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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全民义务

基本高等教育的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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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一个“禁不住”的情结，就是一旦出现某种新兴的通信和信息传播技术，就总想

把它用于教育，克服以传统教室为基础的课堂的时空局限性。一百多年来我们看到的函授教

育、播音教育、电视教育、网络教育的相继出现就是这种情结的体现。技术的革新确实助力

了教育的发展，让教育生态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尽管我们也发现其中的一些技术基本上结

束了在教育上的历史使命。慕课来了，未来会怎样？我相信慕课这样的技术，对于帮助解决

当下中国最应该解决好的几个教育问题，比如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控制教育成本

等方面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想和大家畅想一下未来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慕课理念和技术支持下的走向。  

首先，也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在线教学活动将广泛地融入到传统大

学的正规教学计划中，翻转课堂就属于这一类。在这种在线教学活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慕

课会百花齐放，越来越多。尽管现在全世界真正算得上的慕课还不到 1000 门，已经开出慕课

的学校不到 300所，但是我认为，这些数字都将会越来越大。于是，我们将会看到互联网上

会有大量的、应有尽有的免费慕课资源，它们将激发各种有组织的学习活动，提高质量、提

升价值、增进效益。最后，政府一定会发现可以低成本地实施一种战略，那就是全民义务基

本高等教育。  

在最近 3-5年，我们会看到基于慕课技术的在线教学活动广泛融入大学生的教学计划中，

这是对学生、对教师、对大学都有利的一个趋势。体现形式，就是一名大学生四年正规学习

（2400个学时）场所分布的变化。我们其实一直都知道，学生学习计划的执行，并不仅仅局

限在课堂里，而是分布在课堂、实验室、野外或者田野中。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个分

布将会多一个维度，那就是网上，也就是“慕课时”取代一部分传统课时，从而创造了让老

师和学生在一起的课堂时间得到更好利用的条件。  

5年后，慕课大量出现在网上，凡大学课程目录中的课程大都能找到至少一个慕课版本，

开放、免费，无障碍的共享。一个低成本实现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的时代到来。所谓“全

民义务”，就是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完成这样的学习，而国家有责任组织实施（不收学费）；

“高等教育”，此时就是最好的（最适合的）慕课组合，直接来自不一定是同一所高校的主

力教师；“基本”，指教育的目标不是专业训练，而是面向素质培养，包括人文精神、社会



知识、科学素养等，旨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完成了这样的教育，可以再去上大学，从

事特定专业的学习。而这样上大学不需要 4年了，也许两年就可以。几十年前，我们曾经有

过扫盲运动，现在，我们实行的是 9年义务教育，条件好的地方能做到 12年。在现代网络信

息技术的支持下，我们能够看到利用慕课低成本实现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的前景。  

根据上面这些讨论，我以为慕课在中国的走向可以大致展现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近

3-5年，在这一阶段中，尽管我们很可能听到一个生活在山里的孩子学慕课的励志故事，但

社会资源将主要投入在提高已经接受高等教育那 30%人群的教育质量上。在那之后，各种慕

课已经呈现在互联网上，运行的方式也探索成熟，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会行动起来，结合各种

民间的力量，帮助那剩下 70%的人群，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个别人身处逆境发奋学习的事迹，

而是学习型社会的一种常态。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实现全民义务基本高等教育的国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