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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MOOCs的兴起从某些方面而言也代表了开放性课程资源建设热潮的到来，处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教育

教学资源建设也成为高校教育领域较为重要的问题，原创性教学资源创造诉求也有明显提升，教育技术

工作人员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度及重要性也有所提升，而且还对整个教学环境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高

校教育技术中心也因此而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及挑战，而为了能够将其价值有效发挥出来，本文则就

MOOCs背景下高校教育技术中心职能定位展开了思考，希望借此来进一步优化高校教育环境及水平，从

而有效促进高校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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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ome aspects, the rise of MOOCs also represents the arrival of the upsurge of ope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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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construction.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ources 
has also become a more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demand for the crea-
tion of original teaching resources has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participation and 
importan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ff in this process have also been improved. Moreover, it 
also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whole teaching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educa-
tional technology cent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obtained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value effectively, this paper thinks about the func-
tional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ent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MOOCs, hoping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leve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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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步入新时代之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其应用范围及领域也明显扩大，高校教育技术发展也

因此而步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节，高校内部还相继出现了计算机中心、网络中心等组织机构。现如今，

很多高校都已经设置有教育技术中心，其存在的作用就是研究电教化手段，可是分析高校教育技术中心

发展情况，因为其大多数与计算中心、网络中心、信息中心等多个中心一同存在，所以这些中心的职能

也出现了重叠的情况，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在这一环境下也呈现出了职能定位不够准确的情况，这促使教

育技术中心发展也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考验。自 MOOCs 出现之后，课程资源建设也成为各

所高校发展与教育实施重要问题，处在这一背景下，翻转课堂、微课、基于移动网络的学习、未来课堂、

智慧学习等一系列全新理念及技术也在不断涌现，教育资源建设也逐渐走向教育信息化舞台中央，这对

于高校教育技术中心而言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只有其明确自身职能定位，主动服务、深度参与，才能

得到更为良好的发展。 

2. MOOCs 基础界定 

MOOCs 全名是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主要指的是大量开放的线上课程，顾名思义主要指的

是通过网络开放课程给大量的线上使用者参与教学过程。MOOCs 有“慕课”的意义，其中的“M”就是

指 Massive，具有大规模的含义，与传统课程只有几十个亦或者是几百个学生有所不同，一门 MOOCs 课
程通常都有上万人，最多能够达到十几万人；而其中的“O”则主要指的是 Open，意义是“开放”，提

倡以兴趣作为导向，凡是想学的，均可以基于 MOOCs 平台来学习，不会区分国籍，只要有一个邮箱即

可注册参与；其中的第三个字母“O”，则指的是“在线”，即在网络上学习，不存在时空限制[1]。 

3. 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发展外延和职能范围 

(一) 发展脉络梳理 
纵观各个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发展现状以及整个职能结构情况即可发现，在对相关学校进行一系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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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查阅及调查之后，其中依然还是有学校在发展期间是以“电教化教育中心”为主要发展部门，并且将

其作为教育技术机构名称，还有部分学校在设定的时候将其设定为直属的独立部门，而另外一部分则是

将其设定为隶属于教务处、教育技术亦或者是其他教育学院。也有一些高校在发展期间有设置教育技术

中心，而且大多数都是从之前电教中心变化发展而成的，这些中心在设定的时候有些是直接将其设定为

了直属学校领导的部门，还有些则将其设定成了教务处、图书馆等下属单位，此外还有部分网络教育学

院亦或者是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却存在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现象。而在其中设置了教育技术与网

络、教室管理、信息、实践训练等中心的学校数量也相对较少，而且这些教育技术中心大多数均是源自

于之前电教、网络、信息、计算等多个中心部门的整合与合并而形成的，大多数都是学校直属单位。除

此之外，还有部分教育技术中心则是以信息化建设、网络学院、教学实践中心等方面为主。 
(二) 职能范围分析 
在对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发展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和分析的时候，我们即可发现现如今这些技术中心职

能范围主要涉及到了多媒体教室、语言实验室、智能教室等多方面的规划、管理与建设，还有一些则涉

及到了智慧校园建设，信息化教育技术的使用及研究等多项内容[2]。在调查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整个职能范围相对而言涉及十分的广泛，分析其定位，也可以发现还尚未明确，甚至还有出现职能重

叠的情况。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也处在一个被动服务的角色状态之中，整个服务水平明显有待提升，与教

学结合深入度不足，存在着过分注重技术轻视理论的现象。而之所以产生这一种现象，大多是因为信息

技术、通讯技术发展势头十分迅猛，这促使高校教育方法、管理方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在计算机、

数码技术、网络技术不断发展及应用的环境下，很多教育技术中心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也有应用这些技术，

整个技术的门槛明显有所降低，所以就出现了即使不是高校教育技术专业人员也可以参与到这一项工作

中的情况。在这种环境下自然也很容易促使高效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整个职能定位情况变得越发的模糊、

弱化，以及越来越不清楚等情况，更甚至还有一些职能还会因为技术发展的迅猛而出现淘汰以及弱化等

情况，无法有效满足及适应制高点诉求。 

4. MOOCs 背景下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发展契机分析 

(一) 资源建设的加速与共享性特征为其发展提供了支撑和基础 
分析现如今高校发展现状即可发现，身处在 MOOCs 背景之下，高校不管是教学资源亦或者是学习

资源建设作用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处在这一环境下教育技术中心发展也因此而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不管

是 MOOCs 课程或是适用于学生碎片化学习的微课资源，亦或者是能够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及发展的翻转

课堂，它们均是构建在丰富教育资源上而形成的。不管是在教学期间积极引进教学资源然后进行二次开

发及创作，亦或者是自己原创制作教学资源，都是教育技术中心应当要负责的工作。而就高校教育技术

中心这一工作实施情况来看的话，即可发现各个资源平台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紧密，能够形成良好的共享

以及关联效果。教育技术中心下的相关部门均有参与到资源建设之中，这促使有些资源出现了重复建设

的现象。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在发展的时候，通常都需要把握好现代教育技术，并且具有较为良好的教学

经验、了解学生实际诉求，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高校信息化教育资源建设的重要职责，也正是因此才

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3]。为此，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也应当及时抓住机遇，突破传统部门之

间的合作壁垒，主动承担起资源建设的重要职责，主动建设相关教育资源，这样才能促进高校发展与进

步。 
(二) 原创性教学资源诉求的提升为其发展提供了可持续性动能 
身处在 MOOCs 背景之下，课程也被设计成为了多个知识点，而且每个知识点还被录制成为了视频，

以全新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学生则可以基于视频来展开大量的练习，可以说是较为典型的教学活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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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基于视频资源而展开的教学，不管是任何 MOOCs 课程均需要在发展过程中拥有大量的原创性教学

资源。现如今可谓是一个 MOOCs、微课、碎片化学习发展的时代，身处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大量原创

性资源制作诉求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而这对于高校教育技术中心而言是压力也是发展机遇。 
(三) 专业人员参与度及资源价值的提升为其发展提供了创新性来源 
身处在 MOOCs 背景之下，因为整个资源建设诉求及价值有了明显的提升，相关专业人员的参与度

和价值相较于之前而言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早在 2012 年就有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围绕着原有的精品课程

来对其进行升级与转型处理，并且基于此出现了全新的指标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高校教育技术专业

人员在整个课程资源建设中的作用及价值也有进行明确[4]。在全新的形式背景之下，高校教育技术工作

人员也应当积极主动与教师形成良好的合作与互动，主动与他们进行教学诉求调研，同时与教师形成良

好的合作和交流，以合作的形式来开发相应的教学资源，在教学诉求分析及描述过程中开展多种工作，

以此来有效促进高校教育技术中心职能及作用发挥。 

5. MOOCs 背景下高校教育技术中心职能的定位分析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对 MOOCs 进行了分析，也对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发展现状以及 MOOCs 背景下

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发展面临的机遇展开了探索，而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其得以发展，下面笔者也就高校

教育技术中心职能定位展开如下思考： 
(一) 定位于教学环境规划建设及管理的技术与资源共享中心 
MOOCs 背景下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应当成为高校教学环境规划、建设及管理的主导人员，主导着整个

高校信息化、教育资源建设、教育环境建设等工作，也可以说是对整个高校教学基础进行建设的重要保

障。在网络信息化时代不断发展、移动学习终端发展迅猛的时代背景之下，之前学习终端明显有所变化，

现如今手机、电脑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了学生学习终端常用设备，所以学校需要在发展期间构建出相应的

无线网络系统，为学生信息化学习提供良好保障。而且还需要在建设的时候做好未来教室建设，其与传

统教室不同，是集多媒体、微课、计算机等多种教室而形成的教室，属于一个全新的教育教学环境，其

中还涉及到了电子白板、电视(显示)墙、数字笔、数字摄像、无线网络等多种技术，能够让学生在其中真

切的感知到现代技术在教育与学习过程中提供的便利，也能够让其感知到借助新技术来学习的快乐及愉

悦之感，这样就能让教育技术中心职能价值有效凸显出来[5]。 
(二) 定位于成为高校教学资源建设的导引与引领者 
MOOCs 背景下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应当成为高校教学资源建设的引领者，主动参与到自主教学资源之

中、优质教学资源开发及应用之中，毕竟在教育实践中，资源开发及应用可谓是十分重要，对于优化整

个教学起着核心作用。信息资源是教学常用手段，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在发展过程中，最好是能够在构建

相关网络平台，并且在平台上完善全校性的教学资源平台，对于已有的优质资源也可以进行集中整合，

以此来有效实现集成共享，进一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效发挥出它们的为应用价值。除此之外，教学

资源建设涉及到的技术及环节较多，其中就包含了课件的制作，同时也涉及到了对于已有教学资源的再

次创作及应用，还有结合高校教学特点以及专业情况构建出来的极具特色的数据库资源，甚至是可以在

发展过程中整合高校数字图书馆资源，积极构建区域共享资源，这样才能有效发挥出这些教育资源存在

的价值，促进高校教育技术中心职能定位得以落实[6]。 
(三) 定位于成为高校新兴教育理念的播种与推广源 
高校要想得到更为良好的发展，提升教师教育技术诉求，真正落实教育技术与课程的深度融合可谓

是促进高校教学得以优化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借由网络以及信息技术来推送教育相关新理

念及新方法，也可以提供推送式的服务，进一步促进教育技术价值，MOOCs 背景下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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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为高校教育理念的推广者，主动为本校教学、科研以及教学管理工作实施提供良好的技术服务，并

且还需要与学科教师形成良好的合作及互动，以此来对整个学习过程进行设计、优化及管理。要想充分

发挥出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在整个学科教育体系中的价值，自然需要不断提高相关参与人员的信息水平及

素养，所以高校在发展过程中还可以为他们组织一系列的信息化培训及教育活动，向教师提供全新的教

育教学理念以及新发展，借此来有效提升高校教师多媒体教学水平以及信息化素养。现如今，多媒体教

学可谓是必不可少的教学形式，高质量、准确的媒体表达在提升教学质量上起着较为显著的作用，所以

只有不断提高教师对于多媒体基础软件的应用及课件制作水平，才能为信息化教学活动实施提供良好保

障。除此之外，在高校教育教学活动实施过程中，通常还会涉及到大量的情景再现、原理性演示、过程

性演示，所以 PS 图像处理能力、Flash 动画制作能力、视频编辑能力对于教师而言也十分重要，高校教

育技术中心可以积极构建实体平台，借由此来为教师提供学习及提升自己信息素养及教学水平的机会，

从而有效促进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得以提升[7]。 
(四) 定位于成为高校教学科研的孵化服务与推动者 
MOOCs 背景下高校教育技术中心职能定位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应当成为高校教学科研的参与者。

不同部门有其自身职能及作用，而教育技术中心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提供服务，可是又不仅仅只是为了服

务而服务，这里的服务并非是狭义上的服务，而是指在现代教育思想及理论指导之下通过承担教学及科

研任务来有效提升整个人才队伍素质、服务科学化及合理化水平。只有真正做好这些工作，才能进一步

稳定高校人才队伍，同时有效保障服务质量的提升，进一步落实高校教育技术新使命。现如今，中心相

关工作人员学历并不低，若其依然还是停留基础服务发展思路上，自然无法留住这些优秀的人才，并且

还会造成人才资源浪费，所以在发展过程中还可以让其参与到教学科研工作中[8]。 

6. 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在职能定位期间，一定要将 “以人为本”贯穿于整个工作体系中，要

求高校在教学期间以此来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及服务，借此来有效促进教学最优化，为社会输送创新型

人才。而身处在 MOOCs 背景下，高校教育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也应当坚持为教育教学所服务，并且做好

相关教育环境、教学资源建设等工作，以此来为高校教育教学活动实施提供资源保障。此外，还需要在

教学实践期间充分发挥出自身各项优势来对教学资源进行集合处理，通过合理化、科学化资源构建来为

师生提供更为细致且全面的技术教育服务，从而有效促进高校教育信息化发展，而高校学生也能在这一

环境下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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