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信息时代下，“互联网+”逐渐深入人心，互联网

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与此同时，互联网在教

育中的应用也大规模推广开来。大规模在线开放

课程（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于 2008

年首先由加拿大的教育工作者提出[1]，2012年在全

球大规模发展，2014年，“中国大学MOOC”上线，经

过了近几年的不断发展，开课学校包括了北京大

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多

所全国重点大学，国内高校总计已达126所；所开课

程涵盖了经济管理、心理学、计算机、文学历史、艺

术设计、工学、理学、哲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门类。

目前，MOOC网站已经发展至几十余家，包括国内

的“学堂在线”、“中国大学MOOC”、“MOOC学院”、

“好大学在线”以及国外的“Coursera”、“Exd”等等，

课程内容十分丰富。MOOC作为新兴事物，颠覆了

传统的教学方法，适应了教育改革的需要，使课程

教学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活学活

用。而《工程项目管理》这门课程作为工程管理专

业的核心课程，在课程教学中应注重理论与实践并

重，穿插案例教学，重点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并解决

项目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独立承担项

目管理任务，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工程实践中，所以

将MOOC应用于《工程项目管理》的课程教学中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MOOC的优点

1.1 开放性

1.1.1 教师资源的多样性

MOOC 平台上的课程教学不再是高校中单一

的教师授课，而是可以由多名教师共同完成，可以

来自不同的高校、甚至不同的国家，每一教师集中

所有精力以最饱满的热情讲授自己最拿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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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每一部分课程“做精做细做活”，将最优质的课程

资源展现出来，以达到最好的授课效果。

1.1.2 课程的开放性

任何人只要是想学习都可以在平台上注册成

为学员，学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MOOC平台消除

了地域、年龄、职业等的限制，无论是学生、在职人

员还是社会人员都可以通过在平台上学习课程来

充实自己。同时可以在平台上结交志同道合的好

友。

1.2 交互性

在MOOC平台上听课的同时，学员可以参与课

堂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随时提出问题、困

惑，会有老师解答，不用担心传统网络课程中有问

题无人解答的情况。同时也可以和来自世界各地

的学员一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思维更加开阔、活

跃，由自己认真思考和同伴们的帮助得到的答案更

加记忆深刻。在MOOC平台上，教师充当了引导者

和协调者的角色，教学模式不再是“填鸭式”[2]，学生

不再被动接受。由于处在网络环境中，一些羞于表

达自己的同学，没有了面对面交流时的紧张感，可

以大胆的直抒己见，更加深入的思考问题。

1.3 便捷性

传统的实验课程需要配备专门的实验室、购置

实验器材，需要有专人进行管理，实验室的建设和

维护成本较高，学生万一操作不慎，还可能存在安

全问题。MOOC的在线网络实验可以解决这一问

题，节约了实验室的建设资源，节省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还可以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优势，创

建和体验虚拟现实。学员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进

行实验操作，方便快捷。同时，一些需要多人操作

才能完成的实验，学员可以很容易在网上找到伙

伴，开展实验。

2 MOOC在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2.1 教学模块设置

根据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的任务和培养要

求，在MOOC平台中将此课程的教学设置为8大模

块，如图1所示。

首先通过理论教学模块，将工程项目管理知识

划分为每个小的知识点，每个知识点为一个小视

频，供学生学习。案例模块中依据教学知识点，找

出实际中与之相对应的工程案例，进行详细讲解，

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程项目中。专题讲座模

块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专家以

及工程项目管理成功人士讲解他们参与过的工程

项目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的重难点、存在的问题以及

解决办法，传授相关经验。交流模块可供学生与学

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进行相互交流，探讨相关

问题，在教学单元中发起讨论，形成讨论区，教师可

根据学生的发言情况进行打分，计入总成绩。实验

模块可以为学生提供进行项目管理沙盘实验所需

的基本条件，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现实环境，

同时由于处在网络虚拟环境中，可以避免现实中因

缺少同伴而无法进行实验的问题，跨越地区的障

碍，组建项目团队，与同伴共同完成项目管理的沙

盘实验。随堂练习模块、课后作业模块、考试模块

可分别用来检验学生课上、课下以及课程结束后的

学习成果，计入总成绩。

2.2 教学师资配备

MOOC 中除了由高等学校的优秀教师进行授

课外，还可以邀请国内外建筑工程领域的知名专

家、成功的工程项目管理人员，以自身经历为范本，

讲授自己对工程项目管理的理解、传授自身在实际

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总结的经验、需要注意的问题

和相关技巧，使理论与实践接轨。还可邀请参与工

程项目的相关各方，讲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何

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使自己的

经济效益最大化，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3 课程内容设置

第一，理论教学。以工程项目管理的“三控三

管一协调”为核心，展开理论教学，将每一知识点分

割为若干小单元知识，保证课程重难点清晰明了。

第二，案例教学。即针对每一章节的相关知识，查

找有关案例进行分析，引导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就该

案例进行思考、总结。同时，通过教师引导，使学生

主动了解国内外最新工程动态，从中吸取教训、总

图1 MOOC平台中的8大教学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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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经验。第三，实践教学[3]。在MOOC的实验模块，

由教师运用软件模拟演示工程项目管理的整个过

程，指导学生学习并完成整个工程项目管理的沙盘

实验，模拟真实的工程项目管理情景。同时，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推广使用VR技术，使学员在

工程项目中身临其境，虚拟进行现实中的相关工程

指令的操作。

3 MOOC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 课后无法与讲座中专家进行即时交流

由于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中专题讲座模块的国

内外嘉宾只进行一部分甚至一学时的授课，课堂交

流机会较少，所以很多学员想要课下针对一些专业

问题再进行深入的咨询和探讨，但这些嘉宾大多都

是项目工程师，在讲课结束后需要回到自己的工作

岗位，很少再关注该课程的教学，这时学员便无法

再与其取得联系。

3.2 课程结束后不能观看视频

MOOC 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充分的时间

留给学员进行思考和笔记记录，而工程项目管理课

程涉及的知识点较多、范围较广、内容较杂，很多学

员在该课程学习结束后并不能完全掌握，需要进行

教学回顾与知识巩固。目前我国的大规模在线开

放课程按学期开课，课程结束后不能观看教学视

频，学员不能随时巩固所学知识、即时进行课堂回

顾。同时，一些在职的工程人员以及对该课程感兴

趣、想要充实自己的非全日制在校学员经常错过开

课时间，又因为课程结束后不能回放教学视频，导

致无法学习该课程。

3.3 认可度低

3.3.1学员对MOOC课程认可度低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尚未进行大范围的推广，

很多人对 MOOC 尚不了解；一些人虽然对 MOOC

略有了解，但对课程教学质量并不了解，可能会导

致工程项目管理MOOC课程学员较少，高质量高水

平的工程项目管理MOOC课程被大部分人忽视。

3.3.2社会对MOOC证书认可度低

第一，由于目前全国尚未制定工程项目管理课

程统一的教学大纲、未制定统一的考核评价标准，

使得教学成果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所以很多在校学

生在学习过工程项目管理MOOC课程后学校并不

认可，仍需要在课堂上进行学习才能获得学分，该

课程只能作为其业余兴趣学习。第二，学生在线考

试过程中，缺乏统一的监考，全部依靠学生的自觉

性，可能存在作弊的情况。所以，导致MOOC证书

含金量不高，不具有普遍承认性。

4 建议

4.1 建立课后交流便捷渠道

在工程项目管理MOOC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可

以在取得课程授课教师的同意后在网站公布只能

由该课程的学员查看的授课教师邮箱等便捷的联

系方式，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通过社交软件建立官方

的网络交流群，便于学员与学员，学员与教师之间

的交流。

4.2 开设课程教学视频回放板块

将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师的讲课过程同步录

制成视频，放在网站专门的回放视频板块里，以便

学员课下观看，查漏补缺，巩固课堂教学内容。

4.3 进行课后评价

学员在完成工程项目管理MOOC课程的学习

后，可以在网站中课程专门的评价板块对该课程的

授课情况进行公开评价、发表意见和建议，以供其

他有意学习该课程的学员通过评价筛选出高水平

的MOOC课程进行学习。同时，授课教师也可以通

过学员的意见和建议提升自身的授课水平。

4.4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考试监管

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远程监督，教师可随意

调取学生的学习监控视频，抽查学生的听讲情况以

及课堂讨论参与程度。同时，在课程结业考试过程

中，可以邀请专门的考试监督连锁机构，靠技术手

段对学生的在线考试进行监考，确保考试的公平、

公正性。

4.5 制定相关规范推广MOOC课程

（1）针对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育部应制定统

一的教学大纲，确保与高校教学内容基本一致，同

时，制定统一的课程结业考核标准，规范工程项目

管理课程的教学与考核。

（2）MOOC平台应推进与高校学分的互换互认

制度，使在校生可以通过MOOC学习换取学分，提

高MOOC证书的含金量。

（3）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工程项目管理MOOC课

程对工程管理类从业人员进行继续教育，甚至一些

工程管理类执业资格的获取也可以通过MOOC证

书进行认定，从而大力提高MOOC在公众心中的认

可度。

5 结语

MOOC作为一种由“互联网+”衍生出的新兴网

络教学手段可以被广泛地应用在工程项目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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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中，教师不仅可以讲授理论知识，还可以

通过案例教学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将理论与实践接

轨；通过专题讲座，使学生了解最新工程项目动态、

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难点，以一名工程人的标

准要求自己；通过课程实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模拟项目实施过程，培养学生的决策能力。所以，

MOOC对于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的改革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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