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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mainly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online education, online education type pattern and the devel-
opment of domestic online education, a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Internet online 
education was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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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查阅有关文献，对目前我国互联网在线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综述，主要从我国互联网发展状况、

在线教育优劣势、在线教育类型模式、国内在线教育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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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背景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到互联网的活动之中。这些活动包括网上办公、网络

通信、网上购物等等。据文献[1]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 2013 年 12 月，我国网民人数达到 6.18 亿之多，

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5358 万人，较 2012 年底提升 3.7 个百分点。而在 20~50 岁之间接受教育的主体人群

中，网民普及率达到了 67.2%。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我国已正式迈入互联网时代。另一方面，

我国网民规模的逐步扩大，为网络教育用户数量的增长提供了发展空间和稳定的基础。据统计，2013 年

参加过在线教育的用户已经达到了 6720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了 13.8%。网络教育以其任何人、任何地

点、任何时间为特征，从而受到了人们的青睐。根据搜狐《2013 教育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在受访人

群中在线教育的人比例上升为 35%。而根据《2012 教育行业白皮书》显示，正在或计划通过视频、社交

平台等方式学习的人群中，57%来自于在职人士，其余则以大学生为主(32%)。 
从上可以看出，对于成人和大学生教育，我国互联网在线教育正处在一个快速的上升期。 

2. 在线教育的优势与劣势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在线教育存在两个方面，即优势和劣势，以便因势利导，发挥其长。 
与传统教育相比，在线教育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 
1) 优秀教师资源最大化：优秀教师录制的教学资源可以通过网络对外播放，可以实现优秀教师全范

围共享。 
2) 更大的学习自主权：网络在线教学提供了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教学模式，学生可以完

全根据自己的时间控制学习。 
3) 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取学习内容，实现因才施学。 
4) 教学内容传递无衰减：优秀教师的原始教学资源可以重复播放，从而坚挺不拔，不存在由于转述

而衰减。 
5) 内容更新与时俱进：网络在线教育只要后台操作就可以更新，因而更新方便，并且可以即时传播。 
6) 教学成本低效率高：网络在线教育可以同时或分时面对无数的学员，因而教学成本低效率高。 
不过其劣势也较明显，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 缺乏交流与反馈：传统教学老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机会较多。而网络在线教育当面交流的机会少。 
2) 个体学习，难以长期坚持：网络在线教育，学生以自学为主，学习氛围和学习压力小，能否长期

坚持学习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考验。 
3) 考评较难：网络考评对于一些客观题目是其优势，但对于主观题目，网络考评方法往往失效，这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 
针对网络在线教育的劣势，人们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采用一些交互式软件来增加学生

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比如，一些教学工作者采用 QQ 聊天的方式进行课外教学辅导，这是

一个有效的启示。 

3. 不同类型的在线教育模式 

有学者根据在线教育目前的发展状况，将在线教育分成不同的类型模式[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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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面对学龄教育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根据接受在线教育者的年龄分为儿童教育，基础教

育和高等教育等层面。例如，国外在线儿童教育网站 Gogolingo，是属于这种模式的一个典型教育模式。

第二种是专注于通识教育的教育模式，这个模式主要以 MOOC 课堂为主。比如美国可汗学院、Lynda 等，

作为在线教育领域的先行者，赢得了大量的社会受教育者。又比如，国内的多贝网、网易公开课、传课

网等企业，也凭借其先入优势占据了通识教育的主要市场。第三种是专注于提供不同专业技能的教育模

式。国内外提供在线技能培训的网络企业目前较多，它们为一些特定的行业提供不同技能培训、语言教

育和考试技能，是目前盈利模式最清晰的一类。 

4. 国内在线教育的发展 

4.1. 国内在线教育品牌 

目前，随着国内在线教育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在线教育品牌。 
1) 商业性免费公开课 CC-Talk [4]。沪江网 CC-Talk 免费公开课在国内颇有名气，她是上海“沪江网”

旗下的在线教育业务。其使用方法极其简单，任何注册用户都可以使用通讯工具 CC-Talk 即时参加沪江

网校的各种语种、考试、留学的免费公开课。CC-Talk 是沪江网开创的一款语音学习软件，支持多人语

音教学，是国内最早的专注外语学习的 IM (即时通讯)工具。该软件最大的、最受欢迎的功能就是其平台

每天大量更新的公开课。 
2) YY 在线教育[5]。近几年来，“YY 语音”应用于远程教学越来越普遍。同时，越来越多的教育机

构入驻 YY，搭建网络教育平台。其实，“YY 语音”起初是针对游戏玩家所设计的一款多人语音聊天工

具。2014 年 2 月 25 日，YY 全新教育品牌“100 教育”正式发布，同时宣称已成立了单独的在线教育事

业部，专门负责教育业务。“100 教育”官网也已启用域名 100.com。可见，对于 YY，其网络在线教育

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据称，“100 教育”的课程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于一些应试的策略和技

巧类的课程，例如现在推出的“托福雅思”强化班。这部分的课程是永久免费的。另外一种就是针对学

生的个性化教育课程，这部分的课程将是收费的。 
3) MOOCs 教育如火如荼。MOOC 是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是经过多年实践摸索出来的一个新模式。

受国外 MOOC 教育发展的影响，我国的 MOOC 也处在一个快速的发展进程之中，2013 年被称作是“中

国 MOOC 元年”。MOOC 面向全社会，这就意味着校园围墙正在被打破。基于 MOOC 的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MOOC 的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教学模式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传

统意义上的大学教学模式将会发生颠覆性变化，传统教学方法与 MOOC 教学方法的有机结合是当前教学

模式的发展潮流[6]。目前，国内构建了六大中文 MOOC 平台，它们是中国最大的高校自建 MOOC 平台–

学堂在线、中国最大的学校联盟 MOOC 平台–c20、中国最大的个体学习者 MOOC 平台–超星慕课、中

国最大的社团建课 MOOC 平台–智慧树、中国最大的 MOOC 资源交流网站–果壳网、中国第一个商业

运作 MOOC 平台-过来人网[7]。此外，一些门户网站也构筑了自己的 MOOC 平台，比如网易公开课等。

这些平台的构建成为我国教育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在线教育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2. 中国大学在线教育建设历程 

中国大学在线教育经历了一个稳固向前发展的建设历程。据文献[8]报道，我国基于十多年来的政策

环境和各类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工程项目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大学 MOOC 发展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

些政策环境和实践经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2000 年教育部高教

司启动了面向试点高校的“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其目标是用大约两年时间，建设 200 门左右的

基础性网络课程、案例库和试题库，为现代远程教育提供所需的网络学习资源。二是“国家精品课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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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2003 年教育部启动“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程”，面向全国所有本科院校、高职高专等院校，

从 2003~2010 年连续 8 年开展精品课程申报与评审，目前共评审出国家精品课程 3800 多门。三是“国家

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工程”。为应对国际趋势，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教育部于 2011 年启动“国

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工程”，包括精品视频公开课与精品资源共享课，后者以原国家精品课程为基础进

行升级改造。 
2012 年 MOOC“数字海啸”席卷全球，中国大学自 2013 年初开始加入到 MOOC 建设实践中，因而，

2013 年被称作是“中国 MOOC 元年”。国内大学加盟国外 MOOC 联盟的有：一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4 所大学加盟 edX。二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立台湾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6 所大学加盟 Coursera。其中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同时加盟了 edX 和

Coursera。三是，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加盟与 FutureLearn 平台，将开设优质课程。加盟合作一方面

引进国外的 MOOC，另一方面同时推出中国本土的 MOOC。关于中国本土 MOOC 的建设方面，如前所

述，我国已经构建了六大中文 MOOC 平台，比如学堂在线、c20、超星慕课、智慧树、果壳网、过来人

网等。这些 MOOC 平台的构建，正在对我国教学模式的改革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5. 结论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我国在线教育进入到了一个快速上升期。如何面对这一新情况，是每一个

教育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根据查阅有关文献，对目前我国互联网在线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综述，主

要从我国互联网发展状况、在线教育优劣势、在线教育类型模式、国内在线教育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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