育工作者对此毫不知情，他们在使用

中 也 会 碰 到 困 难 （Liyanagunawardena， 2012；

Weller，2007）。随着MOOCs的出现，开放学习的

理念开始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Fini，2009）。

一门 MOOC 把对其感兴趣的人 （也叫做“学

生”） 与帮助他们学习的一位或多位专家联系在一

起。通常社交网络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途径，而免费

在线资源则提供课程内容或学习材料。并且，学习

MOOCs无需任何前提、学费、正式认证或者规定入

学资格 （McAuley，Stewart，Siemens & Cormier,
2010）。MOOCs的学习完全出于自愿，取决于个人

自身是否对课程感兴趣。MOOCs的合作可以借助不

同技术，在许多不同的平台进行。比如，MOOCs学

习者可以发表自己的博客帖子，在不同空间讨论某一

门MOOC的学习和 （或） 通过微博 （比如推特[Twit⁃
ter]） 表 达 自 己 的 观 点 。“ 联 通 主 义 与 联 通 知 识

（Connectivism and Connective Knowledge） ” 是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学习技术中心及延伸教育部

（Learning Technologies Centre and Extended Edu⁃
cation） 提 供 的 在 线 课 程 ， 由 乔 治 · 西 蒙 斯

（George Siemens） 和史蒂芬·道恩斯 （Stephen
Downes） 主持 （Downes, 2008）。这门课程被认为

是第一门MOOC。它有25名缴费注册学生 （以获得学

分）和2,200名不缴费、不要学分的学生。它运用联通主

义的原理进行教学设计。与传统在线课程不同，它不是主

要依靠通过学习管理平台发布的资源进行学习①。

近来，MOOCs通过国际合作取得进展，比如在

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的领导下，62所

世 界 顶 尖 大 学 开 发 了 Coursera （www.coursera.
org），再如，麻省理工学院、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 以及

香 港 科 技 大 学 合 作 开 发 了 edX （www.edx.org）。

Udacity、P2P 大学 （Peer 2 Peer University） 以及

未来学习 （Futurelearn，英国开放大学的MOOCs平

台） 也均是MOOCs平台。2011年注册斯坦福大学

“人工智能”这门在线课程的人数达到了 160,000
（Rodrigues，2012）。

随着MOOCs的持续升温，它已成为教育刊物的

一 个 流 行 话 题 ， 比 如 《泰 晤 士 报 高 等 教 育 杂 志

（Times Higher Education Magazine）》 上的一篇文

章 描 述 了 一 门 MOOC 的 开 设 情 况 （Corbyn，

2012）。同样，还有许多博客文章谈及MOOCs，表

达了课程负责人、课程参与者以及局外人的各种各样

观点 （比如http://mooctalk.org记录了一位数学家在

2012年底主持一门MOOC的经历）。

2008年有关MOOCs的学术论文开始出现在同

行评审的文献 （比如期刊[journal]、会议论） 文集以

及杂志 [magazine]） 中 （Downes，2008）。此后，

这类文章的数量每年都在递增。这种现象与其他许多

引起学术界兴趣的技术相似。比如，推特作为一种微

博工具是在2006年出现的，有关推特的研究文章从

2007年的三篇猛增至2011年的数百篇 （Williams，

Terras，&Warwick，2013）。

三、方法

1. 数据收集

研究者运用不同方法搜索用于文献回顾的论文

（Ellis 1989；Ellis& Haugan，1997），包括在数据库

或通过搜索引擎和现有文章的链接进行检索。对于系

统的文献述评，有必要阐述检索论文的方法并证明其

合 理 性 ， 以 便 其 他 研 究 者 使 用 这 些 方 法 （Fink，

2010）。本研究的目的是收集并分析与MOOCs有关

的学术文章，更好了解正在发展的研究领域、研究中

①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管理系统被广泛接受、用作课程发布的平台之前，教育机构使用的是电视广播。比
如，许多没有注册学习开放大学课程的人观看电视播放的开放大学节目，尤其在可以用低廉价格购买到录像机的
年代。在开放大学停止播放电视课程，转而主要通过邮件传送课程材料 （包括CD和DVD课程资源），后又通过
在线传送之后，这种未经注册、非正式获取教育资源的渠道减少了。同样的，早期通过开放网络提供的在线课程
资源后来转而改用学习管理系统 （比如Moodle和Blackboard） 发布，并且增加了身份验证环节，因此也切断了未
经注册、非正式获取教育资源的渠道 （Goldberg，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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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方法及已发表的文献尚未涉及的主题。

我们采用了其他系统文献述评使用的方法，其中

包括两篇推特研究文献述评的文章 （Gao，Luo &
Zhang， 2012； Williams， Terras & Warwick，

2013），通过各种努力检索到相关文章。若文章的研

究焦点是探索MOOCs概念或MOOCs对高等教育的

启示、使用MOOCs的实验报告或把MOOCs与其他

教育方法进行比较，就认为是相关的。但这些文章中

没有充足的统计数据可用于元分析 （Fink，2010）。

首先，我们确定了检索的关键词和检索范围。我

们 最 初 选 择 了 两 个 关 键 词 （包 括 其 复 数 形 式）：

MOOC 和 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但是我

们发现一些作者使用“Massive”而不是“Massive⁃
ly”（比如Kop，Fournier，& Mak2011） 因此增加了

第三个关键词 （包括其复数形式）：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检索时间是从第一门MOOC出现的2008年一直

到开展本研究的2012年。检索尽量限于文章题目和

摘要，以减少人工剔除不相关文章的工作量。

其次，根据Gao等人 （2012） 的研究方法，最

初的检索选择了教育技术和远程教育领域的一些学术

期刊 （见表 1），包括 《英国教育技术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远程教育

（Distance Education） 》、《美 国 远 程 教 育 期 刊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 以及

《在线学习和教学期刊 （Journal of Online Learning
and Teaching）》（原文分别用 journal 和magazine
指“ （学术） 期刊”和“ （比较大众化的） 杂志”，

我们据此翻译相关出版物名称，因此有些中文名称可

能与以往“约定俗成”的名称不大一样。比如，我们

把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和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译成 《英

国教育技术期刊》 和 《美国远程教育期刊》，而不是

《英国教育技术杂志》 和 《美国远程教育杂志》 ——

译注）。检索结果显示其中一种期刊发表过少量相关

文章，但仔细审查后发现没有一篇与本研究相关。比

如 Roderick （2008） 主要谈论数字空间的联通学

习，并引用了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作为联通的

例子。我们认为即使给关键词加上双引号，作为短语

来检索，但检索工具也许通过比较单个检索关键词

（而非把短语作为一个检索单位） 进行检索。

表 1 特定学术期刊检索结果

期刊名
英国教育技术期刊
远程教育
美国远程教育期刊
在线学习和教学期刊

检索结果
0
16
0
0

相关文章
0
0
0
0

日期
10/12/2012
10/01/2013
30/11/2012
30/11/2012

第三，我们用同样的关键词在各种学术数据库进

行 检 索 ， 包 括 ISI 知 识 网 （Web of Knowledge）、

ProQuest （美国教育资源信息中心 [ERIC]、英国教

育索引[British Education Index]和澳大利亚教育索引

[Australian Education Index]）、JSTOR （教育类），

IEEEXplorer和 Scopus （见表 2）。我们所检索到的

一些文章与本研究无关，比如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多

个 光 正 交 码 序 列 ”（Multiple Optical Orthogonal
Code Sequences），一些文章则涉及“机构变化管

理”（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两者都被缩写成MOOC②。

表 2 特定学术数据库检索结果

数据库

ISI知识网

ProQuest
JSTOR（教育类）

IEEXplorer
Scopus

检索结果

5
6
95
1
39

相关文章

2
6
0
1
12

日期

17/11/2012
30/11/2012
30/11/2012
30/11/2012
04/12/2012

第四，我们在“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
进行同样的搜索，找到94篇文章 （2012年11月21
日），其中仅有33篇相关文章。但后来又一次在“谷

歌学术”进行同样的搜索 （2013年1月8日），却只

找到25篇文章。这意味着之前搜索到的一些文章已

下线以及 （或者） 谷歌已经改变了它的搜索算法。比

如，2012 年 11 月 21 日搜索的第一个结果是 Fini
（2009） 这篇文章；但是后来又一次搜索所得到的25
篇文章未包括 Fini （2009）。我们仔细阅读摘要之

后，把主要不是讨论MOOCs的报告和论文剔除。

为了提高本研究的覆盖率，我们运用了Gao等

（2012） 使用的链接技术：通过所收集的论文的参考

文献，查找其他相关文章。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又找到

了一篇文章。我们还在“谷歌学术”搜索这些文章被

引用的情况，进一步查阅引用过这些文章的其他文章

（即前向参考[forward referencing]，指查询某篇文献

被其他文献所引用的情况——译注）。这样我们又检

② 由于搜索引擎的自动模糊性，也可能检索到包含“Management of Change”（MOC） 字段的结果，尤其是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可以被缩略为MOOC/MOC （Kohil& Kuma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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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到一篇会议论文。2012年12月又发现两篇文章：

一篇出现在 《ACM 通讯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一篇出现在 《教育中的交互媒体期刊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edia in Education）》。

在数据收集阶段我们一共搜集到了 45篇文章，

包括：17篇期刊文章，13篇会议文章 （包括1篇会

议张贴报告），10篇杂志的学术性文章，3篇报告和

2篇专题研讨会报告。

2. 数据分类/分析

我们对这些文章从定量和定性角度进行分类。定

量分析依据文章发表年份和出版类型。定性分析采用

两项涉及推特研究文献所使用的开源编码内容分析法

（Gao 等 ， 2012； Williams， Terras & Warwick，

2013）。最初本文第一作者阅读每篇文章，辨别文章

主题、研究类型及所提出的未来研究方向。这些结果

通过迭代法进一步完善，即所有作者都阅读和重读文

章，进一步完善第一作者提出的分类和分层结果。

四、结果

1. 定量分析

第 一 篇 有 关 MOOCs 的 文 章 发 表 于 2008 年 ，

2009 年也只有 1 篇相关文章，而 2010 年是 7 篇，

2011年是10篇，2012年是26篇 （见图1）。

图1 按发表年份分布

迄今所检索到的文章大部分发表在期刊 （17
篇），会议和杂志文章的数量相对少一些 （13和 10
篇）（见图2）。

图2 按出版类型分布

图 3 显示按出版类型和发表年份分布的情况。

2009 -2012年间期刊文章和会议文章的数量逐渐增

长。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篇MOOCs的杂志文章发表在

2011年，第二年这类文章的数量就增长了四倍，反

映了近年来大众对MOOCs的兴趣持续提高。

图3 从出版类型和发表年份看文章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国际远程开放学习研究评

论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on Distance
and Open Learning）》（刊登了6篇有关MOOCs的

文章） 和 《欧洲开放教育和E-learning期刊 （Euro⁃
pean Journal of Open, Distance and E- Learn⁃
ing）》（刊登了3篇有关MOOCs的文章） 之外，许

多出版刊物仅有一篇MOOCs的文章。《ACM通讯》

是刊登 MOOCs 文章数量最多的杂志 （3 篇），而

《eLearn杂志 （eLearn Magazine）》 和 《学习解决

方案 （Learning Solutions） 》 两种杂志各刊登了 2
篇。“网络学习国际会议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Networked Learning） ”发表了 3 篇有关

MOOCs的文章 （2010年2篇，2011年1篇）。

表3列出有一篇以上文章被我们所收录的作者名

单 。Kop 被 收 录 的 文 章 最 多 （5 篇），deWaard、

Hogue、Koutropoulos 和 Rodriguez 各 有 4 篇 被 收

录。被收录文章超过 3篇的作者以团队形式开展研

究，我们可以从表3所列的文章共同作者中发现几个

这样的团队，比如Kop和Fournier；de Waard、Ab⁃
ajian、Gallagher、Hogue、Keskin、Koutropoulos
和Rodriguez；Mackness、Mak、和Williams等。

2. 研究热点/主题

这些文章涉及了与MOOCs相关的众多主题③；

一开始我们归纳出如下主题：（学习者、机构或开发

者的） 能动性、联通主义、行为者网络理论 （Actor
Network Theory）、危害、学习者体验、教学法、技

术和趋势。

③ 原始的主题列表包括：（学习者、机构或开发者的） 能动性、学徒制、自主性、个案研究、混沌理论、云计
算、比较的、联通主义、行为者网络理论、危险、教育理论、道德规范、框架、未来、高等教育、信息科学、介
绍性的、学习者体验、学习分析、机遇、教学法、巩固 （率）、支持、技术、趋势、观点和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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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文章都介绍了MOOCs这个术语的含义

及 这 一 概 念 的 历 史 演 变 。 大 部 分 文 章 主 要 阐 述

MOOCs的概念，讨论MOOCs所带来的挑战和发展

趋势，除了联通主义及其内涵外，其主题一般每一个

只出现在一篇文章中。这些主题重新分类如下：

• 介绍性的：解释MOOCs的不同方面情况；

• 概念：包括诸如MOOCs给高等教育及现行

体制带来的威胁和机会的讨论性文章；

• 个案研究：专门研究一门或者多门MOOCs
（包括研究同一门课程不同年份教学情况的文章以及

研究不同课程的文章）；

• 教育理论：研究MOOCs所运用的教学方法；

• 技术：详细介绍或研究MOOCs所使用的软

件和硬件；

• 聚焦课程参与者：研究与MOOCs学习者相

关的问题；

• 聚焦课程提供者：研究与课程提供者相关的

问题，包括课程开发者和负责人；

• 其他：有两篇文章无法归入上述主题，一篇

是Esposito （2012），该文讨论使用MOOCs学习者

产生的数据时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另一篇是 Frank
（2012），作者阐述了开设MOOCs的其他可供选择

方式。

我们随后又对这些文章逐一分析，把它们划分到

能体现文章内容的主题类别中；许多文章被划归一种

以上的主题类别中 （见表4）。

3. 个案研究

上述文章中有21篇包含个案研究成分，共研究

了13门不同的MOOCs：

• CCK08：“联通主义与联通知识 （Connectiv⁃
ism and Connective Knowledge）”（第一门MOOC，

2008年由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提供）；

• CCK09：“联通主义与联通知识”（CCK08的

2009年版）；

• CCK11：“联通主义与联通知识”（CCK08的

2011年版）；

• CritLit：“ 批 判 素 养 （Critical Literacies） ”

（2010 年 由 加 拿 大 国 家 研 究 委 员 会 [National Re⁃
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提供，内容包括“批判性

思维”和“21世纪素养”）；

• CS1：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University of Hel⁃
sinki） 开发的一门编程入门课程，采用学徒制模式；

• CS101：Udacity提供的一门计算机科学入门

课程；

• CS221：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课程；

• EduMOOC：“ 在 线 学 习 今 天 ⋯⋯ 和 明 天

（Online Learning Today... and Tomorrow） ”（2011
年由伊利诺斯大学提供）；

• FSLT11：“高等教育教学入门 （First Steps

表3 有多篇文章被本研究收录的作者

作者

Kop

deWaard

Hogue

Koutroppoulos

Rodriguez

Abajian

Fournier

Gallagher

Keskin

Mak

Mackness

Mackness

Bell
Levy
Williams

文章
数量

5

4

4

4

4

3

3

3

3

3

3

3

2
2
2

具体文章

Kop & Fournier 2010; Fournier, Kop & Sitlia
2011; Kop, Fournier & Mak 2011; Kop & Carroll
2012
deWaard 2011; deWaard, Abajian, Gallagher;
Hogue, Keskin, Koutropoulos & Rodriguea
2011； deWaard, Koutropoulos, Kesin, Abajian,
Hogue, Rodriguez & Gallagher 2011; Koutropou-
los, Gallagher, Abajian, deWaard, Hogue, Keskin,
& Rodriguez 2012
deWaard, Abajian, Gallagher, Hogue, Keskin,
Koutropoulos & Rodriguez 2011; deWaard, Kout-
ropouos, Kesin, Abajian, Hogue, Rodriguez& Gal-
lagher 2011; Koutropouos, Gallagher, Abajian,
deWaard, Hogue, Keskin & Rodriguez 2012
Koutropooulos
deWaard, Abajian, Galllagher, Hogue, Keskin,
Koutropoulos& Rodriguez 2011;
deWaard, Abajian, Gallagher, Hogue, Keskin,
Koutropoulos & Rodriguez 2011& Gallagher
2011; Koutropoulos, Gallagher, Abajian, de-
Waard, Hogue, Keskin& Rodriguez 2012; Rodri-
guez 2012
deWaard, Abajian, Gallagher, Hogue, Keskin,
Koutropoulos & Rodriguez tom; deWaard, Koutro-
poulos, Keskin, Abajian, Hogue, Rodriguez &Gal-
lagher tom; Koutropoulos, Gallagher, Abajian, de-
Waard, Hogue, Keskin & Rodriguez 2012
Kop&Fournier 2010; Fournier, Kop&Sitlia 2011;
Kop, Fournier & Mak 2011
deWaard, Abajian, Gallagher, Hogue, Keskin,
Koutropoulos & Rodriguez tom; deWaard, Koutro-
poulos, Keskin, Abajian, Hogue, Rodriguez &Gal-
lagher tom; Koutropoulos, Gallagher, Abajian, de-
Waard, Hogue, Keskin & Rodriguez 2012
deWaard, Abajian, Gallagher, Hogue, Keskin,
Koutropoulos &
Rodriguez 2011; deWaard, Koutropoulos, Keskin,
Abajian, Hogue, Rodriguez &Gallagher 2011;
Koutropoulos, Gallagher, Abajian, deWaard,
Hogue, Keskin & Rodriguez 2012
Mackness, Mak &Williams 2010; Mak,Williams
&Mackness 2010;
Kop, Fourni r & Mak 2011
Mackness, Mak&Williams 2010; Mak,Wil-
liams&Mackness
2010; Tschofen &Mackness 2012
Mackness, Mak& Williams 2010; Mak, Williams
& Mackness 2010;
Kop, Fournier & Mak 2011
Bell (2010a); Bell (2010b)
Levy 2011; Schrire & Levy 2012

Mackness, Mak & Williams 2010; Mak, Williams
& Mackn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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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
tion） ”（2011 年由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提供）；

• Future of Learning：一门教育课程 （2011年

由德国法兰克福大学[University of Frankfurt]提供）；

• MobiMOOC：“ 移 动 学 习 （Mobile learn⁃
ing） ”（2011年由比利时安特卫普热带医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 Antwerpen]提供）；

• PLENK2010：“个人学习环境、网络及知识

（Pers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Networks, and
Knowledge） ”（2010 年由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

[Athabasca University]提供）；

• Qual MOOC：“定性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2012 年由以色列基布

兹教育、科技及艺术学院[Kibbutzim College of Ed⁃
u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提供）。

CCK08、 CCK11、 CritLit 及 PLENK2010 四门

MOOCs由相同的团队设计和提供。个案研究的文章

中 有 一 篇 （Rodriguez， 2012） 比 较 了 不 同 的

MOOCs （ 包 括 CCK08、 PLENK2010 、 Mobi⁃
MOOC、 EduMOOC 、CS221 和 CS101）； 两 篇

（Kop，2011；Kop，Fournier，& Mak，2011） 比

较了PLENK2010和另一门MOOC （分别是CritLit和
CCK11）；另一篇 （Bell，2010a） 比较了CCK08和

CCK09；其余的文章都是围绕一门MOOC的个案研

究。表 5显示了研究每一门MOOC的文章数量以及

把每一门MOOC作为单独的个案进行研究的文章数

量 。 研 究 最 为 集 中 的 两 门 课 程 是 PLENK2010 和

CCK08。除此之外，被一篇以上文章作为研究对象

的只有MobiMOOC。

大部分个案研究运用多种方法收集数据，这与个

案研究的通常做法一致 （Yin，2003）。绝大多数个

案研究使用在线调查的方法收集MOOCS学习者的意

见。SurveyMonkey （www.surveymonkey.com） 和

LimeSurvey （www.limesurvey.org） 是收集调查数

据常用的工具。有四篇把PLENK2010作为唯一案例

进行研究的文章使用了多种调查方法 （主动参与者调

查、潜伏者调查以及课程结束调查）。研究者也运用

其他方式收集数据，包括电子邮件访谈、焦点小组、

Moodle数据记录、论坛数据、博客及观察记录。3
篇文章使用基于虚拟民族志 （virtual ethnography）
的技术，另外一篇使用叙事研究法。

个案研究文章中有7篇明确阐述研究者在研究中

的角色。其中两个案例的研究者是MOOCs学习者，

另外两篇的研究者是参与者，剩下3篇的作者是观察

者。MOOCs学习者和参与者的区分不是很清楚 （如

果真的有区别），也许仅仅是不同的说法。

个案研究中大部分参与者同时也是作为所研究课

程的参与者。有两篇文章也收集课程讲师的数据。

4. MOOCs的分类

Rodriguez （2012） 把MOOCs分成两类：联通

主义的 MOOCs （简称 cMOOCs） 和斯坦福人工智

能类的MOOCs。他认为斯坦福人工智能这一类课程

主 要 采 用 认 知-行 为 主 义 方 法 ， 而 联 通 主 义 的

MOOCs则采用联通主义方法。通过对多个案例的比

较，Rodriguez （2012） 认为与斯坦福人工智能相似

分类
介绍性

概念

个案研究

教育理论

技术

聚焦参加者

聚焦提供者
其他

文章
McAuley, Stewart, Siemens & Cormier 2010; Koutropoulos & Hogue 2012; Rodriguez 2012; Bremer 2012; deWaard 2011; Kop &
Carroll 2012; Masters 2011; Roberts 2012; Mahraj 2012; Daniel 2012; Hyman, 2012
Martin 2012; Bull 2012; Kirkwood 2010; Ardis & Henderson 2012; Bonino 2012; Vardi 2012; Mehaffy 2012; Anderson & McGre-
al 2012; Butin 2012; Mahraj 2012; Mehlenbacher 2012; Anderson & McGreal 2012; Hyman, 2012
Bell 2010a; Bell 2010b; Bremer 2012; deWaard, Abajian, Gallagher, Hogue, Keskin, Koutropoulos & Rodriguez 2011; deWaard,
Koutropoulos, Keskin, Abajian, Hogue, Rodriguez & Gallagher 2011; Downes 2008; Fini 2009; Fournier, Kop & Sitlia 2011; Kop
& Fournier 2010; Kop 2011; Kop, Fournier & Mak 2011; Kop & Carroll 2012; Koutropoulos, Gallagher, Abajian, deWaard,
Hogue, Keskin, & Rodriguez 2012; Levy 2011; Mackness, Mak & Williams 2010; Mak, Williams & Mackness 2010; Roberts
2012; Rodriguez 2012; Stewart 2010; Schrire & Levy 2012; Vihavainen, Luukkainen & Kurhila 2012
Bell 2010a; Bell 2010b; Butin 2012; Cabiria 2012; deWaard, Abajian, Gallagher, Hogue, Keskin, Koutropoulos & Rodriguez
2011; deWaard,Koutropoulos, Keskin, Abajian, Hogue, Rodriguez & Gallagher 2011; Downes 2008; Kop & Fournier 2010; Kop,
Fournier & Mak 2011; Mackness, Mak & Williams 2010; Mak, Williams & Mackness 2010; McAuley, Stewart, Siemens & Cormi-
er 2010; Rodriguez 2012; Stewart 2010; Tschofen & Mackness 2012
Anderson & McGreal 2012; Fini 2009; Kop, Fournier & Mak 2011; Kop & Carroll 2012; Mak, Williams & Mackness 2010;
McAuley, Stewart, Siemens & Cormier 2010; Rodriguez 2012; Vihavainen, Luukkainen & Kurhila 2012
Chamberlin & Parish 2011; Kop & Fournier 2010; Kop 2011; Kop & Carroll 2012; Koutropoulos, Gallagher, Abajian, deWaard,
Hogue, Keskin, & Rodriguez 2012; Levy 2011; Mackness, Mak & Williams 2010; Mak, Williams & Mackness 2010; Stewart 2010
MacIsaac 2012; Mahraj 2012; Sadigh, Seshia & Gupta 2012
Esposito (2012); Frank (2012)

表4 文章的主题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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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更适合个人学习，而cMOOCs则更适合社会

化学习。他还指出在两种不同类型的MOOCs中课程

导师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另一方面 Daniel （2012）
比较了cMOOCs和xMOOCs 的不同，他指出后者是

前者的一个分支。他认为“目前美国顶级大学开发的

xMOOCs更多地沿用了行为主义的方法”（Daniel，
2012），但是并未给 xMOOCs下定义。有可能Ro⁃
driguez （2012） 和Daniel （2012） 对MOOCs的分

类是一样的，但是各自使用不同术语：“斯坦福人工

智能类的课程”指的是“xMOOCs”。但是， 我们对

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显示，学术文献对这些不同类型的

MOOCs的定义并不统一。

五、局限性

本研究的目的是根据对现有MOOCs文献的系统

回 顾 和 分 析 （这 些 文 献 都 经 过 同 行 评 审）， 将

MOOCs的学术研究进行分类。其他材料 （诸如博客

文章及未发表的报告） 未被囊括。对于文献述评作者

而言，博客文章的可信度总是难以确定：几乎没有研

究针对如何利用博客的问题 （Shema， Bar-Ilan，

& Thelwall，2012）；博客的易逝性意味着很难恰当

将其纳入系统的文献分析范围。我们用同样的检索词

在 Google Web 检 索 到 50,000 多 个 结 果 ， 而 在

Google Blog 的搜索结果是 570 个 （2012 年 12 月 4
日），但本研究并未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Daniel

（2012） 参考了博客资源。但这些资源如果用于系统

的评述会引起争议，因其有很强的主观性，几乎未被

同行评审过。系统的文献评述是否应该包括这些资

源，这需要进一步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思考，但目前使

用这些资源是会引起非议的，因为可信度不高。

不是用英语撰写的文章未被列入评述范围。用

Google 学术检索前向参考文献 （forward referenc⁃
es），我们发现一些文章引用了本研究所用的文献，

但这些文章却是用其他语言 （比如中文） 发表的。鉴

于此，我们认为应该还有一些文章可以被收录进来，

可是它们并不是用英语发表，所以只好弃用。

六、讨论

从文献分析看，学者们对MOOCs的兴趣似乎与

日俱增。但绝大部分研究是基于学习者视角的，仅有

小部分谈论机构面临的威胁和机遇。现有文献明显缺

乏对MOOCs导师的经验和实践进行研究。Mak等

（2010） 认为某些MOOCs参与者的举止令人难以容

忍 （如，激烈的争论、使人感觉到被强制要求参与、

粗鲁的行为等），导致其他参与者不再继续在论坛发

帖子。MOOCs参与者及他们的学习体验可能存在文

化差异，这也许可以成为研究 MOOCs 文化张力

（cultural tension） 的一个颇有意思的研究领域。许

多研究使用源自MOOCs的数据，但是相关的定性分

析却局限于正式学习管理平台上的帖子及其他来源素

材 样 本 （比 如 博 客 帖 子）， 因 为 后 者 数 据 太 多

（Kop， 2011；Kop，& Fournier，2010）。这就不可

避免地会遗漏推特、博客及其他社交媒体上可能有用

的数据。如，Liyanagunawardena （2012） 指出在

传统、混合和在线远程教育环境中，学习小组活动大

量使用了其他交流方式而非官方学习管理平台。

尽管许多研究使用了源自MOOCs可公开获取的

数据，但是仅有几篇文章从道德层面考虑过这种做

法。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应该如何使用在线社交媒体及

相同来源的数据进行研究这个问题缺乏很好的指导和

范例所导致的结果 （Zimmer，2010）。这种情况又

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研究MOOCs参与者

（包括学生和课程导师） 对在研究中使用他们所产生

数据的道德问题以及研究者在MOOCs中的角色等方

面问题的观点。虽然这方面尚未有正式的研究，但

是，这个话题却出现在MOOCs参与者及观察者的博

客讨论中 （比如Robbins，2013)。
许多研究都提供了参与者的基本信息。研究发现

大部分参与者来自北美和欧洲，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参

与者极少 （如果有一些的话），少数来自东南亚 （de⁃
Waard，Abajian，Gallagher，et al.，2011；Kop，

2011；Kourtropoulos，et al.，2012）。这一点不足

MOOC 名称

PLENK2010
CCK08
CCK09
CCK11
MobiMOOC
Future of Learning
CS1
Qual MOOC
EduMOOC
CritLit
CS101
CS221
FSLT11

文章数量

8
7
1
1
4
1
1
1
1
1
1
1
1

单独对一门 MOOC 开展
个案研究的文章数量

5
5
0
0
3
1
1
1
0
0
0
0
1

表 5 MOOCs个案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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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奇，因为我们可以猜测到技术及语言在这些地区可

能给在线学习带来障碍 （参见 Liyanagunawardena
[2012]对斯里兰卡在线学习所碰到的同样问题的讨

论）。但是，仍有一些亚洲及非洲学习者参加Mobi⁃
MOOC的学习 （Koutropoulos，et al. 2012）。这可

能有两个方面原因：可能是 MobiMOOC （移动学

习） 这门课程的内容更能引起那些地区学习者的兴

趣，抑或是移动学习在那些地区更容易实现。de⁃
Waard、 Koutropoulos 等 人 （2011） 的 研 究 发 现

77.5%的被调查者使用移动设备学习这门课程，虽然

并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这说明对那些参与者而言，

移动学习的灵活性是具有吸引力的。这项研究还表明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 可 以 以 移 动 学 习 的 方 式 提 供

MOOCs，吸引更多人参加学习、扩大课程覆盖面。

如上所述，一些使用了源自MOOCs数据的研究

者由于数据太多而只能限制定性分析的范围。关于对

MOOCs参与者的研究，Fini （2009） 认为也存在同

样问题：“人们似乎对于采用何种方式收集数据很是

纠结，是用有省时之便利的方式 （课程导师每天发送

一封归纳讨论话题的电子邮件） 还是用收集多方面信

息因而很耗时的方式 （直接收集未经整理的信息）？”

由于一门MOOC的学生数量往往非常庞大，因

而相关数据也非常丰富，所以要随时跟进讨论进度可

能会充满挑战或者甚至让人无法招架。有些学生能坚

持积极参加学习，研究他们的学习策略可能会有助于

其他MOOCs学习者及研究者发现应对MOOCs环境

下信息超负荷的解决方案。事实上，Milligan、Mar⁃
garyan 和 Littlejohn （2013） 发现，Change11 这门

课程的积极学习者中，除了一人之外，其余在此前都

有MOOCs学习经历，因此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学

习者是否有必要掌握如何在MOOCs环境下学习的方

法？虽然MOOCs的许多学习者都在努力跟进课程学

习 ， 但 是 “ 却 有 一 些 人 无 处 不 在 ， 你 每 次 登 录

Change11这门课程总能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些人鼓

舞着其他学习者，而且他们总是坚持不懈、游刃有

余，因此也显得与众不同”（Milligan，Maargaryan
& Littlejohn 2013）。成功学习了一门MOOC，加之

网络效应的影响，这往往会增强学习者信心；人们在

学习一门MOOC时所建立起来的社区和各种关系网

会转移到另一门MOOC的学习中，这可能会让更多

人继续选择其他MOOCs进行学习。

我们承认MOOCs的退学/辍学率很高 （Koutro⁃
poulos，et al.，2012）；但MOOCs的通过率究竟是

多少却不容易了解。根据Jordan （2013） 收集的24
门MOOCs的通过率 （截至2013年3月11日），通过

率最高的课程是2012年Coursera 提供的“Scala基

本编程原则”，达19.2%，其余大部分MOOCs的通

过率不到10%。我们对未能完成MOOCs学习的那些

人 的 情 况 了 解 甚 少 （Koutropoulos， et al.，
2012）。今后在这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会是很有

趣、很有作用的，尽管让辍学者参加调查研究以了解

他们不能完成学习任务的原因，这很可能非常困难。

Milligan、Margaryan和Littlejohn （2013） 发现

动机是学习者参加MOOCs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我

们可以推测学习者选择MOOCs的个人动机：以低成

本获得学历证书的愿望、个人充实和（或）自我满足。

尽管如此，个人选择MOOCs的原因还需探究。了解

课程参与者当前的实际动机，出于这些动机而参加

MOOCs学习的人数比例，以及这些动机是如何因课

程、专业或提供机构的不同而异，这将非常有价值。

如何认定MOOCs学习并给予认证也是一个值得

讨论的问题。如果学习者选择由教育技术公司 （比如

Coursera和EdX） 提供的MOOCs，他们可以自愿缴

费申请认证。例如，Coursea提供收费的监考，学习

者如果顺利通过考试则可以获得认证。另一方面，绝

大部分MOOCs在学习者完成全部课程或者每个单元

（或 每 周 的 学 习 任 务 ， 比 如 开 放 大 学 提 供 的

OLDSMOOC） 后 会 授 予 徽 章 给 他 们 。 一 些 提 供

MOOCs的机构或者教师为完成学业的学生提供一份

结业证明。但是，这些通常都不能算作大学学分。近

来，美国教育理事会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
tion） 推荐5门由Coursera提供、可获得大学学分的

课程 （Coursera，2013）。而加利福尼亚州正在争取

通过一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学生选修经院系批准

的在线课程可以获得学分 （Levin，2013）。但是，

考虑到现行现场“闭卷”考试都会出现作弊 （Shim⁃
bun，2011），美国 IT业至少有一位员工把自己的工

作外包到中国 （Kim，2013），所以要验证MOOCs
学习者的考核成绩，困难可想而知。

七、结论

MOOCs推动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这引起了广

泛兴趣。经过同行评审的MOOCs研究文献越来越

多，但数量仍然有限。迄今所发表的许多文章讨论的

是基于个案的实证证据、MOOCs对高等教育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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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或与MOOCs有关的教育理论。尽管有研究聚焦

学习者的视角，但从课程创建者/导师的视角或技术

层面进行的研究并不多见 （至少目前尚未发现这些方

面已发表的文献）。MOOCs为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

了大量数字化数据。虽然研究者能获得很多数据，但

数据的量太大，他们只能研究其中很小一部分，影响

了对MOOCs的全面了解。还有许多颇有意思的问题

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课程本身的文化张力及使用

MOOCs参与者产生的数据所带来的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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