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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和微视频的独特优势是灵活性、自主性、可重复性、短小精悍、主题突

出、传播广泛、交互性强。５．发展前景：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和微视频共同的发展前景在课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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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和微视频的出现和广泛应

用是人们对教育的不满、反省、探索与改进，是网 络

信息技术在教 育 领 域 的 延 伸，更 是 教 育 界 在 云 物 移

大智时代的自适应性改变。一线教育工作者在实践

过程中一定会 遇 到 这 样 一 个 问 题：这 四 者 的 关 系 到

底是怎样的？厘 清 它 们 的 关 系，对 我 们 应 用 这 些 新

兴的在线教育 模 式 非 常 有 益，本 文 主 要 从 学 校 教 育

的角度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技术依托：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和微视频的

技术依托都是云物移大智时代的网络信息技术

在教育史上，教学理念层出不穷，倘若一旦在教

学中实施，就会遇到技术方面的障碍［１］。相反，新的

教育理念得以实现常常依赖于新技术的发展。云计

算、移动互（物）联 网、智 能 终 端、大 数 据 等 网 络 信 息

技术使得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和微视频等新的教学

理念和模式受到了各界的高度青睐。并且这些新的

形式会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在教育领域占据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正如严冰所言：“网络信息技术

的发展及其越 来 越 广 泛 的 应 用，为 教 育 变 革 提 供 了

似乎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和探索空间［２］。”

　　（一）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将使教育从质性走

向量化阶段

大数据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石油和黄金。同

样，教育大数据的收集、占有、分析和应用在未 来 教

育中将占有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地 位。慕 课、翻 转 课 堂 和

微课一大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

术的应用。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可以记录和精密

追踪学生的学 习 行 为 和 动 态；可 以 分 析 学 生 的 学 习

习惯；可以辨别出高危学生；可以识别传统考试不能

识别的技能；可以可视化学习规律和学习问题；甚至

可以根据 学 生 学 习 过 程 中 呈 现 出 的 隐 性 偏 好 和 能

力，通过量化手段展现其更擅长的学习科目、专业和

职业，使学生在学习科目、专业和职业的选择上更趋

理性和科学，也为政策制定者、教育者提供更好的参

考。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说：“这是一种革

命，我们确实正在进行这场革命，庞大的新数据来源

所带来的量化 转 变 将 在 学 术 界、企 业 界 和 政 界 中 迅

速蔓延开来，没 有 哪 个 领 域 不 会 受 到 影 响［３］。”大 数

据、学习分析等 技 术 很 可 能 会 改 变 几 千 年 来 基 本 只

能进行定性研 究 的 高 度 复 杂 和 专 业 化 的 教 育 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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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前从没有发现过的对教育者与学习者至关重要

的规律［４］。

（二）网络信息技术将为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和

微视频的应用提供丰富的软件

很多教育工 作 者 担 心 在 实 施 慕 课、翻 转 课 堂 和

微课的过程中，学生不会自学，或者投机取巧，或 者

更多时间是在网络上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网络学

习监控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化解这一忧虑。在网络学

习监控系统中，学习动态一览表可以“呈现出所有学

习同伴包括高 手 的 学 习 路 径 和 学 习 结 果，帮 助 学 生

准确定位求助对象，提高学习效率，实现学习进度公

开化，起到了表扬、激励优秀学生和督促、提醒暂 时

落后学生 的 作 用”［５］。这 些 在 美 国 教 育 系 统 中 已 经

实现了的 技 术 给 了 中 国 教 育 界 人 士 相 当 美 好 的 期

待。美国传播学 家 丹 尼 斯·麦 奎 尔 认 为“真 正 的 传

播革命所要求的，不只是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或者

受众注意力在 不 同 媒 介 之 间 分 布 上 的 变 迁，其 最 直

接的 驱 动 力，一 如 以 往，是 技 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６］。

教育领域也是一样，能引起教育变革的，一如既 往，

是技术。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贪婪是任何势力也阻

挡不了的。

二、核心要素：慕 课、翻 转 课 堂 和 微 课 的 核 心 要

素都是微视频

萨尔曼·可 汗 在 ＴＥＤ（技 术、娱 乐、设 计）大 会

上做了“让我们用 视 频 重 塑 教 育”的 主 题 演 讲 后，视

频特别是微视频引起了教育界的空前关注。视频是

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最佳传播媒介。而微视频更加符

合教育心理学和认知学的特点。佛山市教育信息中

心胡铁生老师说：“一节课的精华总是围绕某个知识

点或者某个教学点展开的，精彩的、高潮的环节都是

短暂的、瞬间的，学生的视觉驻留时间普遍只有５～８
分钟。［７］”所以 新 出 现 的 慕 课、翻 转 课 堂 和 微 课 的 核

心要素都是微视频。这一点可以从它们的内涵和定

义上看得出来。

慕课是大规 模 开 放 在 线 课 程，或 者 又 称 大 规 模

网络视频课程，是 以 微 视 频 为 核 心 的 在 线 教 育 新 形

式。翻转课堂是“在信息化环境中，课程教师提供以

教学视频为主 要 形 式 的 学 习 资 源，学 生 在 上 课 前 完

成对教学视频 等 学 习 资 源 的 观 看 和 学 习，师 生 在 课

堂上一起完成 作 业 答 疑、协 作 探 究 和 互 动 交 流 等 活

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８］，它的核心也是微视频。

微课又名微课 程，是“以 微 型 教 学 视 频 为 主 要 载 体，

针对某个学科 知 识 点（如 重 点、难 点、疑 点、考 点 等）

或教学环节（如 学 习 活 动、主 题、实 验、任 务 等）而 设

计开发的一种 情 景 化、支 持 多 种 学 习 方 式 的 新 型 在

线网络视频课程”［９］，它的核心也是微视频。

除此以外，慕 课、翻 转 课 堂、微 课 的 核 心 要 素 都

是微视频还可以从下面的调查研究中获得证实。中

国提出微 课 的 第 一 人 胡 铁 生 老 师 的 调 查 报 告 显 示

“在微课资源构成方面，教学视频以８４．４４％的认可

率高居榜首”［１０］。而慕课和翻转课堂又是以微课为

基础的，所以这三者的核心要素都是微视频。

三、内在关联：微 课 不 等 于 微 视 频；系 列 微 课 近

似于慕课；内核式慕课近似于翻转课堂

（一）微课不等于微视频

教学微视频作为一种教学资源比较单一。而微

课是为了完成 一 个 教 学 目 标 围 绕 某 个 知 识 点、教 学

活动或者技能而展开的以微视频为中心和焦点的课

或课程（关于课与课程，微课与微课程的讨论众说纷

纭，笔者比较倾 向 于 微 课 是 单 个 微 课 和 微 课 程 的 统

称）。微课与微视频 的 差 异 就 在 于 微 课 有 完 整 的 教

学设计、相应的学习评价和教学支持服务［１１］。如果

将微课看做一种教学资源，那么微课包括微视频、教

学目标、教学计划、课件、教案、相关 辅 助 资 料、互 动

环节、教学活动、教学评价和学习支持服务等。所以

胡铁生老师后来将微课的定义从教学资源改为了新

型在线网络视频课程。

（二）系列微课近似于慕课

在关于微课 的 讨 论 中，很 多 人 说 微 课 的 问 题 在

于太零散，不成体系，容易导致知识的碎片化，认 为

微课的未来 是 系 列 微 课 和 专 题 微 课。那 么，这 样 一

来，系列微课就近似于慕课了。

慕课和微课 的 共 同 点 至 少 表 现 在 两 个 方 面：其

一，二者的主 要 组 件 大 体 相 同。它 们 都 包 含 了 微 视

频、教学目标、教学计划、课件、教案、相关辅助资料、

互动环节、教学活动、教学评价和学习支持服 务 等。

其二，二者都 是 在 线 网 络 课 程。慕 课 是 在 线 课 程 毫

无疑问。有人 认 为 微 课 不 一 定 是 在 线 的，我 觉 得 不

在线的微 课 在 云 物 移 大 智 的 今 天 是 没 有 多 大 意 义

的，微课一定是在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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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和微课的区别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慕课是大规模的，而微课可能是小规模的。其二，慕

课是开放的，而微课可能是校本资源。其三，慕课大

多是免费的，而免费并不是微课的显著特征。

为了克服慕 课 大 规 模 带 来 的 缺 陷，在 慕 课 的 基

础上又产生了ＳＰＯＣ（Ｓｍａｌ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

小规模限 制 性 在 线 课 程）。ＳＰＯＣ和 微 课 的 距 离 就

更近了。通过 以 上 分 析 我 们 认 为，系 列 微 课 近 似 于

慕课。

（三）内核式慕课近似于翻转课堂

华东师范大学的李明华教授将慕课分为了三种

模式：“完全网 络 模 式，网 络 课 程＋学 生 自 助 式 面 对

面互动模式，网 络 课 程＋本 地 大 学 教 授 面 对 面 深 度

参与教学模式”［１２］。李明华教授将第三种模式称为

“内核式慕课”。这第三种模式就类似于我们说的翻

转课堂，也就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在线学

习与课堂教学 的 融 合，也 是 未 来 在 学 历 教 育 系 统 内

最有发展前途的慕课模式。

所以，在学校教育背景下，慕课、翻转课堂、微课

和微视频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用图１表示如下：

图１　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和微视频之间的内在关联

四、独特优势：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而言，慕课、

翻转课堂、微课和微视频的独特优势是灵活性、自主

性、可重复性、短小精悍、主题突出、传 播 广 泛、交 互

性强

与传统课堂、旧 式 网 络 课 程、精 品 课、精 品 资 源

共享课相比，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和微视频的独 特

优势是灵活性、自主性、可重复性、短小精悍、主题突

出、传播广泛、交 互 性 强。其 中，灵 活 性 能 缓 解 课 内

时间有限的问 题；自 主 性 能 缓 解 学 生 被 动 学 习 的 问

题；可重复性能缓解“吃不饱”和听不懂的问题；短小

精悍能缓解学 生 注 意 力 不 集 中 的 问 题；主 题 突 出 能

缓解重难点不 突 出 的 问 题；传 播 广 泛 能 缓 解 优 质 教

育资源不足的 问 题；交 互 性 强 能 缓 解 困 难 和 疑 惑 无

人帮助的问 题。如 果 说 传 统 课 堂、旧 式 网 络 课 程 和

精品课是爱学不学的自我展示，微视频、微课、慕 课

就是一场想学就学的自由之旅。

翻转课堂和慕课利用微课和微视频突破了传统

课堂的局限，翻转了课堂的时间、地点，使课时 从 有

限的４５分钟变得貌似无限，学生学习不再受４５分

钟的限制，也 不 再 受 空 间 的 限 制。以 往 学 习 好 的 学

生在课堂上基本都是专心致志、反应快、效率 高 的。

而那些反应较 慢、接 受 能 力 稍 微 差 一 些 的 学 生 因 为

课后遇到困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就会落后。以

前的课堂是低 效 率 的 重 复 演 练 和 等 待 下 的 同 步 走，

现在“吃不饱”的 学 生 可 以 通 过 微 视 频、微 课 和 慕 课

学到更多的知 识 和 技 能，那 些 没 听 懂 又 有 意 愿 学 习

的学生也可以借此反复学习和演练，直到弄懂为止。

五、发展前景：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和微视频共

同的发展前景在课外、在线上，在网络视频课程

在谈论慕课时很多人都会提到慕课的低完成率

和高退出率，并由此怀疑慕课，我觉得这是对慕课的

苛责。注册慕 课 的 很 多 人 原 本 就 只 是 打 算 看 看 而

已，大多数并没 有 下 定 决 心 一 定 要 完 成 一 门 或 几 门

慕课的学习。这 就 像 女 性 逛 商 场 或 者 逛 淘 宝，很 多

人仅仅只是 逛 逛 而 已，并 没 有 打 算 真 的 买 东 西。比

这更值得关注的是完成慕课的实际人数。２．３万人

完成了首门慕课“人 工 智 能”的 学 习，相 对 于 实 体 学

校的培养模式，这个规模是异常惊人的，单个实体大

学大概要两百多年才能培养出来。还有很多人认为

慕课、翻转课堂和微课的实用性不强，无法撼动实体

传统教育系统的地位，事实好像确实如此，除微视频

外，目前慕课、翻转课堂和微课在中国学历教育系统

内的应用还很有限。这是因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对于传统学历和专业教育而言，慕课、翻转课堂和微

课的前途不在课堂上，而在课外，在线上，在网 络 视

频课程。正如 中 山 大 学 的 王 竹 立 教 授 所 言：网 络 教

学是学校 教 育 发 展 的 必 然［１３］。这 四 者 在 改 革 传 统

课堂教学模式 方 面 有 非 常 光 明 的 前 景；在 帮 助 学 生

预习和复习 方 面 有 前 所 未 有 的 优 势。慕 课、翻 转 课

堂、微课和微视 频 比 传 统 课 堂 教 育 更 能 够 满 足 部 分

人的相应需 求，有 属 于 它 们 自 己 的 市 场。它 们 在 一

段较长的时间 内 不 会 完 全 取 代 传 统 课 堂，但 一 定 会

推动教育实践 的 转 变，并 且 会 随 着 网 络 信 息 技 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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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蚕食分割传统的教育市场。

电子商 务 在 一 点 一 点 地 蚕 食 着 传 统 的 实 体 商

业；新媒体让有着两 百 年 历 史 的《大 英 百 科 全 书》告

别了纸质版，有 着８０年 历 史 的 美 国 老 牌 杂 志《新 闻

周刊》也因此与纸质版挥手辑别；柯达公司被数码摄

像技术打败；互 联 网 金 融 让 中 国 的 传 统 银 行 不 再 高

枕无忧；慕课、翻转课堂、微课和微视频等在线教 育

形式会不会成为撬动传统课堂与传统学历教育的支

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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