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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开放课程平台及
课程开发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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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优质开放教育资源对扩展人们的知识面、提高个人素质，传播和共享社会知识、推动

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达国家对于开放课程资源的项目建设和应用研究已经积累了许多成

功经验。本文选取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伯克利分校、犹他州立大学、莱斯大学等大学的开放课程典型案例，对

其平台架构和课程开发模式从技术工具、资源内容和遵循标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发现所有开放课程在技
术方面都需要内容管理系统(cMs)的支持，并且大部分课程平台采用了开源软件或者是在开源软件的基础上进行

二次研发而成的；课程资源主要以课程讲义、大纲、习题集、阅读材料和音视频讲座等形式提供，其中音视频的形式

相对较少；课程建设都遵循了国际通用标准协议。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中的若干特点和启示，

期望对我国的“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工程建设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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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为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和普及共享。提

高高等教育质量．服务学习型社会。我国提出了“国

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计划。研究国外开放课程平台

技术和课程开发模式．学习国外开放课程建设的成

功经验．对我国建设精品开放课程可以起到重要的

借鉴作用．不仅可以少走弯路，而且可以站在更高的

起点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课程。麻省理工学

院(MIT)自2001年发起开放课程资源(open

Course Ware．oCw)项目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

了极大的成功．到2011年。MIT把几乎所有的2000

多门课程的教学材料开放在网络上．有1亿多用户

从中受益：下一个10年．到2021年MIT计划oCw
的访问量增加10倍，达到10亿，MIT希望其开放

教育资源能够成为一个连接人类潜能和机会的一个

桥梁，激励世人改善生活、改变世界【lJ。在MIT的号

召下，哈佛、卡耐基．梅隆、耶鲁、UC伯克利、英国开

放大学等世界各国高校也竞相开放了其课程．目前

oCW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开放教育资源(open Edu—

cadonal Resourc鹤．oER)的运动。MIT oCW的优质

教育资源对于人们扩展知识面、提高个人素质起了重

要作用，对社会的知识传播、知识共享做出了重要贡

献圜。并且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同时oCw在决

策管理、系统平台设计、课程发布流程、课程使用情况

评估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案例．这些都可

以作为我国建设开放课程的参考．在目前全球经济不

景气的背景下．oCw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重返校园”
的机会．通过oCW的开放资源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丰
富生活．还能够培养工作技能．为适应未来的工作做

好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课程资源的意义就显得

更加深远。MIT oCW推动了教育全球化，这其中技
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从系统平台架构设计和课

程开发的角度．对以MIT为代表的部分典型oCW
项目的开发模式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以期对我国精品

开放课程的建设有所借鉴。

二、开放课程的研究现状

麻省理工学院的oCw引发了全球性的开放教

育资源(oER)运动，而开放教育资源运动最初起源

于开放源代码软件运动。1983年鼬chard Stallm卸宣

布包括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在内的GNU计划．号

召社区在软件和硬件支持及雇佣程序员等方面进行

资金投入．目的是构建兼容unix的软件并能自由地

共享。1991年。Linus Torvalds利用GNU工具开发并

发布了Linu)【．目前Linll)(已经成为最成功的开源操

作系统。秉承开放、共享的理念．MIT选择了开放其

课程材料作为实现其知识无疆界、扩大社区影响力

理念的一种方式。

MIT的oCW开放以后．引起了全球教育界的

极大关注，从内容到形式，从效果到效益，从资源建

设到资源评估．从资源可达性到资源影响等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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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国内在开放课程方面的研究多

集中在MIT oCW的发展状况．对全球开放教育资

源的影响以及与我国精品课程的比较研究等方面。

丁兴富、王龙【3J评述了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件运动

的背景、原因和目标．开放课程资源建设的一般模式

和开发管理流程．并分析了开放课程资源的特点及

应用、开放课程资源的发布和评价情况。王琳等【4】和

周燕嘲对MIT的评价方案、评价效果进行了系统介

绍．并据此对我国精品课程的建设提出了启示。祝智

庭等【6】分析了五种典型的oER项目．从中归纳了

oER资源服务与应用及当前oER项目的特点．并

对我国开展oER建设提出了建议．

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MIT ocW的效果、效

益、影响等方面。突出了MIT oCw教育模式创新，
强调其对世界范围内开放课程资源的引领作用等方

面。从开放之初．MIT就非常重视对ocw项目的评
估，从2009开始MIT每个月都有数据统计，包括发

布课程、更新门数、镜像站点数量、网络流量、MIT站

点访问量以及反馈情况等信息翻。其中。MIT于2004

年罔、2()()5年阿出了详细的年度评估报告，从访问、使用

情况、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在访问方面，

主要从用户的教育背景、地理分布和访问网站的技术

条件等因素来考察．发现用户数量每年以56％的速度

增长：在使用方面．主要从用户使用材料的教育目的

以及是否对实现其教育目的有帮助和完成教育目标

的程度等方面考察．发现使用者普遍对MIT—oCW

课程的广度、深度和内容质量表示满意；在影响方面，

主要从ocw网站对个体访问者教育体验的差异．以
及网站如何影响全世界的教育实践等方面进行了分

析．发现部分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认为oCw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目标的达成。

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Ton P“Potts在“开
放共享的新模式(A New Model佑r open Shar-

通g)”一文中从总体架构的角度提出了开放课程的

基本框架【101．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开放课程基本框架主要由

工具(ToolS)、内容(Content)和标准(StandajrdS)=三

部分组成。

工具主要指开发、发布和管理资源的软件。这些

软件主要包括：内容管理软件．如美国犹他州立大学

开发的Educommons系统：课程开发工具．如美国莱

斯大学开发的Conne)dons：学习管理系统．如开源的

Sakai和Moodle等内容管理平台：以及小组协作工

具．如哈佛大学在用的师生交互工具H20、wikis等。
内容是指发布的可供学习和参考的数字化资

源．主要包括学习资源和参考资源。学习资源包括各

大学发布的开放课件资源和学习对象，如完整课程、

课程素材、内容模块等：参考资源包括已出版的图

书、论文集、在线文档、谷歌学术搜索、维基百科及其

他开源的学术资料等。

标准是指开放资源数字发布、共享的约定标准，

以便于资源的共享。开放的课程标准主要有授权许可

协议，如开放共享协议(creatjve CommoIlS，cc)；互

操作标准，如IMs，oKI，SCoRM；以及一些最佳实

践．各个平台之间的资源只有遵循统一的标准才能方

便用户的共用、共享，资源的流动、季新配置才可能实

现。大部分开放教育资源都遵循开放共享协议(CC)．

该协议已经较大规模地应用到开放资源的发布中。

CC的使命是通过开发、支持、管理合法的技术框架。

以最大化数字资源的创造、共享和创新【1l】。cc定义了

从全部版权到版权所有、从公共领域到无版权保留的

所有可能范围。大多数情况下．开放资源的使用限制

在于资源的初创者对资源属性的规定．如不允许用于

商业用途，但可以用于开源社区等。只要遵循CC和

其他开放协议发布的教育资源都可以自由使用、复制

和再创造。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对ocw的介绍性理论
研究和效果评估等方面的研究较多．在平台架构技

术工具实现方面的研究较少．个别文献中虽提到了

开放课程平台采用的技术和软件等．但是都没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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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开放课程基本框架

行深入的软件架构

层面的剖析．本文希

望根据“开放课程基

本框架”．从技术工

具、资源内容和遵循

标准等方面对国外

一些典型案例的平

台架构和课程开发

模式进行一些剖析．

以期对我国正在进

行的精品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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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一些启发和思路。

三、OCW典型案例分析

1．麻省理工学院的oCw建设

麻省理工学院(MIT)希望通过oCw引领全世
界所有高校开放其教育资源．其开放课程理念主要

有两个【-习：一是基于知识属于全人类民主、自由的教

育思想．希望为全世界的学生、教育者和自学者提供

免费使用的MIT优质课程材料的机会：二是服务社

会，希望创建一个有效的、基于标准的其他大学可以

模仿发布教育资源的模式．从而扩展其开放课程理

念，扩大其社区影响力。同时。MIT特别指出旧．

MIT—oCw不是MIT正规教育．不希望替代交互
教室授课环境。不授予学位。而是基于web的几乎
所有MIT课程内容的发布．一项面向全世界开放使

用的一项永久性活动。

MIT oCw的课程发布采用了一个大规模的数

字化发布框架．支持复杂的发布程序．其基础设施主

要包括f-哪：计划工具(Phnning T001s)、内容管理系统

(CMS)和MIT oCw内容发布基础框架(Contem
Distribution In觚讥lcture)。计划工具主要用来帮助
教师发布他们的课程材料．包含一个可定制的文件

制作工具(FileMaker Pro)以及一些审核清单和文

档：开始MIT的内容管理系统采用了开源的文件转

化工具．随着网络负荷的增加从2003年开始使用

Microso丘Content Mamgement Svstem 2002的订制

版本．目前整个oCw网站都是用Ms—CMS来动

态更新；内容传递框架包括一个发布引擎(Pubhshjng

En舀ne)，内容分段发布服务器(Content StagiIlg Ser弘

er)，其中内容分发网络利用Ak撇ai7 s Edgesuite平

台。MIT的开放课程平台框架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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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MIT-CIcW的开放课程框架

MIT—oCW课程建设发布模式：MIT的开放课

程建设采用“规划一开发一内部使用一发布”的四阶
段模式。每门课程都要经过上述流程实现对外发布。

例如．2001年春季学期确定某一课程并进行规划和

开发．到2001年秋季学期在麻省理工学院内部试

用。开发和内部试用是同时进行的。2002年春季学

期．该课程经过最后审核合格后对外发布．发布阶段

如图3所示旧。

01春季学期 01春季学期01秋季学期 02春季学期

圈3开放课程发布阶段示例

MIT开放课程发布基本过程是：首先，根据教

师自愿原则登记相应的课程．同时给教师提供充分

的评估反馈信息．以便教师能够衡量自己必须投入

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课程开发时．负责开放课程的专
职人员和授课教师同步进行网络课程的开发．在整

个学期中不断增加新的课程材料．最后．把该课程的

相关资源发布。教师需要投入的时间取决于教师本

身、课程资源的类型以及预期呈现的效果等因-素。开
放课程的专职人员可以帮助教师进行课程资源的转

录、转换等处理。以及设计课程外观、添加元数据、数

据加密、确定并授受知识产权、项目移除、更新等工

作。开放课程发布流程如图4所示旧。

登记

●登记教师

●登记课程

规划

●转录

·资源转化

·确定IP外

开发

·录人内容

●掭加元数据

·整理内容
●授权IP

·初始评价

发布

●测试站点

·最后评价

·教师签字

·阶段发布

支持

·编辑、添加

●问题反馈

●问题排除

图4开放课程发布流程示例

未来10年．MIT计划将继续提高发布课程的深

度和质量．不断改善网络的性能。MIT认为可以通

过四个主要方面来达到这样的目标【t71：

(1)把oCW放置在任何地方：将使oCW更容
易找到。适应oCw课程材料的新的发布方法．比如

移动方式等．并不断开发使用ocw的新途径。
(2)更关注关键学习者：对主要的关键学习者给

予更多的关注．可以通过客户化oCw课程帮助满
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需要。

(3)创建开放学习社区：希望创建一个超越资源

内容的开放学习生态环境．将充分利用新技术保证

学习者围绕oCW资源进行交互．促进学习者对材
料的理解．

(4)更便利全球教师使用：教师是传播oCw的
把关人．如果教师由把ocw材料带进课堂．将惠及
千万学子．MIT将致力于为教师提供各种工具以帮

助教师更好地利用oCw为学生服务。
MIT的ocw项目建设遵循CC协议．任何人

都可以分享、复制、发布和传播这些资源。可以重组、

转化、生成符合自己需要的课程资源。

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oCW建设
uC伯克利为开放其课程专门成立了教育技术

服务项目(uC Berkelev’s Educatiorm Tecbulolo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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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ETS)。ETS的使命和愿景是【t田：希望通过开

发、促进和支持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把协作、学习

和通讯技术有效集成到UC伯克利社区及之外的生

活和工作之中。

UC伯克利通过Webcast．berkelev平台向全体
学生和全球的学习者开放其课程资源【堋。webc勰t．
berkelev是uC伯克利的一项记录、发布课程和校园

事务的校园服务。课程的音视频资源和一些校园业

务信息资源经过处理．所有人可以通过Webcast．
berkelev．edu使用。uC伯克利课程发布系统具有高

度的自动化功能．每个学期系统都会自动邀请符合
条件的教师参加开放课程的建设．允许教师管理自

己的回复、创建规划自己的课程记录、处理并发布媒

体文件到webcast．berkelev。webc∞t．berkel吖的服务
降低了课程生产和发布的技术成本．有利于学校教

师在网络上发布他们的课程。

UC伯克利的开放课程平台WebcaSt．berkel吖平
台采用Ma骶rhom软件进行音视频的录制、管理、剪
辑和发布．其内容管理平台采用开源的sakai平台田。

Matterhom是一款支持管理音频、视频内容的

免费、开源平台。学术机构可以利用Ma七cerhom制作

课堂演讲视频．管理已有视频。服务特定的发布渠

道．并为学生使用这些资源提供用户接口刚。Mat-

terhom 1．0发布版是一个安装简单、跨平台的系统，

采用Iava开发。主要包括以下特性：(1)作为管理工

具调度自动化录制或手动上传文件的过程．管理元

数据、字幕处理等功能：(2)与教室里的自动录制的

设备集成：(3)对音视频进行加工处理和编码，针对

不同的配置进行媒体文件的打包：(4)发布到局域流

媒体服务器或发布到各种分布式渠道．如YouTube、

iTunes或校园CMS；(5)为用户提供基于内容的富

媒体用户接口．包括幻灯片的预览、基于内容的搜索

等。Matcerhom也是一个媒体服务的框架．其高可配

置性可满足各种机构的需要。对想快速生产、发布音

频和视频资源到webcasts和PodcjLSts的教育机构来
说．M批erhom可以明显地降低其技术成本。M办
terhom的研发团队和社区由uC伯克利教育技术

服务机构(ETs)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领导，由来

自音视频技术和教育内容生产、发布等领域的世界

级的专家组成的团队组成。目前从北美到欧洲共有

13个合作组织机构．有来自350多个组织超过700

多名成员的国际社区支持。

Sakai是一个免费、共享源代码的协作学习环

境．包括协作平台和一套web应用套件。Sakai CLE

(CoⅡaboration alld LearrliIlg Env的nment，CLE)是一
个通过创造技术提高教学、学习和研究的活力社区。

Sakai CLE协作平台能够增强教师和学习者的联系、

协作来共享知识：项目研究的协作参与者可以方便

地与学习者共享发现和研究成果：团队可以进行更

有效的交互，增进团队的合作和参与意识：能够方便

地创建、共享电子学档．不仅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能够

展示自己的作品．而且学校也可以评估学生的学习

效果。目前．Sal(ai社区除了继续提高增强Sakai CLE

的功能外。Sakai3更名为Sakai开放学术环境(sakai

open Acadenlic Envir0啪ent，oAE)阎，目的在于重
构学术协作环境。sakai oAE具有渗透性、社会性、

个性化和混合性等特点．能够帮助学生、教师和研究

人员走出象牙塔．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形成学术性

社会环境．并为个性化提供了一组可自由组合内容

和活动的模板。通过这些模板可以自由地共享、检索

和整合知识。

ETs跟iTunes u和YouTube建立了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uC伯克利的优质视频课程可以发布在

iTunes u和YouTube上．这使得webcaSt．berkelev
的影响得到了延伸吲。uC伯克利的开放课程平台框

架如图5所示。

[酉-蚤]“：三]L—Bcrkeky [⋯j⋯sakm⋯～j Y。。nlb。+1
图5 UC伯克利的开放课程框架

ETS从2004开始就参加了Sakai项目．是sakai

项目的一个主要贡献者，并继续参与Sakai3的开发。

2007年ETS发起了opencast社区。主要围绕web—
c越t和Podcasc技术进行交互协作研究．希望高等教

育机构一起探索、定义和文档传播的最佳技术和实

践。opencast项目遵循Creadve Commons协议，源

代码遵循Educational Commumw Licence 2．O协议。

3．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的oCw建设
犹他州立大学也开放了其部分课程．其宗旨是：

我们相信所有人天生被赋予学习、成长和进步的能

力。而教育机会是完成这种能力的途径。犹他州立大

学的oCW包括一组在正式课程中使用过的学习材
料．期望为全世界的人提供获取优质学习资源学习

的机会．

犹他州立大学的开发了EduCommons作为其

开放课程基础平台幽。EduCommoflS是建立在P10ne

之上的。Plone是基于内容管理框架Zope平台的、开

源内容管理系统(Content Mam鼯ment Svstem，

CMS)。Zope是一种开源的Web应用服务器，用
P、，tIlon语言编写，它是一个内容管理框架(Content

M狃a鲇ment Fr锄ework。CMF)，是web应用的操作
系统。P10ne就是一个基于CMF并带有一组特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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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和文件类型的内容管理系统。

2004年4月犹他州立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

作，成立了开放可持续学习机会研究小组(open

Sustai山le Lcarning opponu伍des Research Group，

oLSo)．在william and Flora Hewlen基金会的资助

r，与Rice Co工111e对om、MIT open Knowledze Ini．

d撕ve等机构合作研发了开放学习支持系统(o口en

kamiJ】g Support，oLs)。oLs希望通过“社会性软

件”使非正式学习的人群能够以开放学习内容为纽

带，组成学习社区。oLs提供了一个学习者讨论、交

流的在线学习支持平台．促进了开放资源的共用、共

享．充分挖掘了开放资源的额外的教育价值。犹他州

立大学的开放课程平台的组成如图6所示。

围6犹他州立大学的开放课程框架

开放教育应该支持学习者的学习。犹他州立大

学认为要获得完整的受教育机会．仅有资源是不够

的．社会性交互是学习过程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

开放教育体系中．oLS借助于自身的交互工具来支
持数字化的开放教育过程．如图7所示目。

厂石苫矗可1 ■矗王磊]吉+茜
田7数字化开放教育过程

开放教育过程中的静态教育资源由ocw课程
支持．而学习者的社会性交互可由oLs支持．oLS
开放学习支持系统本着人人享有完整受教育的理

念，以开放教育资源+社会性互动的资源建构模式．

构筑了个人、群体、社会三层次的社会化学习模式。

4．美国莱斯大学的ocw建设

美国莱斯大学(Rjce universi刚的开发课程通过
conne五om平台发布。该平台试图将内容、社区和软

件共同组织成一个直观、动态的教学环境。
conne菇ons是一个可以查看、分享和组织材料

模块(Modme)的软件平台，这些材料模块由小的知

识块组成。可以再组织成课程、书本、报告等Ⅲ。任何

人可以在线浏览或者做出贡献：资源作者可以通过

平台创建学习材料、进行学习协作；教师可以通过平
台快速地构建分享定制的作品：学习者可以通过平

台发现、探索学习内容资源。collne虹om是一个由教

育资源知识库和优化的内容管理系统组成的动态数

字化教育生态系统。目前其知识库已有18000多个

知识模块，每月超过1000件作品(图书、期刊文章

等)被200万人免费使用。其内容覆盖了数学、科学、

历史、英语、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几乎能够服务

所有年龄段、所有学科的学习者。colllle菇ons通过互

联网为教育者、学生和家长免费提供教育资源．这些

资源也可以通过移动设备随时随地的下载．也可以

从学校订购低成本的材料复制品．

使用coDne五ons创建内容可分简单的三个步

骤：(1)注册一个账号并登录；(2)从头开始建立或者

从word文件转化一个模块：(3)发布你的作品与大
家共享。

corHle)[ions是根据知识建构理论设计的．通常

信息都是线性呈现的．但是我们学习的时候都是把
新的知识概念与我们已有知识建立内在的联系．通

过内化，从而获得知识。conne五om中的内容被组织

成可复用的模块．这使得内容的更新和采纳变得更

加简单、有效。模块的大小可以根据作者的需要组织

成不同的主题．这些模块可以编织成更大的知识库

(collecdom)，知识库可以课程、教科书、期刊等形式

组成。collne)dons模块化的过程如罔8所示。

-I八矿
I、豳藩殿，

趣点

们息
峨念

小的细iIl横鞠

蜘识库

～课翱

／救材

朗8 connexIons知识模块化过程

(1)作者运用编辑工具(Audlori嚷Took)把由新
的观点、信息和概念等组成的知识流制作成一些小

的模块(Module)，放到知识库(Knowled薛Repoi—

tory)中。(2)教师运用资源组织工具(couecdon

composer)从知识库中取出合适的模块组织成知识

库(coⅡecdoIIs)，如课程、教材等。(3)学习者采用透

镜(Lemes)工具选择知识库中的模块进行学习。(4)

作者、教师、学习者在这个过程中有了新的观点随时

可以转换到第一步成为一位作者．进行知识模块的

制作和分享。由这个过程可以看出，coIlIle)dons着重

于构建和支持数字对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区．
conne)dom软件平台也是基于Plone平台的．其平

台的组成如下页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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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9美国莱斯大学开放课程框架

conne)dons由wdh锄、Flora Hewlett、Max6eld

基金会和colllle五011s联盟支持．遵循开放共享协议

CC。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国外的开放课程

在建设理念方面都是为了共享知识，服务社会．扩大

学校社区影响力。在工具方面．采用的工具软件各有

不同．但是都采用了内容管理系统进行课程内容的

管理，这是必不可少的：大部分技术平台采用了开源

软件或者在开源软件基础上进行二次研发而成．其

中MIT随着开放资源规模的扩大放弃了开源平台．

转而采用了微软的cMs。在资源内容方面．MIT发

布的最彻底．几乎把所有的课程资源都发布到了网

络上，这也成为了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种途径：

其他大学发布了部分课程资源。课程资源主要以讲

义(Lccmrc NoⅫ)、习题集(Probl盯n SeB)、教学大纲

(SYllabi)、阅读材料(Reading Lisb)、工具与仿真

(T00b a11d SinluhdoIls)、音视频课程(video皿d Au—

dio LectIlrcs)等形式发布．其中MIT的视频资源所

占比例相对较小．出于课程开发、发布成本和课程深

度、广度等方面的考虑．在2000多门课程中．只有40

多门课程发布了视频。在标准方面，所有平台和课程

材料都遵循了creadve commons课程开放国际标

准协议。在资金支持方面大都来自于基金会。

四、对我国建设开放课程的启示

随着教育全球化趋势的加剧．高等教育的发展

也面l临不断扩大的规模．同时要求更高的质量和更

低的教学成本．这就是约翰·丹尼尔提出的由规模、

质量、成本构成的矢量三角形m。本来我们要扩展这

个三角形来获取更大的规模、更高的质量和更低的

成本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技术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特别是以Intemec技术为代表的web2．O技术在教

育的研究范围、资源可达性、访问速度、交互性等方

面为我们提供了空前的可能。多媒体、网络环境下的

协作学习可以跨越时空，使身处异地的学习者进行

同步或异步、实时或非实时的交流．极大地扩展了交

流与协作的范围、深度和广度阎。现在技术可以将原

来的铁三角变成一个灵活的三角形．从而能够在得

到更多的学习机会的同时．有更高的质量和更低的

成本，这就是自由、创新、共享的力量。通过对国外成

功ocw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

这将对我们进行视频公开课的建设、研究、开发和利

用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

1．来自领导层的决策和支持很重要。正确的决

策等于成功的一半．MIT本来在信息技术教育应用

方面已经落后于其他高校．但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委

员会研究如何实现扩大MIT的社区影响力．如何把

MIT资源的价值最大化。1999年秋，MIT的教务长

Roben A．Brown咨询学院信息化委员会．希望他们

提出学院在远程教育、e—I camjng等方面的定位、策

略建议．开始MIT的专家们以为他们需要类似“111it．

com”的商业模式．但经过一年的市场调研、分析和
商业场景开发．得出的结论是产生利润的远程教育

模式并不适合MIT嗣。从而诞生了ocW项目。
2．开放课程建设要有长远的运营机制和资金支

持。资金的保证是项目长期运作的基础．国外开放课

程大都有基金会的支持．资金比较充分．从技术研发

到课程发布基金会都给予大力支持．而且很少干预
开放课程项目的具体事务。我国的开放课程是在教

育部指导下开始建设的．国家的支持可以保证开放

课程的稳定发展。目前．美国一些州政府已经开始对

开放课程进行了资金投入．同时．也应该看到已经有

开放课程项目因为资金短缺被迫停止建设闻。因此

我们要理性认识开放教育资源在发展中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高度重视有关项目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
将开放课程项目与机构的发展战略深度整合。寻求

基于公共知识产品的多元资金支持．探索更加经济

的开放共享模式。

3．善于利用、整合、开发合适的开放课程软件。一

方面要能够定制、开发合适的开放课程软件；另一方面

要善于利用、整合各种开源软件进行系统的构建，而不

是自己从头开始开发．从而降低系统构建成本。uc伯
克利采用的sakai和Ma吮rhom都是开源软件，uc

伯克利对此进行了整合．构成了其开放课程发布的主
要模块：犹他州立大学采用EducoImons和莱斯大学
的conne妇om都是基于开源的p】one平台构建的。

4．要与有实力的公司的合作。MlT的内容管理系

统采用微软的Ms—cMs．微软对MIT在技术上的慷

慨协助使之实现了ocw开放课程资源的设想，为
MIT ocw的正常发布扫除了技术上的障碍。MIT
与智能化互联网分发(cDN)服务商^bmai的合作，
消除了网络下载速度瓶颈。保证了开放课程平台的安

全稳定运行．对MIT大规模开放课程的成功运作起

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成熟的性能强劲、稳定的发
布系统．无法保证大量课程的正常运行。

5．开放课程要充分利用公共平台发布．而不是自

己架设服务器。MIT ocw一方面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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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iT吼e、Flich等发布，另一方面通过授权镜
像站点提供全球服务．如我国成立于2003年的开放

教育资源联合体(Cllim open Resources for Educa-

don，Co趾)就是一个镜像站点。现在。开放课程平
台。特别是视频公开课拥有大量的流媒体文件．网络

上传下载的流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以前采取的在校

园网上架设一个网站就可以发布网络课程或精品课

程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只有高带宽、高可靠性的分

发平台才能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把开放课程资源发

布到成熟的开源或商业化运作平台就显得十分重要。

6．运营团队要专业化．MIT oCW的核心开发

团队只有30人左右，包括技术支持、部门联络、顾问

委员会，其中核心技术人员3到5位。部门联络员

20余位【3IJ。更多的是大量的课程合作教师。我国的精

品课程建设．教师在开发精品课程的过程中始终集

“课程开发者”“技术实现者”“参赛者”的多重角色于

一身，不仅要考虑课程开发的教学方案．还要解决课

程制作的一系列技术问题。这不仅是知识储备、教学

设计能力的竞争，还包含了设计开发等教育技术、技

能的竞争闯，而且建设的资源大都停留在低水平、重

复性、难以共享的“信息孤岛”状态。这不仅不利于课

程的快速开发．也不利于课程的后期维护和长期运

营。所以开放课程建设应该遵循专业化分工协作的

原则。在组织开放课程团队的时候应该考虑分工协

作、各负其职，教师负责提供课程材料．技术人员负

责材料的转化、视频的录制等工作．联络人员负责联

系教师和技术支持．这样就为普通教师扫清了技术

和心理上的障碍。促进开放课程建设的质量和步伐。

7．建立“开放”理念。开放课程的开放性是关键。

我国前期倡导的精品课程建设．由于过于注重开发

建设而缺乏对学生的有效利用引导．没有获得学习

者的普遍认同和参与，导致精品课程的开放性不足。

如果开而不用，开放课程就会流于形式．染上功利色

彩，从而产生学校盲目开发、学生用之寥寥的现象。

这就偏离了精品课程开放、共享的初衷。要克服精品

课程建设过程中的弊端：有必要建立国家级统一的

运营管理平台，建立统一宣传、推广、评价、管理的体

系，使之开放程度、共享程度和效果、效益的最大化。

同时，对“开放”的内涵要有深入、彻底的认识。国外

的开放课程，不仅教育资源、共享协议是开放的．而

且其研发的软件系统等工具也是开放的。所以要开

放就是要做到内容、标准和技术工具的全面开放．形

成良性循环的开放社区．只有这样。开放课程项目才

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8．遵循国际通用资源建设许可协议．方便系统

之间内容的互操作。MIT等国外高校的开放课程资

源都遵循了国际通用标准，方便资源的共用、共享。

为避免各自为战的局面．我们可以采取国家统一或

者大学联合的方式．在充分遵循国际通用标准的基

础上．共同制定符合国情的开放课程的政策和标准。

包括课程开发标准、版权策略和发布协议等，真正实

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和互操作。

9．要关注对开放课程项目的跟踪、分析和评价。

要知道谁在使用这些资源．知道开放教育如何促进

了学习．如何改变了教育的未来。开放课程的评价应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效果评价对象应包括所有的利

益相关者，如学生、教师、同行等；评价的方式应该采

用量化和质化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访谈、网上调

查等多种形式．全面考虑各种评价信息源。注重搜集

与评价对象相关的所有信息。以便为开放课程的改

进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10．对于开放课程的未来发展应从抓质量人手。

质量主要包括资源质量和服务质量。MIT希望进一步

提高其资源的质量．关注关键用户需求。为不同文化

背景的教育者进行定制等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根据

MIT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嘲：截止2011年5月

MIT共发布课程2062门．其中全视频的课程只有47

门．其他的课程只提供课程大纲、讲义等文本材料或

部分视频、图片等资料。这对目前我国建设视频公开

课的规模提出了警示．因为并不是所有学科的课程都

需要或者适合视频形式．例如理工科实验课程更需要

的是提供真实的实验环境．而不仅仅是视频的影像资

料。在提高服务质量方面．MIT准备提供搜索、整合等

增值服务．通过创建开放学习社区，充分利用移动等

通讯技术．致力于为教师提供各种工具以帮助教师更

好地服务学生．使现有资源能够更方便地为大家所利

用。同时．MIT开放了针对高中的开放课程，跨出了高

等教育，使得oCW的范围更加宽泛。

五、结束语

目前从开放源代码(open Source)到开放知识

(open Knowledge)、从开放内容(open Content)到

开放课程(open CourSe Ware)、从开放教育资源
(open Educ撕oIlal ResourceS)到开放学位教育

(open DegreeS)，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强劲的

开放运动。对于oCW的下一步发展，在2008年开
放教育国际会议上Hewlett基金会提出将建立oER

的新体制，从开放教科书(open Te)(tbook)、开放教育

游戏(open G姐lill国和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猢一
in囝三个新的oER领域推动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的

变革p哪。高等教育需求与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为基于

信息技术的学习模式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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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要看到oCw的使用可以免费。但开
放课程的组织、开发绝对不会免费。Hewletc基金会的

支持．耶鲁大学的每门上线课程需要3—4万美元阳。

我国开放课程的发展要有创新．必须寻找适合我国国

情的发展模式．而不是盲目的跟风。MIT最初提出开

放课程(ocw)理念并付诸实施，相对于技术创新更

多的是其理念的创新。对于oCW的未来发展模式。
有人提出了变单向为双向．开发开放互动课程pq；也有

人提出了是否可以与学位教育结合的方式。而最近

MIT对“开放课程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做出了回答：

2011年12月19日MIT官方网站宣布了新一轮的开

放学习计划(onhne LeaH血g 111idative，oLI)，将构建

在线交互学习平台．并将在2012年春季推出发放证

书的免费在线课程即。MIT将对开放课程内容重新组

织以更符合个人的学习步调．将有更多的师生、生生

互动和个别的评价．完成课程考核合格的校外学生将

获得MITx颁发的认证证书(Ce碰cate)。MIT希望
MITx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汇聚全球百万学子的虚拟学

习社区。这标志着MIT在开放课程运动中又迈出了

历史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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