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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重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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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慕课实现了互联网与传统教育的融合，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慕课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慕课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需要重构: 加强教师自身学习、注重教学内容结构的设定、设计以

学生为中心的思政课慕课课程、将慕课设计与慕课教学巧妙地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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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这种“互联网 + 教育”的新的教学模式是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它实现了互联

网和教育的有机结合，把互联网的思维、方法和手段融入教育，进而实现传统教育和互联网的融合，更新

了教育观念，重构了教育教学观念，重建了教学模式，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率，实现了教学创新，达到了

教育改革的目的。如何将慕课应用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是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需要深入探究的课题。

1 慕课国内外现状

“慕课 ”是术语“MOOC”的汉语音译 ，英文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的简称，译为“大规模在

线开放课程”，又称 MOOCs，是一种参与者分布在不同的地方，课程内容或者材料分布于网络之中的，通

过主题或问题的讨论与交流，将世界各地的学习者和教师联系在一起的教学模式。2011 年 10 月，Se-
bastian Thrun 放弃了斯坦福终身教授，加入谷歌并且成为了副总裁，2011 年秋季，在线开设了“人工智能

导论”，注册人数达 16 万，2012 年他创建了 Udacity，目标是大众教育，将顶尖的大学课程免费开放给全

世界所有的人。2012 年因此也被美国 TIME 杂志称为是慕课的“元年”，随后，各国竞相构建慕课平台，

如英国的 Future Ledrn 、法国的 Numerical Uiversity、意大利的 Iversity、欧洲联盟的 OpenupEd、日本的

JMOOC、澳大利亚的 Open2Study 等等。
中国高校也纷纷开设自己的慕课课程，2013 年 7 月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与 Coursera 签约，2013

年 10 月上海交通大学成为 Coursera 百家合作伙伴，同一时间，清华大学创建意在打造综合平台的“学

堂在线”; 2014 年 4 月，上海交通大学开通了让所有的人上最好的大学的“好大学在线”; 2015 年 3 月，

北京大学联手阿里巴巴建立“华文慕课”。同时，国内出现了智慧树、超星慕课等大型慕课平台。中国慕

课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慕课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以慕课为载体，推动教学改革;

混合式教学，线上线下有机结合; 慕课落地，选课学校分平台; 慕课教学策略差异化; 以平台为媒介，学分

互认，高校间战略合作。

2 慕课给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带来的机遇

2014 年，全国第一个思想政治教育课慕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同时在复旦和北大两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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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直播会场开讲，当时全国共 24 所大学，将近 5 000 名学生同步观看了这一在线慕课，而这也是我国

高校开展思想政治课慕课教学的首次实践与探索。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投入到思想政治课慕课

教学大潮中。2014 年秋，几乎国内所有的高水平高校都启动或参与了慕课建设。慕课这一创新性的教

育模式，给高校思政课教育带来了莫大的机遇。
2． 1 慕课符合现代大学生的特点

当代大学生是与互联网共生的一代，他们获取各种信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互联网，因此对网络在线

学习具有很强适应能力。他们习惯于随时随地通过手机获取各种信息，80%的闲余时间被手机绑架，甚

至希望学习也在手机上完成。通过对 90 后大学生开展的课堂实践教学调查发现，他们针对在线教学这

一模式，参与性非常高，无论是讨论还是在 QQ 群的交流，参与积极性都非常高，气氛也非常活跃。同时

在这种在线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学生这一主体的作用，这对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具有积极的作

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慕课在线课堂教学更能适应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点，教学课程在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学生自己，具有鲜明特点、见解独特的课程更能得到学生的青睐，更能激发学生的较深层次思考，

不断通过交互过程，结合学生个性化特点进行因材施教，有利于改变学生对于理论性、抽象性、逻辑性较

强的思想政治课上课时不想听、下课后不想学的现象，从而提高思政理论教学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 2 慕课适应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特点

由于大学思想政治课程的改革，大学思想政治课呈现出教材数量上减少、内容庞杂的特点。目前，

思想政治课教材表面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但是这些教材的教学内容体系庞杂而课

时容量非常有限，许多理论知识只能点到为止，无法展开讲解，这让学生对部分知识会存在不理解的现

象。慕课具备音频、视频、文字等一切传播手段，音、图、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克服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

制，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自由开放、丰富多彩的新世界［1］。慕课可以对教材内容重新进行优化与组合，把

书本的部分内容和现实实际结合起来，能有意识地选择合适的特定内容来制作视频，对学生进行教育，

完成教育任务，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
2． 3 慕课契合思想政治课教学特点

目前思想政治课存在教学人数过多的现象。在课堂教学中，班级规模过大、合班上课的现象较多，

导致很难针对理论热点或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交流，因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较低。另外对教师

来讲，随着国家的“05 方案”出台，把原来的思想政治课程合并重新整合后，由于大多数教师在学习期间

主攻某个方向，对其他内容就会存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导致部分思政课教师的学科知识结构

不够全面，致使一些内容难以讲透，甚至会出现避而远之的情况［2］。为此，我们可以积极引入慕课，采

用视频教学与小班级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利用互联网、多媒体信息处理等信息技术，创新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提升教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来突破思想政治课教学困境，为师生构

建一个教与学相互融合、师生彼此互动的全新的教学生态环境［3］，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实效性，这是传

统教学无法实现的，慕课模式就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拓展了教学空间和效能。

3 慕课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重构

教学重构需要教学模式的创新。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发展到互联网时代，其教学理念、教学媒体等

发生了改变，这就要求我们随之转变观念［4］。“以教为中心”和“以学为中心”这两种教学观念所构建的

教学模式，其存在的不足引发了教育教学改革，探索构建一种融合两种教学模式优势的教学模式，而慕

课就有效契合了这一改革思路。以往教学理念是以教师的“教”为中心，而慕课教学实现了教学中心理

念的改革，以教师“教”为主导，同时还融入了以学生“学”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应转变教学理念，重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效能最大化。
3． 1 加强教师自身学习

慕课对大部分教师而言是新鲜事物，对新的理念、新的手段和方法还需要学习。在这样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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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借助现代教育技术来实现教学活动，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操作能力，通过对资料材料的梳理

和归纳，将其转化为教学内容，并对学生在线学习过程中的数据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此外，

教师还要提高自身的综合分析能力，不断地接受新信息，学习新知识。在指导学生主动进行慕课学习的

同时，还要积极参与课堂实体的讨论，从而实现线上和线下的结合。慕课对思想政治课教师更大的影响

是在备课与教学方式上。在备课内容方面，增加了整合资料，从而制作和完善“微课”; 在教学方法方

面，由以往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向启发式和讨论式等教学方式转变。其中最为显著的影响则是增加了

大量的课堂外教学活动，由于“微课”增加了大量的学习内容，进而增加了课堂外教学活动的比重，这就

需要教师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来指导学生的在线学习。线上学习方式也从个体方式转向团队与个性学习

相结合的方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慕课时代，高校教师的竞争对手是全世界的优秀教师，“这场

教育革命就是革传统教师的命”［5］。
3． 2 注重教学内容结构的设定

慕课这个词对于很多老师来讲都不陌生，但是绝大部分老师都理解为“录视频”，视频是慕课中的

重要元素，但不是全部。慕课不是课堂搬家，更不是将传统课堂通过镜头记录下来再传授给学生。部分

传统课堂中的弊端在于灌输式教学，一支粉笔写到底，一写 30 年，一份 PPT 念到底，一念十几年。如果

我们将这样的课堂录下来给学生，教学根本没有改变，只是模式从手写到多媒体再到视频教学。因此在

对一门课程进行“慕课”设计时，必须先进行教学内容结构的重新设定。首先，整合传统教学内容，优化

教学体系。在设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慕课”教学内容结构时，我们要立足教材，从实际出发，优化整合

教学内容，与青年学生的思想同步，这样才能让学生真正接受和主动内化。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这门课就可以划分为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三个部分，设定“慕课”教学内容结构时就应当

按照这三大模块进行，将这些内容综合起来串成一条线，贯穿于整个教学体系中，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

群体，充实并完善教学内容。其次，体现时代性与传承性相结合的特点。无论科技怎么发达，教学手段

怎样变化，作为教育一线的教师，应该多花时间在教学内容上，特别是高校思政课程，是一门综合性、时
势性很强的课程，慕课背景下的思政教学必须与时俱进，紧扣时政热点，才会脱离枯燥乏味与空洞说教。
对于大学生来说，思政课真正吸引他们的不是绚丽多彩的教学形式，而是教学内容本身，这就需要思政

老师在教学内容上多花时间，多下功夫，做到时代性与延续性的完美结合: 如在讲述“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课的“爱国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爱国主义与拥护祖国统一”“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等知识点

时，必须将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美国等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
海峡两岸等问题结合起来，让学生真正明白爱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理性的实际行动，只有把国

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始终做到爱国的深厚情感、理性认识和实际行动相一致，与

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才是新时代真正的爱国者。
3． 3 设计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政课慕课课程

慕课教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学生为中心，因此，思政课慕课课程的设计应当突出这一重点。为

了更好地将慕课课件的设计与学生学习相结合，首先，契合学生学习周期性特点。通过对一些已经开发

并发布、运行的慕课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学生慕课学习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思政课慕课学习活跃度体

现在: 学生在线学习的时间往往是从下午开始，高峰期则集中在晚上 9 点 ～ 10 点，这段时间学生的视频

学习、论坛、作业都很活跃。所以思政老师可以在晚上与学生进行线上交流。另外，在进行课程设计的

时候，我们还需注意线上的一些起伏数据，思政课与其他课程不一样，学生往往只是在考前拼命刷视频，

根据这个数据，设计慕课的时候，思政老师有必要将“考试主要知识点”均匀分布于慕课教学过程中，让

学生每隔一段时间紧张一下，参加线上的复习。当然这些规律都是通过简单的数据的一些发现，或许对

平时的教学安排起不了作用。不过，从这些周期性规律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慕课课程的设计应以学生

为中心，根据学生的学习规律与学习方式来设计课件的时间、发布规律、作业的难易程度、布置时间等。
其次，遵循个性化、碎片化等以学习者学习为中心的慕课视频设计原则。个性化在这里主要指的是

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讲解的内容有学生的参与，可以是学生的镜头，或是学生的话语，或是老师讲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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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用学生的语言。这种将学习者融入课件中的做法可以让学生学习更轻松，譬如，在“马克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这门课程的慕课视频录制中，教师应充分做到理论与现实生活事例相结合，也可以让学生自

己上传一些生活中与哲学相关联的案例，甚至可以让学生自己上台表演，这样学生学习起来就不会感觉

枯燥。碎片化也就是根据学习时间与长度设计慕课课件。在互联网 + 时代下，我们的时间是碎片的，我

们的注意力是碎片的，我们的学习是碎片的。在进行课件设计时，时间上 6 ～ 8 分钟完成一个知识点，学

生可以走神休息一下。设计的知识点切忌面面俱到，一定要缩减每一个知识点的讲解时间，将更多时间

和空间留给学生自学，否则全部都由老师代言了，学生就没有发现新知识的激动感了。每一节课( 45 分

钟) 的 PPT 都可以变成 10 页左右的微课 PPT，我们需要去掉课程的枝和叶，留下课程的核心主干，如我

们在设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时，可以将四节的内容细化

为 30 多个知识点，每个知识点设计为 6 ～ 8 分钟，既保留了课程的主干，又给学生留下了充分的独立思

考的时间。另外，在慕课视频制作过程中也可以呈现教师头像，现在越来越多的的慕课视频采取这种方

式，因为这种方式让学习者与教师有一对一沟通的效果，这就需要老师讲解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于摄像机

镜头，不要一直看着讲稿或者 PPT 讲课，因为那就是未来的学习者，学习者通过摄像机的镜头与教师交

流。在讲思政课程时，很适合面对镜头滔滔不绝，因为老师可以用传神的讲解让学生捧腹大笑，陷入沉

思。所以，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可以跟进课程的内容和形式来设置教师的头像，可有可无，可大可小。
3． 4 将慕课设计与慕课教学巧妙地串联起来

思政课不会像一些理工课程那样既有理论讲解也有操作与演示，基本上靠老师滔滔不绝的讲解，所

以在进行慕课设计时就需要符合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同时要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而不是花更多的投入在

一些不必要的且违背设计原则的 PPT 上。思政课慕课教学设计应当遵循一个原则: 能互动的、能用案

例的就尽量不要单讲，如在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七章法治思维的内容之“法律之上”这一具

体内容时，运用一些非常简单易懂的小案例来说明法律的这一特性，不仅能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

极性与参与性，而且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要多关注学生的

兴奋点、难点，然后再根据课程内容的要求设计。好的课程需要教师与制作团队之间加强沟通，一起思

考表现形式，如果双方只是“各司其职”，最后制作团队想到的办法就是把 PPT 和老师都拍下来再上传，

而这与传统课堂相比仅仅是多了个 PPT 而已，效果可想而知。最后，我们需要关注学生的评价数据，进

而反推并完善教学设计，真正将慕课设计与慕课教学串联起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教学模式。
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高校思政教育者应当敢于尝试，抓住机遇，结合时代的发展以及党和政府

的方针政策，不断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和方法，重新构建属于思政课特点的教学模式，提

升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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