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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线课程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国内在线课程建设浪潮持续快速发展。现阶段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考查在线课程的历史发展和建设情况，欠发达地区部分地方高校在

线课程建设存在一定的误区，主要表现为：重MOOC而轻SPOC建设，建设定位不准确、片面追求MOOC数量，应用程

度不高甚至为建设而建设。通过立足服务教学发展需要、“扶强培特”、明确建设定位并建以致用等举措，可有效完成在

线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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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courses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wave of domestic 

online course construction continues to develop rapidly. The current imbalance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also led to an imbalance in the level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online courses, som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have certain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courses,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are: emphasis on 

MOOC and less on SPOC construction, inaccurate construction positioning, one-sided pursuit of MOOC quantity, 

and low application level or even built for construction. The online course construction can be completed 

effectively by taking measures such as serving the needs of teaching development, "Support strong and cultivate 

special", clarifying the construction positioning and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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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应用与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颁布至今，我国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为高等教育领域在线教

育发展实现“变轨超车”打下坚实基础。然而部分欠发达地

区高校未能充分认识在线课程建设内涵，在建设过程中陷入

误区，致使建设成效不明显或进展缓慢。 

1 我国在线课程发展历程及现状 

1.1发展历程 

我国在线课程建设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新世纪网络

课程建设，先后经历了国家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和资源

共享课、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等几个

阶段。在线课程建设的初始形态是《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

行动计划》中开始提出建设的网络课程， 初是为了通过

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为各行业人员提供终身学习和知识更新

需要，以促进继续教育实施，扩大社会人员的受教育机会。

随后教育部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将网络

课程作为加强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的主要内容。新世纪

网络课程建设支持建设200门左右的网络课程作为试点，丰

富教学资源和支撑网络教育学院的运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

整体质量。 

网络课程建设随后升级为精品课程建设，旨在以拥有一

流师资、一流教学内容和方法、一流教材以及管理的示范课

程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大众教育观念的更新。精品课程建设

存续近十年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发生了衍变，精品课程建

设在2011年分化为精品视频公开课和精品资源共享课，且计

划于“十二五”期间分别建设6000门课程。然而，2012年大

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于国外兴起后，2013年MOOC

逐渐在我国盛行。MOOC的出现改变了我国在线课程的建设思

路和发展方向，尤其是“意见”的颁布，推动我国在线课程

建设走上了“变轨超车”的快车道。 

1.2发展现状 

通常根据在线知识传授不同比例将课程分为传统面授

课程、网络辅助课程、混合式课程以及在线课程，在线课程

的在线知识传授比例至少占80%。在线课程在发展形态上逐

渐演化为MOOC和SPOC两种基本类型，而MOOC是我国着力建设

的在线课程类型。MOOC即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而SPOC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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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课程服务平台基础上，根据高校个性化需求而建立的小

规模限制性课程。根据课程与MOOC结合的紧密程度，SPOC

又分为同步SPOC、异步SPOC和独立SPOC。MOOC从2008年开始

提出，2012年三大国际MOOC平台相继建立兴起。2013年我国

内地知名大学相继在MOOC平台上开课并上线了第一个MOOC

平台“学堂在线”。 

MOOC自出现以来为学习者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支撑。时

至今日，教育部已经认定并公布了一千两百多门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并计划在2021年前完成4000门的建设和认定。

在政策引导上，2019年底启动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计划将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列为主要建设内容，同时也强调了在线教学

与线下面对面教学的有机结合。我国高校首批英文版在线教

学国际平台已经上线，首批平台课程也已上线运行，优质的

在线课程将向全球进行推广，服务全球教育发展。SPOC因使

用的局限性和受关注不足，现今发展并不突出。 

2 在线课程的建设及应用 

2.1在线课程的建设 

MOOC的出现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由高水平制

作团队或教学名师建立的优质课程能够传播到世界每个角

落，使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也能够参与高水平的线上课程，享

受优质教育服务，促进了教育公平。慕课的核心内容是课程，

由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构成，在线是形式，能够突破传

统课程时空和受众限制，丰富了课程内涵。MOOC资源建设直

接推动了翻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的推广和发展，丰富教师教

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推动一种新型教学范式的产生。在

线课程建设包含了在线课程内容及其服务平台两大方面，主

要包含MOOC和SPOC两种基本类型。MOOC相对SPOC而言，在功

能性、应用范围以及知识传播等方面更具优势，并得到较好

的政策引导，因此发展较迅速。MOOC并不仅指教学视频，而

是包含教学、答疑、作业、考核等全套的教学活动环节。为

此，MOOC的出现甚至影响了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教学方式的

变革。MOOC的作用为高等学校提供高水平教学资源，并逐步

扩大到为社会学习者继续教育提供优质学习资料，为建设学

习型社会和构筑终身教育体系提供支撑。MOOC的影响范围也

不仅为本校本地区提供优质资源，甚至可以面向全国全世界

提供开放教育。 

鉴于MOOC的种种优势，我国对MOOC建设进行了规范性引

导。2015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着重在建设、应用和管理上进行规

范。“意见”明确提出要考虑学习者个性化学习要求和终身

学生需要，以“高校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方式推

动高校自主建设在线开放课程。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同时注意

吸收国际优秀经验，要“建好、用好、管好”。我国在线开

放课程要建设一批和认定一批国家精品，建设课程服务平

台、加强培训促进推广与应用并进行学分认定和学分互认管

理创新。 

2.2在线课程的应用 

在线课程能够突破教学时空实现随时随地的教与学，并

在教学组织方式、教学方法和模式带来深刻变革， 常见的

应用方式是翻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首先是翻转教

学顺序，基于MOOC的翻转课堂使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前利用在

线课程平台或者智慧教学工具将课程内容推送给学生，学生

跟随MOOC教师进行课前学习。基于这种方式，学生可以围绕

教师布置的任务自主选择学习时间和地点，并将课堂教学基

本学习任务预先完成。教师在课堂中扮演引导者角色并为学

生答疑解惑，课堂时间主要进行问题的深入探讨。翻转课堂

可以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进行问题的深入研究，培养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和沟通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翻转课

堂模式也因利于提高教学深度、利于学生深度学习和提高学

生学习效率。翻转课堂伴随着在线开放课程的兴起而广泛得

到应用，教师利用翻转课堂拓展了教学时空，实现立体化的

教学。 

另一种基本应用方式是实现在线课程与课堂教学的结

合，开展混合式教学。混合式教学是一种线上教学和面对

面教学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能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

享，也避免了在线课程师生交流不充分、讨论不深入等问

题。既有利于学生能够接受全国优秀的教师教学，也能够

充分发挥线下教师的指导作用，更精准和更全面的开展教

与学。 

3 欠发达地区高校在线课程建设误区 

3.1重视MOOC而轻视SPOC建设 

学界对MOOC的研究比SPOC的研究丰富很多，以“MOOC”

或“慕课”为主题在知网进行搜索，发表的期刊文献均为

一万多篇。而以“SPOC”为主题搜索到的文献仅有三千多

篇，核心期刊仅为两百多篇。教育主管部门对在线课程建

设的引导、管理等大多对MOOC展开，围绕SPOC的指引较缺

乏，各地区对SPOC建设也不足够重视。国家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认定作为风向标，体现了我国在线课程的 高水准，

一个地区或高校的在线开放课程获批认定为国家级精品能

从侧面体现该地区或该校的课程建设水平。为此，各高校

着力建设MOOC，并从师资、教学资源、课程安排等方面予

以倾斜，然而一些地区的建设效果并不理想，部分欠发达

地区高校在线课程建设水平还较低。以广西为例，教育部

2017、2018年认定的1291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广西

高校共有3门课程获得认定，远落后于许多发达地区获批认

定的课程数量。另一方面，因缺乏政策指导和推动，很多

高校并未建设承载在线课程的网络教学平台，学校SPOC建

设力度不足，甚至缺乏SPOC建设计划，教师利用网络信息

技术和教学结合的意愿并不强。但总体而言，SPOC的“私

有性”便于传统课堂与在线教学相结合，不设门槛则适合

每位老师自主开展课程建设。 

3.2建设定位不准确，片面追求MOOC数量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作为“标杆”，在某些方面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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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课程本身的影响力，一所学校如有课程被评为“国家精

品”，很大程度上会给学校带来声誉和提高学校影响力。国

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标准体现了课程的建设水平，从侧

面反映高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师资条件和管理能力。故而，

教育部开展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后，还未有课程

获得认定的高校以冲击获批认定为课程建设目标，已有认定

课程的高校则冲击更多数量，“冲精品”、“上数量”成为许

多高校课程建设方向。 

一般高校至少都会设立3到5门甚至更多的国家精品课

程建设目标。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已经认定一千两百多

门，部分欠发达地区的获认定课程数量仍是个位数，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获批的难度可见一斑。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 终会认定4000门左右，欠发达地区高校与发达地区高校

水平对比不占优势，本地区高校也有水平高低，区域内教学

水平较靠后的高校也冲击3至5门的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目标

是具有较大难度的。根据管理要求，建设好一门MOOC后仍需

继续提供几年的教学管理服务，需要付出较多时间和精力。

因此，盲目追求MOOC的建设数量对欠发达地区高校而言性价

比并不高。 

3.3应用程度不高，为建设而建设 

“建而不用”是许多项目开展的常见弊端，许多高校确

实经过前期充分论证而下决心建立MOOC，但对课程建立后的

使用缺乏研究和安排，甚至无后续使用方案。或是因为课程

未建立之前不急于探讨后续问题，或是因为重视课程建立后

申报认定而对课程应用不重视。通过建设课程以使学校获得

声誉无可厚非，但缺乏课程建立后的应用方案，缺乏将在线

课程应用到教学中的意识，以及缺乏改造学校教学生态适应

在线课程在教学中应用的规划，则落入为建设为建设的误

区。对学校教学定位不准确，对学校教学发展规划定位不明

确，缺乏在线课程建立后的应用方案，学校自身建立MOOC

存在难度，在线课程平台上大量的MOOC资源以及已经认定的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应用。高校缺乏应

用优质课程资源结合高校自身人才培养需要开展个性化教

学的意识和实践。 

4 应对策略 

4.1立足服务教学发展需要 

在线课程建设是手段和途径而不是目的，在线课程建设

的目的是服务教学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实现课堂翻转亦或混

合式教学都需要有在线课程资源和平台的支撑，在线课程作

为一种教学资源能够为实现更加精准的教学需要、更丰富的

教学方法、更高水平的教学内容提供可能性。而课程平台则

实现师生间的交互， 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教学。

因此，高校在线课程建设首先应当立足服务教学需要，以提

高教学质量为目标。围绕这个中心目标组织建设课程并构建

课程应用方案，避免为建设而建设。在线课程资源建设是为

了促进在线教育的展开。在线教育的实质是“教育”而不是

“在线”，对在线教育的评判和检验标准也是它能否让学生

学到知识，维持学生学习动机。故而，在线课程的资源建设

要基于学生的立场，考虑学生如何学，相关资源利于促进学

生的学习，则更加契合在线课程的建设目的。 

同时，在线课程实践中也会存在忽略文化背景差异、互

动形式单一、忽视有效教学、缺乏对学习者情感关注的问题。

通过课程改革创新，摒弃在线课程是学校课程的补充的思

想，将在线课程与线下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学生解决问

题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在线课程的应用也对高校教师提出新诉求，教师应当更新教

育理念、实现自身角色转型和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完成新形

势下的教学活动。 

4.2“扶强”与“培特” 

欠发达地区高校在经费、师资、设施设备和资源等方面

相对而言较薄弱，而资源的缺乏致使一般普通高校开设MOOC

具有一定难度。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作为“标杆”对高校

课程建设具有“火车头”的作用，引领课程建设方向和创生

建设动力。欠发达地区有部分课程在全国层面都是具备较高

水平的，也有一些本地区的特色课程。集中部分优势资源扶

持具有较好基础的课程建立MOOC，通过扩大影响力带动本地

区MOOC的发展，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有的地区也具备

较独特的资源，譬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课

程、边境地区对外贸易实践相关研究课程等等具有地域优势

的课程，具备较独特的实施条件。通过“扶强”和“培特”，

扶持前期基础较强的课程和培育具有独特优势的课程成为

精品课程，树立典型引领课程建设。 

4.3明确建设定位，建以致用 

在线课程建设后申请认定只是表层应用，教育部认定国

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主要目的同样是为了丰富高校教学

方法和促进高校教学质量提高。“建以致用”是在线课程建

设的基本原则，课程应当围绕教学需要而建，建设是为了应

用。无论是提供学生学习的课程资源、实现翻转课堂、实现

混合式学习、提供师生交流平台、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等等，

目的在于将建设的在线课程用起来。并以一流的在线课程引

导专业人才培养理念转变、推动课堂教学方式变革、催生教

与学环境的多元化创新等途径推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总体

而言，在线课程建设应根据高校自身发展水平和发展需要，

确立精准合理的建设定位，以应用为主，应用全国各高校提

供的优质课程资源为学校教学发展服务。 

欠发达地区高校通常以建设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应用型大学为考量。应用型本科高校应从课程选择标准、建

设标准和保障标准三方面确定在线课程建设标准，通过校内

SPOC、联盟课程、全国性在线课程平台三个层级逐级推进。

水平较靠后的高校应从建设校内SPOC开始，培育课程资源，

逐步提高质量。尤其是作为地方本科高校，以培养应用型人

才为主要目标，应当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培养应用型

人才为课程建设目标，根据高校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水平进行

合理定位，建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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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院治理是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路径趋势，在院校两级治理中，存在着权责失衡导致学院治理主体责任

不明、权责下放不同步影响学院治理效能、权力制约存在缺位的风险等问题，平衡校院权力配置，推进权责同步，建立内控

体系，是激发高职院校内部校院两级办学活力、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高职；内部治理；学院治理 

 

College Governance: Exploration on the Way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hangne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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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governance is a path trend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two-level governa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at lead to the unclear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in body of college governance, the 

unsynchronized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ffects the efficiency of college governance, 

and the risk of lack of power constraints, balancing the power alloc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promoting 

the synchronization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establishing an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are the only 

way to arouse the vitality of two-level school running within the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mprove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l governance; college governance 

 

学院治理是与大学治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大学治理是

在大学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情况下，

协调大学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办

学效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学院治理是协调二级学院各利益

相关者各方利益诉求，提高治理实效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学

院治理，继承了原属于学校层面的诸多权力，也相应承担了

原属于学校的诸多职责，以党政为代表的学院领导、教师、

学生等利益相关者，协调政府、高校、市场、社会关系，

通过一定的制度和程序结构安排进行的权力和利益分配、

控制、协调、博弈均衡，共同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等教育公共事务，从而实现教育整体公共利益的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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