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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规模在线教育转向的思考
———基于 Zawacki－Richter 框架①

韩艳辉
( 国家开放大学 外语教学部，北京 100039)

摘要: 近年来，传统面授高校和开放大学积极拥抱在线教育。中国乃至全世界为应对大规模疫情，仓促转向

在线教育，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文章按照 Zawacki－Richter 远程教育研究框架，重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

的七个方面，针对向大规模在线教育转向的几个深层次问题进行反思，以期为特殊时期及疫情后的在线教育平

稳、有序地开展，提供思路与借鉴。通过反思，建议各高校在转向过程中，按照在线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及时调整

面授思维、系统思维和理论思维，转变教师角色和管理者角色，并转换教学服务观和资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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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在线教育在中国飞速发展，国家给予极

大的重视。2015 年和 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14
次提到“互联网”［1］［2］。2017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

提在 线 教 育［3］，2018 年 首 提“互 联 网 +教 育”［4］。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发挥网

络教育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加快

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

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5］。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明确提出，“鼓励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提升

教学水平、创新教学模式……鼓励高等学校基于互

联网开展学历与非学历继续教育”［6］。从教育部

2015 年到 2019 年的年度工作要点看，一直在鼓励

和支持在线开放课程的发展，且在 2018 年，明确提

出“认定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实施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变轨超车工程，推进高等

学校课堂革命”［7］。2019 年的《中国慕课行动宣

言》提到，“目前，12500 门慕课上线，超过 2 亿人次

在校大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学习慕课，6500 万人次大

学生获得慕课学分，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

和学习型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8］。同时，教育部

也在“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学分管理制度

创新”［9］，“加快推进国家学分银行建设，推动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机构逐步实行

统一的学分制”［10］。

国家之所以将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上升到

国家战略的地位，是由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剧烈的

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已到来，“新的工业革命需

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而当前应试为主的教育方式

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传统的“学校与学习的模式

都反映了工业化时代大生产的模式: 标准化的课堂、
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统一的标准答案，这些都

是流水线 生 产 螺 丝 钉 的 场 景”［11］。里 夫 金 指 出，

“当今世界正在实现由集中型第二次工业革命向扁

平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变。因此，现在的教育体

系也需要进一步修正”［12］。
从国际看，大学的网络化已势不可挡。“与传

统报纸、杂志行业的命运如出一辙，高等教育界也开

始开辟新的战场———互联网，在线教育将在下一个

十年里大大拓展世界级老牌名校的影响力”［13］。据

“顶尖学府”报道，在美国，纽约大学、密歇根大学和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都已提供在线硕士课程［14］，

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等顶尖名校已提供在线硕士

学位。而且，美国的很多名校都在提供在线博士学

位，学科覆盖比较广泛，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乔

治·华盛顿大学等［15］。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和爱

丁堡大学等名校也提供在线硕士学位。其中，爱丁

堡大学提供多达 65 个在线硕士学位，且覆盖的学科

广泛。此外，英国多所大学也提供在线博士学位，如

伦敦大学学院和利物浦大学等。据免费在线课程和

慕 课 搜 索 引 擎 ClassCentral 统 计，目 前 主 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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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ra、edX、Udactiy 和 FutureLearn 等慕课平台，

都已经提供证书、大学学分和学位。基于慕课的在

线学位已超过 45 个，是 2018 年的三倍多。一万多

名学生正在学习基于慕课的学位课程［16］。对于远

程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教育部陈宝生部长表示，

“远程教育越来越多没问题”［17］。
从国内看，无论是传统的开放大学( 电大) ，还

是传统的面授高校都存在向在线教育转向的问题。
特别是在当前的大规模疫情下，教育部已明确指出，

“要求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方式，

共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

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18］。刘利民认

为，这是一次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实验”［19］。
各大院校纷纷通过“开放教育教学资源、启用在线

教学平台、开通网上心理支持服务等，全面积极落实

‘停课不停学’”［20］。开放大学 ( 电大) 向在线教育

转型，特别是面授高校在严峻的疫情之下，突然大规

模地转向在线教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忽视。
毕竟，在线教育和面授教育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Zawacki－Richter 和 Anderson 指出，“在过去，外行

人、从业者甚至该领域的专家经常将远程教育简单

地描述为一种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距离取代了邻

近，而通过媒介交流取代了口头对话”［21］，可见人们

对远程教育的误解之深，这也要求我们对远程教育

要有深入、客观和综合的理解。Zawacki－Richter 通

过德尔菲研究开发出一个经过验证的研究主题框

架，能有效组织该领域的知识，并确定研究差距和机

会。该框架包括三个层面: 宏观层面———远程教育

系统和理论; 中观层面———管理、组织和技术; 微观

层面———远程教育中的教与学。在三个层面下，根

据研究的问题，又细分出 15 个研究领域。这“三个

参考框架，需要不同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在

线远程教育是一个综合、多方面的过程和多功能系

统”［21］。其中，宏观层面是指远程教育的理论与模

式、远程教育和知识迁移研究方法、远程教学系统和

机构合作、教育全球化和跨文化、接受远程教育的机

会、平等和伦理等; 中观层面是指组织管理的基础设

施与架构、成本效益、教育技术、创新与变革、专业发

展和教师支持、学习者支持服务和质量保证等; 微观

层面是指教学或学习设计、学习社区的互动交流和

学习者特点等。
对疫情期间的文献检索发现，关于应对大规模

疫情时期的在线学习挑战，祝智庭和彭红超重点从

全媒体学习生态的角度［22］，付卫东和周洪宇从资源

和平台的角度［23］，焦建利等人主要从在线教学案例

研究的角度［24］，邹园园等人从在线教学“湾区模

式”方面［25］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主要局限

于微观层面的学习环境设计、在线教与学等方面，对

中观层面的组织管理与技术虽然有一定涉及，但是

总体 来 看 中 观 和 宏 观 层 面 的 研 究 较 少。根 据

Zawacki－Richter 框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综合

角度，结合国内目前在线教育的一些突出问题与挑

战，重点在面授思维之变、教师角色之变、教学服务

观之变、资源观之变、管理者角色之变、系统思维之

变和理论思维之变等方面展开探讨。

二、微观层面: 面授思维之变

远程开放教育教学的模式一般是以自主学习为

主、以面授为辅。而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在国家开

放大学办学体系中，实体面授辅导在减少，这是各种

原因导致学习者“参与面授课的兴趣不高”的结

果［26］。近年来，传统的面授高校一直在探索混合式

教学，即面授加在线教学的模式。在面对如当前的

大规模疫情的非常时期，面授环节根本是不存在的。
在当前阶段，国家开放大学同样如此。从传统的面

授教学到在线教学的转变，并不是开放一些学习平

台和资源那么简单，这其中涉及很多的问题和难题。
首先，就是教师和学生的思维一定要转变，即从传统

的课堂面授思维到在线教育思维的转变，但这是很

难的。刘志选在反思网上教学活动的效果不尽如人

意的原因时指出，“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参与者

对网上教学的认识存在问题”，“尤其是传统教学的

课堂面授思维定式的存在，本来具有很强优势性的

网上教学活动不但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反而成为

学员认识上的缺陷”［27］。Mcpherson 和 Nunes 认为，

远程开放教育对教学法的要求更高，并不是简单地

“将教授的讲授放到网上”［28］。面授思维的局限体

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学习测评在在线教育中是非常

重要的要素，但《中国 MOOCs 建设与发展白皮书》
发现，“评价总体水平较低，期末考试、单元测验和

参与讨论是最常采用的评价方式”［29］。对此，韩艳

辉指出，“无论是大规模的，还是小规模的在线课

程，目前的网络学习测评方式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摆

脱面授思维的束缚，实现更为科学合理的、多元的网

络学习测评”［30］。通过研究慕课建设中面授思维的

惯性制约，韩艳辉认为，面授的思维定式已“严重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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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了教师思维”［31］，建议在设计慕课时要认真考虑

这些要素( 见表 1) 。
表 1 慕课设计的关键要素

设计关键要素 现状

课程之初创建在线社区( 如破冰行动) 严重缺失

心理抚慰与指导 严重缺失

讨论的管理 严重缺失

主观题的设计 比较缺失

原始的学习内容 比较缺失

学习动力的保持 严重缺失

通过分析，韩艳辉指出，在在线社区方面，“目

前，大多数慕课都缺乏这样的设计”，慕课第一周直

接进入实质性内容的学习，而在线社区的氛围并没

有形成。作为“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进行交流互动

的重要途径”的讨论，在慕课中也没有很好地设计

和管理，导致效果很差。“大多数慕课都采用了客

观题的设计……而教师几乎不介入学习过程，这样

的课程也是有问题的”。“部分慕课不提供原始的

学习内容，学习者只能看到教师的讲授，而学习者缺

少对原始学习内容的预习和思考，属于被动观看视

频，学习效果很难保证”［31］。
所以，无论是传统面授的教师还是学生，首先要

转变面授思维，全新认识在线教育，按照在线教育的

规律和特点开展教和学，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在线

教育教学的效果。

三、微观层面: 教师角色之变

在从面授教育转向在线教育的过程中，一个关

键的 要 素 就 是 教 师 角 色 的 转 变。McPherson 和

Nunes 认为，设计和开展在线学习并不是简单地选

择具备学科知识、技术能力的辅导团队，也是要选拔

能够管理和促进在线学习并具备所需的教学的和信

息交流的能力的教育者［28］。基于多年的在线教育

经验和实践，韩艳辉认为，“在这种( 在线学习) 环境

下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原来教师‘教’的角色将

大大弱化，也就是说教师的主要作用就是为学生提

供导学、辅导、帮助和支持，帮助学生在线完成学业，

即一个促进者( e－facilitator) 的角色”［32］。而这种角

色的转换，对于长时间习惯于面授教学的教师来说，

挑战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课堂上

面对学生“主讲”的模式。
在当前疫情的特殊时期，选用不同高校的慕课

之后，教师会发现自己的角色必须随之而改变，也就

是从以前的“主讲”到现在的“辅学”［33］，即一个促

进者的角色。转变面授思维之后，教师的“辅学”要

体现主动性，即以学习者为中心，主动出击提供高质

量的学习支持服务; 同时，要注意协作性，即组建教

师团队，以应对大规模的学习者; 此外，应体现平等

性，即这时教师的“辅学”和学生的“学”处于同等的

地位，而不再是传统课堂居高临下“填鸭式”的“主

讲”。
那么，“辅学”教师的主要角色是什么呢? 这

里，我们采用 Berge 的观点，他从任务的角度划分了

四种角色，即 Pedagogical or intellectual roles( 教学的

或知识的角色) 、Social roles( 社会化角色) 、Manage-
rial or organisational roles( 管理的或组织的角色) 和

Technical roles( 技术的角色) ［34］，相对应的职责包

括提出问题并推究学生的反应这一最为重要的方

面，创建友好的、舒适的在线社会化学习环境，确定

学习目标、学习活动的日程、阐明程序规则和决策规

范以及熟悉并善用信息通信技术系统和软件这一最

令人生畏的方面。Bergmann 和 Sams 在论述翻转课

堂时指出，这种模式“改变了教师的角色”，“我们不

是站在教室前面喷吐信息，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是花

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帮助学生，领导小组，解决

挣扎中的学生的难题……我们能想到的最佳类比是

支持型教练 ( supportive coach) 的角色”［35］。可见，

传统的课堂“主讲”的角色需要改变了。关于“辅

学”教师的素养，韩艳辉认为，应该具备学术素养

( 在线辅学能力、情感支持能力和组织性支持能力

等) 、跨学科素养〔在本身学科之外跨教育与技术

( 非教育技术) 的素养，即对 ICT 及其应用于教育的

相关理论的掌握〕和研究素养 ( 学术研究) ［32］。另

外，在组建教师团队后，作为团队领导者，还要具备

领导力［36］，即组织、管理和领导团队的能力。

四、中观层面: 教学服务观之变

通过对国内外的慕课进行研究发现，面授高校

“学习支持服务的缺位问题比较严重”［31］。李艳红

等人指出，“当前流行的 MOOCs 实际上是基于内容

的 xMOOCs，只强调对知识的传播和复制，并没有很

好地为学习者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

务”［37］。从根本上看，这是受传统面授思维束缚的

结果，体现了传统的面授教学服务观。
在向在线教育转向时，需要及时改变这种基于

面授教育的服务观，而代之以远程开放教育实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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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的行之有效的学习支持服务观。目前的现实

是，“以美国顶尖大学为代表的普通高校‘公然漠视

有五十年历史的现代远程教育理论和实践’，‘全盘

否认远程教育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成果’，把在线教

育看作是新生事物”［38］，所以才导致国内外由传统

面授高校所引领的慕课大潮的种种问题和挑战。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之一就是服务学生

的发展，大学职能已经由象牙塔转变成为了社会服

务站。互联网出现后，学习支持服务成为学校 ( 尤

其是 远 程 教 育 机 构 ) 与 学 习 者 之 间 的 重 要 桥

梁”［26］。在远程教育中，由于学生和学校、教师之间

出现了时空分离，所以学习支持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当今大规模疫情的情况下。
在 Tait 描述的学习者支持模型中，三个主要的

方面是认知支持、情感支持和系统支持［39］。认知支

持方面就是通过教师、学习者之间以及学习者、学习

者之间的接触促进知识和技能的获得; 情感支持方

面就是创建学习社区，以培养学习者的归属感，并提

供社会化的学习支持网络; 系统支持方面是指帮助

学习者和支持学习的行政管理系统进行协商。对于

在线教育来说，除了通过模拟课堂讲授的视频讲解

知识和技能传授以外，还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和途

径，促进教师和学习者之间以及学习者和学习者之

间的互动交流，指导学习者按照进度进行自主学习。
在情感支持方面，这是目前面授高校的在线教学较

为缺乏的。建议“在正式开始学习课程内容之前，

通过精心的活动设计，让学习者快速认识，形成一个

在线社区的氛围，这对消除陌生感和孤独感至关重

要，也将影响后续的学习”［31］。另外，要注意通过论

坛、电话、邮件或 QQ、微信等实时和非实时的手段，

为学习者及时提供心理咨询、减轻焦虑感和挫折感

等，增强他们的学习信心。在系统支持方面，需要建

立有效、透明而友好的行政组织程序和信息管理系

统，为学习者提供全程的支持服务。
那么，如何做到精准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支持

服务呢? 这方面，教育部针对疫情防控期间的普通

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已经发布了指

导意见，“要与课程平台建立教学质量保障联动机

制，充分利用学习行为分析数据，了解学生在线学习

情况”［18］。魏顺平等人的研究已经证明，“借助学

习分析技术，分析师生行为记录数据，可以再现在线

学习过程，使教师能够把握在线教学过程全貌，并了

解每个教学环节、重要教学活动以及每个学生的种

种细节”［40］。这样，就能对学习行为进行精准追踪

和分析，实现高质量的、适时的支持服务，从而保证

良好的学习效果。

五、中观层面: 资源观之变

在开放大学( 电大) 长期的远程开放教育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比较根深蒂固的“资源观”，给向在

线教育转型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对此，韩艳辉评价

道，“以往的网络课程基本上是资源堆砌型的，对于

学习活动和学习评价的设计比较欠缺，甚至缺失，更

为关键的是没有科学的学习过程设计，无法保证真

正的学习过程的实现”［41］。在慕课建设和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评比大潮的影响下，面授高校大举进军在

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资源观”的制约。
很多教师，甚至一些专家学者模糊了“‘资源’‘课’
和‘课程’等概念”［31］，错误地认为微课、视频公开

课甚至录像、讲座等也是“课程”。这其实就是面授

思维在作怪。
为了应对疫情，各大高校纷纷借助信息化手段，

努力实现停课不停学。从“中国教育网络”2 月 4 日

统计的全国 9 所高校的情况看［20］，它们的应对措施

是有较大的差异的，其实也体现了“资源观”的影

响。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建筑大

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都推出了自己的在线学习平

台，提供丰富的在线课程供学习。而相比之下，北京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只是提供了学

习资源，如讲座视频、电子书、学术资源等，并没有提

供真正意义上的在线课程。可以看出，不同各高校

平时的战略储备差异比较大，同时也表明不同高校

对课程和资源的认识的差异以及对在线教育的战略

意义的认识不足。

六、中观层面: 管理者角色之变

在由传统面授忽然转向在线教育模式后，管理

者可能会面临诸多不适应，因为教师和学生呈现虚

拟存在的状态，那么如何在线管理和领导这些群体

就非常有挑战性了。
一般而言，管理者的角色可通过三个核心管理

方向进行界定，即领导力、沟通力和创造力。Molden
认为，领导力就是:“你如何管理自己? 如何使用有

效的方法去激励、指引、发展你和团队的最大潜能?

你的哪些行为在为他人树立榜样? 其他人可以从你

的领导力中学到什么?”沟通力就是: “在理智和情

201

继续教育研究 Continue Education Research No．2021，1



感层面，你是如何投入并与人沟通的?”而创造力则

是:“为新的想法创造实践平台时，你如何提供丰富

的可能，并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和学习的环境去实现

它?”［42］( 子贡) 曰: “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 “噫!

斗筲( shāo ) 之人何足算也?”( 《论语》) 言下之意

是掌权者和领导力之间的匹配非常重要［43］。所以，

并不是说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就肯定有相应的领

导力。那么，在当前大规模疫情的环境下，如何发挥

虚拟的领导力就非常关键，这需要管理者进行改变。
管理者如何虚拟地管理团队并更好地实现三种

角色呢? 世界最著名的正能量管理大师 Dan Bobins-
ki 主张，正能量的团队才能创造奇迹，带队伍就是

带人心［44］。从国家开放大学“媒体辅助英语教学”
课程七年来建设和运行跨区域的在线教师团队的经

验和实践来看，首先要善用互联网开展沟通和协作

的工作，这包括 QQ 群、微信群、电话、电子邮件和

WIKI 等软件、应用或平台［33］，然后持续打造正能量

的团队。如果离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撑，如果

不能熟练并适切地使用这些技术手段，那么很难完

成在线管理团队的目标和任务。
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好管理者的三种角

色，就能够实现管理者在虚拟环境下的角色构建。
一是要充分授权。这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

标而赋予员工承担责任和作出决策的权力”［42］。
Bobinski 指出，“授权可以使团队正能量积极地传递

下去。授权就是把一个宏观的发展蓝图划分为适当

数量的拼图。然后，把与这些拼图相关的工作分配

给其他人”［44］。例如，“媒体辅助英语教学”SPOC
在 2014 年春开始试点后，逐渐积累了一些生成性的

优秀作业想展示给学生，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减轻

教师的负担。通过授权，张智鹏教师创造性地使用

SCORM，成功在课程平台展示了语法与词汇训练的

优秀作业，其他模块随即跟进，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与此相反，不给员工授权的企业通常看重的是地

位、职位、知识和专业，而不是实际的贡献。他们认

为程序和协议比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法更重要。问题

带来的困境常常被掩盖起来，结果这些问题在日后

又会重新浮现出来”［42］。Covey 将授权分为两大

类，即下达指令型授权和充分信任型授权。只有充

分信任型授权，才能彼此间建立信任［45］。
二是分工合作。这就是要明确清晰的角色和职

责，这样才能更加高效、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例

如，领导者需要具备发展理念、宏观的视野与组织能

力。谈到领导的艺术，就必须明确领导者的职责: 不

断交流发展的理念，仔细倾听反馈，根据反馈、宏观

视野以及组织能力来调整发展理念。
三是要让每个人感到被重视，经常和团队分享

信息，交流观点，提出反馈，努力为实现共同目标而

达成共识、凝聚力量。这种交流能让团队中的每个

人感到被重视。同时，要主动利用各种场合大胆地

赞扬团队。对成员表现出的积极性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表示赞赏，在他人面前称赞团队成员的工作，对别

人做的工作带来的荣誉，不要轻易剥夺。
四是重视差异，因势利导，提升团队士气，因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行为和动机，是存在差异

的。在管理中，我们应该首先承认每个人都有差异，

然后再根据每个人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提升

团队成员的战斗士气。
五是共同成长。不断为团队提供学习与发展的

机会，以团队的形式一起发展，取得更多更大的收

获，形成正能量的团队。
在类似大规模疫情发生时，作为管理者，如何镇

定而从容地在虚拟世界展现自己的领导力、沟通力

和创造力，将至关重要。这的确很难，但是每一位管

理者都必须学会面对。“社交网络的普及和网络上

合作式的参与方式让教育不仅仅局限在教室，而是

通过互联网形成了全球的学习环境”，所以希望管

理者能够成为“倡导打破藩篱”的“新教育改革者”，

“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虚拟世界里，都让更多人

加入分散式合作的学习环境中来”［12］。

七、宏观层面: 系统思维之变

在当今联系日益紧密的“地球村”的“互联网+”
的时代，各个高校之间的协作越来越多，这是需要有

一种全新的系统思维，才能跳出本校的围墙思维。
传统的“电大”系统就是按照行政区划分割的

几十堵围墙。孙文柱等人指出了“电大”系统存在

多种突出问题［46］。显然，这个“系统”没有实现师

资队伍的整合; 没有实现学生群体的整合; 没有实现

课程的整合。为了尝试解决这些问题，韩艳辉提出

了“跨区域、一站式团队在线辅学”教改模式。“在

近几年网络核心课程的建设和运行中，的确出现了

比较有代表性的网络学习课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

出创新的学与教的模式。例如，韩艳辉教师团队的

基于‘媒体辅助英语教学’网络核心课程探索的‘跨

区域、一站式团队在线辅学’模式，已经比较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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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获得了较好的反响”［47］。通过这种教改，

师资队伍、学生群体和课程都实现了有效整合，保证

并提高了教育质量，最终实现教育公平。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该模式遵循了系统思维，通过整合，解决了

以往的老大难问题，发挥了系统的集团优势。
面授高校在转向在线教育时，特别是基于慕课

开展教与学时，也要把高校之间的围墙拆掉，进行课

程整合、师资整合和学生群体的整合，发挥合力，整

合各自的优势，形成一种新型的在线教育系统思维。
“风靡全球的 MOOCs 之所以为人所诟病，就是因为

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支持服务”［33］。而基于慕课，各

高校之间进行系统性整合，必将深入推进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在这方面，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作出了良好的表率。“专业类课程联盟

将全国的高校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共同建设在线开

放课程……”“跨校联合、共建共享……持续推动教

育公平”［48］。而且在当前应对大规模疫情时，该联

盟再次表示，“号召 600 余家成员单位、24 个地区工

作委员会、8 个地方培训中心、15 个课程工作组和高

校师生并肩作战，充分利用慕课的独特优势”，“组

织成员高校通过互联网群组进行研讨与培训，掌握

线上资源的使用方法，尽快开展在线教学”［49］。这

就是系统思维的体现。

八、宏观层面: 理论思维之变

必须承认，“正式教育深受教师、学习者和管理

者的态度和过去经历的影响———其中大部分是在面

对面的课堂上获得的”［21］。而这种态度和经历对从

面授教育向在线教育转型有着深刻的影响，不仅是

在教学方面，还包括理论研究方面。所以，很自然地

会看到，不少教师和管理者在不自觉地复制面授的

模式，用于在线教育，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在疫

情期间，大中小学纷纷采用直播的方式开展在线教

育，他们心中可能认为这就是在线教育，因为这就像

在教室里面对面授课一样，只不过借助了新的媒体

形式，但是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由于在线教育不

是简单地做直播，因此，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

不适。那么，面授教育的教师在开展在线教育研究

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面授思维与经历的影

响。“因此，我们看到在线学习与远程教育有着深

刻而不愉快的渊源。对一些人来说，强调新的和闪

光是吸引新的资金和支持的关键，对另一些人来说，

来自其远程教育路线的丰富遗产提供了学术认可所

需的合法性和必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21］。所

以，建议从传统远程教育的角度审视和研究在线教

育，因为在线教育是远程教育的时代进化，而非另起

炉灶。

九、结论

在传统面授高校和开放大学 ( 电大) 向在线教

育转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

战，这是很正常的。文章按照 Zawacki－Richter 远程

教育研究框架，重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七个方

面，对大规模在线教育转向进行了反思。建议在转

向过程中，按照在线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及时调整面

授思维、系统思维和理论思维，转变教师角色和管理

者角色，并转换教学服务观和资源观。在当前大规

模疫情的特殊时期，更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顺利

地完成在线教育的转向，满足广大学生的在线学习

需求，实现教育公平，并“保证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

教学质量实质等效”［18］，为打赢这场疫情攻坚战贡

献力量，并为疫情后中国在线教育的大发展和理论

建构作出贡献。

注释:

①在远程教育发展历史中，出现了大量文献，也曾有学

者试图对这些广泛而跨学科的文献进行分类，但是这些分类

差异很大。Zawacki－Richter 在 2009 年通过开展国际的德尔

菲研究，开发出较为科学的、经过验证的研究主题框架，对远

程教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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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Transition to Large－scale Online Education
———Based on Zawacki－Richter Framework

Han Yanhui
(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9，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raditional face－to－face universities and open universities have been actively embracing online education． The hasty shift

to onlin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in response to the widespread epidemic has encountered a variety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accord-

ance with the Zawacki－Richter research framework on distance education，the article focuses on seven aspects of macro－level，meso－level and micro－lev-

el research to reflect on several deep－rooted issues in the shift to large－scale online education，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smooth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online education during special times and after the epidemic． Through reflection，it is recommended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adjust their face－to－face thinking，systemic thinking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transform the roles of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and shift their view

of teaching services and resources in a timely manner according to the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education during the shift．

Key words: Online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Face－to－face thinking; The teacher’s role;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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