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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参与自主MOOC平台资源建设研究*

摘要:MOOC的蓬勃发展为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变革带来了机遇。国内高校MOOC的实践方式主要有加入
知名MOOC、开发自主MOOC以及两种方式并举。文章分析了图书馆在高校自主MOOC平台资源建设中的作用，主
要是提供精准资源支撑、版权支持与咨询服务、专业信息素养服务等；重点提出了利用图书馆资源进行高校自主

MOOC平台资源建设的建构模型，涵盖资源导航和搜索两大功能。根据实践经验总结了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点和难
点，包括多部门合作、数据库合法调取、多数据源融合、资源与课程高符合度、资源使用数据收集与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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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规模开

放在线课程），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给高等教育带

来了巨大影响和深刻变革。近几年Web 2.0技术、云计

算、大数据技术、教育技术等的进步，促进了MOOC的

快速发展。积极应对MOOC的兴起，既是图书馆的职

责所在，也是图书馆拓展服务的契机。为此，高校图书

馆应参与到MOOC的理论研究、资源提供及技术支持

等各个环节中[1]。MOOC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为MOOC
提供的服务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2-3]：资源中心建设、

信息素养教育、版权事务指导、多媒体制作咨询、课程

辅助教学、学习空间提供等，但图书馆参与MOOC的具

体服务模式仍需深入研究。

本文在总结国内高校参与MOOC的实践方式的基

础上，分析MOOC带给图书馆的机遇，并从资源和服务

两个角度探讨高校图书馆在自主MOOC平台建设中能

够发挥的作用，进而提出一种基于图书馆资源进行自主

MOOC平台资源建设的建构模型，以满足自主MOOC平台

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1 国内高校参与MOOC的实践分析

1.1 国内高校的MOOC实践方式

MOOC的本质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开放在线优质课

程资源，实现名校名师优质课程资源的大规模学习共

享[4]。现今学校传统教学提供的线下授课方式已不能

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知识获取的需求，MOOC的出现

为高校进行教学改革、建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体系

创造了条件。国际上2012年被称为“MOOC元年”[5]，

Coursera、edX和Udacity三个知名MOOC平台被称为

在线教育的“三驾马车”[6]。国内自2013年“中国MOOC
元年”[7]至今，许多高校积极参与其中，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MOOC实践。

（1）加入知名MOOC平台。如2013年5月清华大

学和北京大学与e d X开始合作，而后北京大学又与

Coursera开展了合作；2013年7月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

大学与Coursera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北京大学为例，

两年时间内开设了35门MOOC，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

家的50多万人学习；其中Chinese for Beginners（《汉

语入门》）被2014年秋的“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年表）点评为值得关注的MOOC
之一 [8]。除了加入国际知名MOOC平台外，国内还有

五十余所高校参与了深圳大学牵头的全国地方高校优

课联盟（http://uooc.org.cn）。高校与知名MOOC平台

开展合作，一方面可以节省自建MOOC平台的人力、物

力，另一方面，依托现有平台尤其是国际知名MOOC平
台将其课程进行推广，可以利用平台的高知名度迅速提

高该校及其课程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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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发自主MOOC平台。2013年清华大学打造

的全球首个中文版MOOC平台“学堂在线”（ht tp://
www.xuetangx.com/），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开通的

“好大学在线”（http://www.cnmooc.org/）、北京语言

大学开通的“北语模课”（http://blcumooc.fy.chaoxing.
com/portal/），均为国内建立自主中文MOOC平台的有

益探索。高校开发建立自主MOOC平台，有利于推广本

土MOOC，抢占中文MOOC网站在全球的话语权，避免

国内高校成为国际知名高校的教辅基地。

（3）加入知名MOOC平台和开发自主MOOC平台

并举。目前，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开展MOOC教

育时，均采取了前期加入国际知名MOOC平台扩大学

校优质课程知名度、后期快速开发自主MOOC平台的

方式，实现两大方式并举。国际扩展知名度和国内抢占

话语权双管齐下的方式，使得高校能够最大限度地进

行战略布局，抢占MOOC时代的一席之地。

1.2 不同MOOC实践方式带给图书馆的机遇

伴随着国内高校如火如荼的MOOC实践，高校图

书馆应该积极思考如何参与其中，这是新环境下图书

馆提供主动服务、体现图书馆价值、提高显示度的重

要途径。高校图书馆对学校教学科研的支撑作用主要

体现在资源和服务两个方面[3]。经分析可知，在不同

MOOC实践方式下，高校图书馆参与MOOC平台的可

行性并不完全相同（见表1）。

表1 高校图书馆参与MOOC实践方式的可行性分析

√

√

图书馆作用
开发自主MOOC

×

√

加入知名MOOC

资源

服务

基本MOOC实践方式

由于资源具有归属性，因此图书馆可以将其拥有

的资源嵌入本校开发的自主MOOC平台，而无法嵌入

到知名MOOC平台。然而，图书馆可以将其提供的版

权、信息咨询等服务提供给各种MOOC平台。进一步分

析得知，无论高校采取上述何种MOOC实践方式，资源

均是关系到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面向课程的优

质服务必定要依赖于拥有的资源。现有著名的MOOC
网站（Coursera、edX、学堂在线、好大学在线等）的具

体课程页面上仅能提供与该课程密切相关的授课视频

和课件资源，但是与课程相关的数字图书、论文等数

字资料尚未能有效嵌入。图书馆作为高校教学科研的

信息基地，拥有着与该校教学科研最为匹配的信息资

源，应当将其嵌入到自主MOOC平台当中，实现资源与

教学的结合，并进行有针对性服务。然而目前鲜见针对

高校图书馆如何将其资源嵌入自主MOOC平台的具体

研究。

1.3 高校图书馆在自主MOOC平台资源建设中的
作用

所谓自主MOOC平台资源建设，就是将图书馆

拥有的资源（尤其是数字资源），嵌入到该校的自主

MOOC平台当中，达到优化课程资源设置、最大化为

MOOC平台使用者提供信息服务的目的。高校图书馆

的天然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使其能够在资源提供、版

权支持与咨询、信息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提供精准资源支撑。高校图书馆是教学研究

所需信息资源的聚集地，是MOOC教学模式中信息获

取、分析、生成和传播的重要渠道[9]。对高校图书馆而

言，无论其纸质还是数字馆藏，均是按多年来的学科设

置而形成的资源体系，能满足该校教学研究的资源需

求。图书馆的资源优势能够为MOOC平台提供精准的

资源支撑，保证学生在线上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资源。

（2）提供版权支持和版权咨询服务。高校图书馆

购买的资源均是在同数据库商签订协议的前提下使

用的，若要将其用于MOOC平台，图书馆应该保证在

版权法的范围内合理使用这些资源，并向相关教师提

供版权咨询服务，促进资源的有效使用。此外，在自主

MOOC平台资源建设过程中，高校利用图书馆具有版

权的资源可以有效规避风险。

（3）提供专业信息素养服务。在MOOC实践中，教

师希望图书馆能够将其拥有的数字资源无缝地嵌入

教学和学习系统中，提供协作式学习论坛，帮助其实

现MOOC环境下的角色转变[9]。馆员应真正成为教育

的合作者，而非仅仅是教师的支持者 [10]。一方面，馆

员应针对教师需求，利用其专业的信息素养为教师提

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帮助教师寻找和获得其备课、

授课、答疑过程中所需的资料；另一方面，部分学习

者在自主学习环境下可能面临信息获取障碍，馆员应

发挥其专长，为学习者提供信息检索、信息组织等方

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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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图书馆参与自主MOOC平台资源
建设的建构模型

利用高校图书馆资源进行自主MOOC平台的资源

建设，最基本的就是要满足MOOC平台使用者的信息

需求。资源中心的数据来源是该校图书馆有权限使用

的各种数据库以及该校的MOOC视频资源和课件资源

库，首先需要将这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展现，给用户

提供友好和有效的资源使用入口。综合已有MOOC平

台资源中心的建设经验，本文认为MOOC平台资源中

心应该采取用户被动浏览和用户主动检索相结合的方

式，为学习者提供资源导航和资源搜索两大功能。

2.1 自主MOOC平台的资源导航功能设计

在MOOC教学模式下的知识传播生态结构中，图

书馆的作用首先是收集、分类和整合课程相关资料[9]。

因此，图书馆参与自主MOOC平台资源建设，首先需要

为学习者提供资源导航，即把有权限的资源（包括纸本

馆藏、非书资料等）按照一定的展示框架，分门别类进

行展现。用户不需要具有先验知识，只需要沿着设定的

资源展现级别和类别一一浏览，资源以一种主动的方

式呈现在用户面前，用户可以对其感兴趣的资源自行进

行深度学习。这种方式要求资源要以用户能够接受的

形式进行呈现，否则会影响用户体验。

（1）资源的展现框架应该符合高校的实际情况。

参考超星公司为全国各高校MOOC平台提供的统一资

源中心形式、高校专业目录结构以及高校开设专业实际

情况，本文认为学科门类、专业和课程是最能契合教师

和学生信息需求的一种展现框架，自主MOOC平台的资

源应该按照“学科门类->专业->课程”导航框架逐级排

布，每个学科门类包含若干专业，每个专业包含若干课

程，课程是资源展现的最细粒度，在每门课程下展示该

课程的资源。同时，资源应包括视频、课件、图书等类型

（见图1）。具体而言，一般高校课程可以分为公共必修

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为优化资

源中心的导航功能，可以将面向全校所有学生开设的公

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进行统一展示，然后针对专业

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按照“学科门类->专业->课程”导

航进行排布。这样，用户会在浏览过程中认为该资源中

心内容十分贴近他们所学，能够提升用户满意度。

（2）资源类别应该按照该平台实际可用的资源

情况进行设置。具体的资源类别与各高校拥有的资源

有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仅将需要的资源类别加入到

MOOC资源中心，如图1所示。其中，授课视频和课件由

教授该门课程的教师和教务处共同提供；图书资料根据课

程内容从图书馆拥有纸本馆藏、随书光盘库、电子图书库

中提取、整合得到；论文资料则来自于图书馆购买的论

文数据库。目前，大部分MOOC平台仅能提供MOOC授

课视频和课件，在此基础上加入图书馆资源能够扩充

资源容量，提升用户对MOOC平台的忠诚度。

图1 高校自主MOOC平台的资源导航模型

由图1可知，结合图书馆资源进行高校自主MOOC
平台资源中心的导航功能建设，本质是一种资源精细

化组织。

2.2 自主MOOC平台的资源搜索功能设计

自主MOOC平台的资源搜索功能是指对学校和教

师授权的授课视频、课件资源和图书馆有权限的各种

资源进行一站式检索。与导航功能不同，这是一种有目

的的、主动式的资源检索，用户需要具有一定的先验知

识，资源以返回搜索结果的形式呈现在用户面前，搜索

结果质量与搜索引擎功能有直接关系。结合“北语模

课”的实践，高校自主MOOC平台资源中心的检索功能

应该以导航功能展现的资源为搜索来源，用户通过搜

索关键词实现对各数据来源的一站式搜索，搜索结果

按照各个数据库分别进行展示（见图2）。
（1）搜索的来源应该是动态的、可更新的。考虑

到教师的授课视频和课件可能存在更新，并且图书馆

购买的各种数据库也会定期更新，搜索功能又以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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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高校自主MOOC平台的资源搜索模型

资源为搜索来源，因此MOOC平台资源中心建设时要

先导航功能再搜索功能，便于搜索功能的技术实现，达

到根据变动的资源情况显示实时搜索结果的目的。

（2）搜索结果的展现框架应该是友好的。由于是

跨库检索，为了便于用户查看，搜索结果应该按照资源

来源进行版块展现，每个版块显示最新命中的5-10条
记录。此外，应该提供给用户直接获取该资源的途径，

即用户点击一个具体资源记录直接跳转到该资源详细

或下载页面，而不需要二次检索。

MOOC资源中心的搜索功能与导航功能相辅相

成，两者的界限并不绝对，应根据各校资源实际数量，

在导航功能的部分资源类别版块可以有版块内搜索功

能，在搜索功能的结果展现页面上也应体现资源按照

一定形式展现的导航意味。此外，这一建设方案只是

MOOC平台资源中心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随着资源

应用的深化和对资源建设理解的深入，可以在此基础

上进行功能扩充，加入一些高级功能，例如，基于数据

挖掘技术的知识发现功能。

3 高校图书馆参与自主MOOC资源建设
的关键点和难点分析

3.1 北语图书馆参与“北语模课”资源中心
建设的实践

北京语言大学是国内较早建立自主MOOC平台

的高校，在实践过程中，图书馆同校教务处、信息

科学学院合作，目前已完成了“北语模课”资源中心

（http://202.112.195.249/Search/index2.php）的一期

工作。基本实现模式为：图书馆馆员提出资源建设策略

及提供数据库接口，教务处参与探讨及进行部门协商，

信息科学学院人员负责技术实现。以资源搜索页面为例

（见图3），将图书馆现有资源分为“文献资源”、“语

料库”和“教学工具”三大类，搜索“数据挖掘”，返回

的结果按照相关资源所属的具体类别“读秀图书库”、

“读秀知识库”、“BCC”等各数据库进行展现（见图

4），这一逻辑与上述提到的自主MOOC平台资源搜索

的建设策略（见图2）是一致的。目前该系统已经投入

使用，师生反馈良好。

图3 “北语模课”资源中心的搜索页面

图4 “北语模课”资源中心的搜索结果页面

3.2 高校图书馆参与自主MOOC资源建设
的关键点分析

笔者在参与“北语模课”资源中心建设中发现，实

现图书馆资源嵌入MOOC平台，需要处理好多部门合

作、数据库合法调取、多数据源融合这三个关键问题。

（1）要处理好学校内部的多部门合作和沟通。图

书馆资源嵌入高校MOOC平台资源中心，虽然以图书馆

为主导，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需要图书馆与校领导、教务

处、教师和信息中心等机构的多部门合作。若仅仅是将教

师和教务处提供的授课视频和课件作为资源，仅需要信息

中心即可技术实现；但若是要将图书馆资源嵌入MOOC平
台，则需要校领导的决策支持、教务处的政策支持，以及图

书馆、教师和网络信息技术中心的多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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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确保数据库的合法调取。对图书馆资源分类

需要调取各数据库数据，技术实现层面为避免侵权，需

要图书馆同各数据库商谈判，争取有利许可，获得各数

据库商提供的元数据API接口。

（3）要处理好多数据源的融合问题。高校图书馆

引进数据库的数量在逐步提升，如何将各个数据库数据

进行有效集成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如针对图书资料，在

纸本馆藏、随书光盘库和电子图书库的整合过程中，对

同一本书要能够同时提供这3方面信息，一个显而易见

的方法是采用每本书的ISBN号进行数据关联。

3.3 高校图书馆参与自主MOOC资源建设
的难点分析

根据“北语模课”资源建设一期工作的实践，笔者

认为，为达到图书馆资源最大化为MOOC服务的目的，

有如下两个难点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如何保证推荐的图书馆资源与课程的高符

合度。很显然，从资源类别看，授课视频和课件均由教

师和教务处提供，不存在与课程符合度不高的问题，但

是图书馆资源主要由图书馆员来负责分类，学科之间

具有差异性，如何能够针对各学科、专业和课程提供资

料是个难点。一方面，可以通过构建具有多学科背景的

馆员队伍，与各学科教师紧密合作来完成；另一方面，

可以从目前已有类似研究获取经验。如中国人民大学博

士生主文献数字化资源库的资源设置按照国家二级学

科分类即“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专业”，针对每一

层级推荐该领域的著作和期刊论文。但这是一种人工

地依靠专家经验的方式，耗时长。在自主MOOC平台资

源中心建设中，高校如想快速实现其功能，这种人工方

式是不现实的。因此，如何快速地、科学合理地实现图

书、论文与学科门类、专业和课程的匹配将是一个值得

研究的问题。

其次，如何及时收集资源使用数据并进行评估。

MOOC平台需要不断升级维护，如果能够及时收集用

户的资源使用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估，就能够为图

书馆进一步购买资源提供参考，为教师提供学生兴趣

数据以帮助其优化课程。

4 结语

MOOC为图书馆服务模式创新带来了机遇。本文

分析了不同实践方式下高校图书馆参与MOOC平台的

可行性，着重论述了高校图书馆如何参与自主MOOC
平台资源建设以创新图书馆服务模式，并结合“北语

模课”资源建设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其中的关键点和难

点，对一些具体实现问题进行了探索。随着图书馆资源

在MOOC平台的深度嵌入，图书馆员如何利用这些

嵌入的资源开展新形式、深层次的学科服务还需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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