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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使得 MOOC 在国内外掀起了一场网上学习的浪潮，这场教学变革的浪潮

带来的不仅有新的教学思路，许多问题也接踵而来。本文主要叙述了在 MOOC 课程中存在的“高辍学

率”现象，这种现象在目前的大部分课程中普遍存在，但是有关平台却对这种现象无能为力。本文分析

了“高辍学率”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旨在提高 MOOC 课程质量，促进 MOOC 教学

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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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Phenomenon of
High Dropout Ｒate in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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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ing era of " Internet +" has enabled MOOC to launch a wave of online learning in
China. This wave of teaching change brings not only new teaching ideas，but also problems.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of "high dropout rate" in the MOOC course. This phenomenon is common in most
current courses，but the platform is powerles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 high dropout
rate" and proposes a number of solutions for these reasons，which are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
ment of MOOC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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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超前布

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
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做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坚持把优先发

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

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

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大型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即 MOOC (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简称“慕课”) ，学习模型如

图 1 所示。以 2007 年 8 月大卫·怀利首次在犹

他州州立大学开设的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为原

型，这个课程当时开放给全球所有有兴趣的人。
该课程从最初的开放前的 5 名该校研究生选修到

后来的开放后 50 个来自 8 个国家的学生选修，引

起了全球极大的反响。

图 1 MOOC 课程学习流程图

2012 年三大网络课程提供商 Coursera、Udac-
ity、edX 的兴起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大

学 MOOC、MOOC 学院、MOOC 中国、智慧树、超星

慕课、清华学堂在线、好大学在线、华文慕课等平

台陆续出现，并建设了大量课程，在国内掀起了一

场网上在线学习的热潮。从 2013 年开始，我国许

多高校也都相继开设了“MOOC”课程。目前，我

国上线 MOOC 数量已达 5 000 门，学习人数突破

7 000万人次，慕课总量、参与开课学校数量、学习

人数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已成为世界慕课

大国。如此大的学习人数和建课规模，同时也带

来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水课”“僵尸课程”层出不

穷，高辍学率、低完成率等问题导致慕课课程被学

术界和社会群体所诟病，如果不及时纠正，不仅会

使 MOOC 这一学习形式走下坡路，还会导致国家

各级政府投入的 MOOC 建设资金的浪费。
在目前大量已建的课程中，“高辍学率”问题

是诸多课程存在的共性问题，严重阻碍了 MOOC
的建设，直接影响了教学团队建设课程的信心，使

得网上在线课程变得毫无意义。据 2013 年发布

的《“慕课”和开放教育: 对高等教育的意义》白皮

书显示，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 3 所大学“慕课”的辍学率高达 85% ～
90%。在欧洲，“慕课”通过率最高的 5 个国家其

实也 并 不 高，比 如 希 腊 为 13. 6%，西 班 牙 为

13. 1%，斯洛文尼亚为 13. 0%，德国为 12. 8%，捷

克为 10. 1%。在全球范围内，“慕课”获得证书的

平均比率在 4. 3%。这和我国的调查相比，无论

是辍学 率，还 是 完 成 率 或 通 过 率，数 据 大 体 相

仿［1］。
有研究者认为，MOOC 辍学率与传统课堂中

的辍学率不同，辍学是学习者主动意识的表现。
但是，MOOC 高辍学率这一现状仍然代表着众多

注册课程的学习者没有完成课程的事实，即对于

学习者个人而言，没有达到学习目标，没有收获知

识，从而 MOOC 大规模性的优势和效果并未有效

地发挥。因此，MOOC 高辍学率仍然是值得深究

的问题［2］。

二、高辍学率原因分析

本章节将从学习者自身、课程建设、外界因素

3 个方面进行高辍学率现象的分析。
( 一) 学习者自身因素分析

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又可以从以下两个角

度进行分析:

1. 学习兴趣

由于 MOOC 上的课程多种多样，几乎包含了

目前所有在大学可以学习到的内容，或许深度还

达不到高等院校一流教师所教授的程度，但是涉

及面广，学习一门课程所耗费的时间通常很多，在

这种无人监督的环境下，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完全

是自由的，随时随地可以学习，同时也随时随地可

以停止学习，这将扩大外界因素对学习者的影响，

使其容易产生退却的想法。同时由于没有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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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大部分学习者完全是以一种“能学就学，学

不了就算了”的心态在进行学习，还有一部分学

习者是因为兴趣才选的某门课程，但是随着时间

的流逝也许这种兴趣就消失了，因此放弃了该课

程，导致辍学。我们匿名统计了选课学生对某一

门在线课程的感兴趣程度，具体数据如图 2 所示:

图 2 学生对某门课程的感兴趣程度

由图 2 可见，学生对于课程的某些内容很感

兴趣，如网络攻防技术、数据安全和防火墙技术，

但是对于工控设备安全和绪论几乎不感兴趣，统

计数据的极差达到了 56 个百分点，此时如果学生

无法认识到此类课程的重要性，就会慢慢失去对

该课程学习的兴趣。
2. 学习信心

虽然大部分 MOOC 中的课程内容相对浅显，

授课群体可以扩展至没有专业基础的学生，但是

随着学习内容的不断更新，学习进度的不断增加，

课程教授的内容中总会无法避免地出现一些难点

和问题，这对一些学习能力不强、基础不够扎实或

者没有很好吸收前面内容的学习者来说将会带来

巨大的困扰。往往这些难点是前后内容的一个衔

接点，无法掌握意味着无法接受后面的内容，这使

得学习者会对课程学习产生畏难情绪。MOOC 因

为没有教师的监督，学习者的问题无法第一时间

得到解答，堆积的难点带来的压力会使得学习者

逐渐失去学习的信心，产生辍学的想法。

( 二) 课程建设

随着 MOOC 在全球的流行，国内外众多大学

都开始了 MOOC 的建设，建设一门网上在线课程

已经变成了一种潮流。但是有时候这会成为申请

经费资助的一种手段，许多团队开始盲目建课，导

致一大堆“水课”的出现。很多课程的主要目的

变成了炒概念、凑数量，没有考虑到广大学习者的

学习热情会被这样的“水课”浇灭。如今网络上

滥竽充数的网课数不胜数，更有甚者为了让更多

的人参加学习，而买好评、请水军等，使得大量想

要通过 MOOC 获得知识的人望而却步。
MOOC 是一种“即学式”的学习方式，很大程

度上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将教学资源最大限度地

整合在网络平台上，学生可以自由灵活地选择学

习时间与地点，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进度［3］。这

种方式对长期处于学习状态的学生而言容易接

受，但是对广大群众而言，这样的体系结构会使得

那些没有长期处于学习状态的学习者无法适应，

这类学习者更需要的是碎片化［4］的学习内容，更

需要某些具体的知识点，而不是花费大量的时间

进行系统的学习。虽然学习者中也有很多的学

生，但是在课程建设的时候如果没有考虑到广大

学习人群的需求就会流失大量的学习者。
( 三) 外界因素

建立 MOOC 最初的想法是使得不同群体的

学习者能够随时随地学习。由于这种网上在线学

习的课程是全程免费的，对于课程建设者而言，只

需要将课程建设好，及时发布通知，及时回答讨论

区问题和做好后台管理工作即可; 对于学习者而

言，这是一种非必需品，可根据心情选择随时抛弃

或随时获得。课程和学习者之间没有一种契约能

够一方面迫使学习者坚持学习完所有课程，另一

方面迫使课程建设者监督学习者学习，同时注重

提高课程质量和吸引更多学习者参与该课程。
由于 MOOC 是网上的在线课程，对于学习者

而言，更多是一个人学习，面对冰冷的屏幕，并且，

除非此时老师在线，否则很多讨论区的问题无法

及时收到回复。一个人学习总是容易受到外界的

干扰，再加上现实生活中的琐事带来的压力，使得

学习者很快就抛弃课程的学习而选择辍学。
·72·

针对 MOOC 高辍学率现象的分析及建议



三、改进建议

( 一) 提高学习者、建课者的热情

1. 针对在校生，建立灵活的学分互认机制

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直接利益相关的是学

分的获取，这是毕业的基本要求，如果 MOOC 的

课程能够为学生提供学分，这将会大大提高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或者说学生从一开始的被动学习

会转换为主动学习。虽然个别院校已经有 MOOC
学分认定课程，但该类课程非常有限，并且存在诸

多限制。MOOC 的最初想法是使学习者能够便捷

地学习，而不是大学教育的替代品。通过与大学

学分的挂钩，不仅可以增加课程的选课人数，学生

为了获得学分也会尽可能地去完成课程，达到考

试的要求。这种做法可以降低学生的辍学率，同

时有助于课程的开展和建设。
2. 针对非在校生，建立权威证书认证机制

对于非学生而言，各种证书是个人能力最好

的证明，这些由国家有关权威机构认证的证书被

社会所认可。假如通过 MOOC 的学习，学习者获

得的证书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这对于其未来的

发展意义重大。对于大部分非学生学习者而言，

考虑更多的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这种

网上在线教学不仅能够为其提供知识，并且通过

分数或者不同类型的证书可以展示自身的能力和

个人素质，这就会成为他们学习的动力。当然这

些能够提供技能证书的课程必须是精心制作的，

同时最后的认证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

者必须要完成该课程，真正掌握某些技能并且能

够为社会做出贡献，才得以获得证书。
3. 针对优秀建课者，建立奖励表彰机制

一门优秀的课程能够造福社会，甚至影响世

界。构建一门高品质的课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对于一门课的建课者来说，自己一手建立

的课程如果能够得到学习者、社会的认可，这将会

是莫大的荣誉，因此给予优秀建课者一定的嘉奖

和社会荣誉能够让建课团队干劲十足。同时，可

以每年或每半年评选出若干杰出建课团队或优秀

建课者，给予一定金钱嘉奖的同时在 MOOC 官网

上宣传其团队与课程，形成一种互赢的良好氛围。

( 二) 加强 MOOC 的认可度

1. 来自权威机构的认可

首先要让政府、企业、高校认可 MOOC 的存

在意义与价值，认可 MOOC 中教授内容的质量，

承认完成课程存在一定难度。当然认可的前提是

课程的质量有所保障，在此基础上，有关权威机构

制定评价体系来限制那些“水课”或者无意义的

课。对于一些确实优秀、但建课不久、达不到评价

要求的课程也可以邀请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

推荐，经过考察后再对其进行认可。
经过政府认可的课程，企业和高校才能够认

可，才愿意认可，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

目前凑数、炒概念、毫无意义的“水课”非常多，当

课程需要认可才能上纲上线的机制出现以后，将

会提高 MOOC 课程的总体质量和水平，这将有利

于学习者对课程的接受。
2. 来自大众的认可

目前，接受 MOOC 教育的群体非常多，主要

是年龄段在 18～35 岁之间的学生和上班族，这些

人接受新鲜事物非常快，能够迅速接受 MOOC 这

种学习方式，同时学以致用。重点加强对学生、学
生家长、上班族等宣传 MOOC 教育的意义与重要

性，让他们认识这种新时代的学习方式知识，通过

网上在线学习能减少参加培训班的压力，同时观

看来自一流大学、研究院的一流教师团队制作的

课程，更快速全面地获得认可。
( 三) 分层次制课

来 自 不 同 环 境 的 学 习 者 需 求 不 同，可 将

MOOC 课程分为“夯实基础课”和“重难点拔高

课”。
1. 夯实基础课

这类课程大部分是以通识课为主，建课主旨

是让没有任何基础的学习者了解课程背景，激发

学习者的兴趣。这些基础课程可以作为学前教育

的灯塔，可以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分别制

课。当然对于其他领域的课程也是必须要有的，

比如 C 语言入门、外国文献选读、土木建模入门

等等。如果学生对某些领域产生了兴趣，通过这

些基础课就可以很好地学习，能够对这个领域有

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并且对基础的概念也有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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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这样不管是继续深入学习还是只是作为兴趣

了解，都比较合适。
2. 重难点拔高课

这部分内容应当在有了一定基础后学习，但

是也应当由易到难，整体知识呈模块化，一个知识

点对应一个模块，模块之间互不干涉，这样对于那

些只对某些内容有困惑或者感兴趣的学习者而言

更容易被接受。必备知识在之前的基础课内必须

都有提到，学习的意义除了具体内容的深入学习，

更重要的是训练学习者的开放性思维。
在线课程的具体内容不能随意改变，每学期

结课后应当统计每一章节的测试结果，向成绩优

异的学习者推荐更加深入的内容，向成绩不理想

的学习者推荐重新学习某些具体的章节; 同时需

要适当调整某些章节的难易程度，基础课要保证

至少 95%以上的学习者能够通过，拔高课需要保

证至少 60%以上的学习者能够通过，将测试成绩

以一种反馈的形式不断完善课程，还要注意新知

识、新概念、新理论等的注入。
( 四) 现有课程的整合

对现有课程进行整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

项工作，其中包括“水课”“僵尸课程”的排查与删

除，“精品课程”的选择与改进，重复课程的筛选

与删除; 等等。几乎所有 MOOC 平台上都有大量

的“水课”“僵尸课程”，这些课程打着新概念、新

理论的名义得以存活，没有含金量，有些课程完全

照搬书本知识，或者直接模仿有关课程内容，侵犯

了他人的权益。这些课程的存在使得很多学习者

面对大量课程时无法抉择，也不利于优质课程得

到社会的认可。
将“水课”“僵尸课程”剔除后才能更好地选

出“精品课程”。真正的“精品课程”不应该按照

选课人数来判断，虽然选课人数是最直观的评价

标准，但是课程质量、讨论区的评论活跃度、章节

测试的通过率、在学术界的口碑等都是需要考虑

的指标。同时就基础课程而言，一门真正优质的

“精品课程”注重的不应当是课程内容的丰富度，

而是这些内容能否为大部分人所接受，所吸收。
而拔高课才是体现教学团队实力的地方，如何将

重难点知识更好地展示，如何让学习者更好地理

解这些重难点，这些都是建课者需要考虑的。
( 五) 建设优质讨论平台

相比于长时间的面对屏幕，学习者更愿意在

一个广阔的平台与许多有共同兴趣的人讨论，回

答别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样的讨论平台

至少要有一名管理员和一名监督员。管理员的主

要职责是整理讨论的问题，将一些共有的问题整

理出来，再由老师统一回答。监督员的主要任务

是监督讨论区中的不当言论，一个优质的讨论区

应当是严肃的，如果出现“水群”、广告、与学术无

关的言论一律严肃处理，轻者警告，重者禁言。这

样一种优质的讨论平台不仅能够解决 MOOC 上

学习遇到的问题，更是全国各地思维的碰撞，教师

也能通过这些讨论了解学习者学习中的困惑，更

好地建设未来的课程。

四、结语

MOOC 是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新概念下的

必然产物，这也是未来无人教育的萌芽，对人类进

步、科技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的一种

教育方式完全颠覆了过去几千年的顽固教育思

维，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教学变革，但是由于是全

新的概念，群众思维无法打破传统教育模式的问

题会抑制 MOOC 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 “教育是立国之本、

党之大计”，国家与政府应当意识到 MOOC 存在

的重大意义，建立相关部门促进 MOOC 的发展，

呼吁高等院校发展 MOOC 教学，并向社会人士大

力宣传这种网上在线课程，推进“互联网+”教育，

努力建设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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