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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许荠方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重庆�401520

摘�要：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全国各大高校都在利用在线开放课程（即慕课）支持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积极尝

试适用于新型教学模式的资源建设和改革。通过调查研究后发现，在对混合式课程应用效果进行评价时，一般是按照

“先用后评，以评促用”的原则进行，没有相应客观全面的评价指标以供参考，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众多慕课质量参

差不齐、学生难以有针对性地选择慕课等问题。基于此，为保证慕课在高校教育教学中应用效果的提升，文章将针对

慕课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做出深入探讨与剖析，以便将慕课的效用发挥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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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我国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

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对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提出了一流课程“双万计划”，即建设国家级、省

级一流线上和线上线下精品课程各一万门，鼓励教师对

已建成的各级精品在线课程进行多模式应用，鼓励学生

通过公共服务平台上丰富的在线课程进行多形式学习，

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推广应用水平，推动形成支持学习

者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泛在化混合学习新

环境、新模式[1]。而面对与日俱增的慕课，亟需利用数据

挖掘及情感分析等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一套客观、全面、

公平、自动、有针对性地慕课质量评价体系，以更好地

完善慕课生态系统，推动学生把握选择主动权以倒逼平

台提高慕课质量。*
1��慕课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发展现状

慕课（MOOC）属于教育行业发展与互联网技术的
高度融合产物，其能够更为直观展现出“互联网+教育”
的典型特点，作为一种线上大规模开放式课程，这种教

学模式充分突破了教学工作在时间以及空间上的限制。

我国慕课的发展，离不开高校的努力与探索。2013年5
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将部分课程上传至edX大规模开
放在线课堂平台，标志着我国慕课建设正式起步。不久

后，一批国内优秀大学纷纷投入了慕课的建设浪潮。据

悉，仅2013年至2014年间，我国慕课的课程数量就从不
到10门发展到超过200门，慕课使用人次也从不到1000人
次上升到了超过200万人次，迅猛增长的数字背后，是积
极开放优质课程共享的高校和不断产出优质课程的高校

教师。

慕课的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课程资源以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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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平台的展现为主，学习者、教学者都不需要面对面，

学习者无论身处何地，均可实现在线学习，仅需连接互

联网；（2）基于CC协议，需要课程资源设置形式为“开
放式”，才可称之为慕课；（3）慕课的形成，需具备大
型、大规模等特点，由个人所发布的单一课程，并不能

够称之为慕课[2]。而在慕课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中，大

多数指标的确定，基本以课程质量、平台功能、技术支

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评价为主，在评价指标的细化方

面，亟需更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慕课作为大规模在线

课程开放的典型代表课程，其与我国教育领域的信息化建

设、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各个高校应该在着重引入慕课

教学资源的同时，以慕课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发挥慕

课在高校课程资源丰富、专业课程发展方面的作用。

2��慕课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为了提高慕课质量，为学员提供有针对性的慕课选

择策略，本文选择合适的指标构建质量评价体系，通过

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指标权重，对慕课质量进行综合

评价。

2.1  指标体系构建
对慕课质量的评价应当给出具体、可测、可操作化

的判断标准，因此需要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

从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面来构建指标体系。一级

指标旨在确定整个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二级指标是对

一级指标的细化。根据慕课的特点、学习者的关注方向

以及数据的可得性，从教学设计、教学效果、学员参与

情况三个方面来制定。

2.1.1  教学设计：由于线上教学形式上的局限性，教
师不能通过学生课堂表现以及与学生互动来掌握学生的

学习情况，单单通过“教师授课”这样的形式，难以激

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因此，在教学设计一级指标下，



2024� 第5卷�第2期·现代教育探索

110

拟定随堂作业次数（A1）、期末测验难易程度（A2）、
答疑回复次数（A3）3个二级指标，这种二级指标的设
计，需关注到慕课教学内容、考试内容、作业内容等的

安排是否得当，并且需要考虑不同高校学习者在接受能

力、理解能力上的差异，以便判断学生是否真正做到了

对所学慕课知识的全面掌握与理解。

2.1.2  教学效果：教学效果可以通过课程影响力、学
员学习效果来反映，因此在教学效果一级指标下，拟定

学员数（B1）、播放量（B2）、完成率（B3）、获证率
（B4）、教师层次（B5）5个二级指标。在慕课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教学效果无疑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

题，上述指标中的“教师层次”指标，是对教学效果产

生影响的主要因素，而在教师层次指标的构成中，主要

包含教师所获职称、综合水平、学术水平、管理能力、

科研水平、教学水平等多项内容[3]。而学员数、播放量、

完成率、获证率4个指标会随着教师层次指标的变化而产
生明显变化。与此同时，这4个指标除了会受到教师层次
的影响之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慕课教学资源的影

响，其中课外资料、学习论坛、模拟实验室、视频材料

等均是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的慕课资源，这些资源设

置的合理性，也直接关系到慕课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

建效果。

2.1.3  学员参与情况：学员参与情况用Ƒ论ƒ互动数
（C1）、ƓƔ数（C2）、作业参与度（C3）、期末考试
参与度（C4）4个二级指标来ƕ量。学员参与情况指标从
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慕课教学Ɩ成度，通过该指标，能

够考Ɨ学员慕课的参与度，并根据指标评价Ƙ果，做出

慕课课程教学内容的ƙ整与优化。

综上所述，本文共形成了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
标，具体ƚ表1所ƛ。

表1��慕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
标
体
系

教学设计（A）
随堂作业次数（A1）
期末测验难易程度（A2）
答疑回复次数（A3）

教学效果（B）

学员数（B1）
播放量（B2）
完成率（B3）
获证率（B4）
教师层次（B5）

学员参与情况（C）

Ƒ论ƒ互动数（C1）
ƓƔ数（C2）

作业参与度（C3）
期末考试参与度（C4）

2.2  权重确定
权重是指Ɯ一因素Ɲ指标相对于Ɯ一ƞ物的重要程

度，其不同于一Ɵ的Ơ重，体现的不仅仅是Ɯ一因素Ɲ

指标所ơ的Ƣ分Ơ。在慕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

不同指标权重ƣƙ的是因素Ɲ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体

现了各指标的Ƥƥ度和重要性，权重Ʀ高，该因素Ʀ重

要。确定权重的方法一Ɵ有ƧƨƩ法和层次分析法。Ƨ

ƨƩ法ƪ称专家ƫ权法，是一种由该领域专家根据Ƭ验

来进行ƭ分的方法，具有Ʈƣ的主观性。层次分析法是

一种主客观Ƙ合的方法，ƠƧƨƩ法更具客观性，更适

合本指标体系的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法（AHP法）需要根据研究Ư标之间的内
在联系和因果关系，将Ư标层ư步分解为多层次的Ư标体

系，ư层ƠƮ相关因素，ư层Ʊ验ƠƮƘ果的合理性，将

Ʋ策者的Ƭ验判断给Ƴ量化。本文指标体系的Ư标层为慕

课质量，准ƴ层为各一级指标，方Ƶ层为各二级指标。

根据以上Ư标体系，生成层次分析专家ƙƶ表，由

多Ʒ慕课方面的专家对同一层次指标之间两两重要程度

进行ƠƮ和分析判断，构成判断Ƹƹ。在对两两指标之

间相对重要程度的测度时，ƺ用ƻ级法来进行ƭ分，Ƽ

指标与ƽ指标ƠƮ，Ƽ指标极ƾ重要ƭ分为9，ƣƿ重要
ƭ分为7，明显重要ƭ分为5，ƠƮ重要ƭ分为3，重要ƭ
分为1，Ʈ不重要ƭ分为1/3，不重要ƭ分为1/5，ǀ不重要
ƭ分为1/7，极不重要ƭ分为1/9。在yaahpǁǂ中设置好Ư
标体系，并ǃ入各层次的判断Ƹƹ，在ǃ入的过程中会不

断进行一Ǆ性Ʊ验，各层次判断Ƹƹ均通过一Ǆ性Ʊ验，

表明专家ǅǆǇǈ上的判断是一Ǆ的，判断Ƹƹ构ǉ合

理，不Ǌ在指标之间相对重要程度相互ǋǌ的情况。

Ǎ后根据判断Ƹƹ进行各级指标权重计算，得到ƚ

表2所ƛƘ果：
表2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教学设计（A）
0.6144

随堂作业次数（A1） 0.1396
期末测验难易程度（A2） 0.3325
答疑回复次数（A3） 0.5278

教学效果（B）
0.2684

拟定学员数（B1） 0.0944
播放量（B2） 0.1245
完成率（B3） 0.3364
获证率（B4） 0.2351
教师层次（B5） 0.2096

学员参与情况
（C）
0.1172

Ƒ论ƒ互动数（C1） 0.125
ƓƔ数（C2） 0.125
作业参与度（C3） 0.375

期末考试参与度（C4） 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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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标准制定

ǎ得到Ɯ门慕课的这些指标Ǐ，便可以根据以上慕

课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权重，计算该门慕课的综合

得分。由于各个指标的量ǐ不同、数量级不同，因此ƺ

用Ǒ一化的方法，ǒ除指标量ǐ与数量级的影响，同时

将所有指标数据都Ǔ制在0-100以内，ƚ此计算出来的综
合得分也能ǔ证Ǔ制在0-100分以内，使Ƙ果可以用“Ƣ
分制”来Ǖ述[4]。

本文ƺ用等级划分式标准，将课程质量划分为优ǖ

中差4个等级。优秀（90-100分）：慕课的评价得分在
此ƒ间内，表ƛ该慕课在课程质量、内容设计、教学资

源、学生互动等方面均表现出Ǘ，获得了学生的高度ǘ

可。ǖ好（80-89分）：慕课的评价得分在此ƒ间内，
表ƛ该慕课在多个方面表现ǖ好，Ǚǚ可能有一些Ǜǜ

ǝƝ需要改进的地方，Ǟ整体而言ǟ具有Ʈ高的教学价

Ǐ。中等（70-79分）：慕课的评价得分在此ƒ间内，表
ƛ该慕课在教学质量、内容设计等方面Ɩ到了一定的标

准，Ǟ可能Ǌ在一些不ǠƝ需要改进的地方，需要进一步

提升和完善。差（60分以下）：慕课的评价得分在此ƒ间
内，表ƛ该慕课在多个方面表现不ǡ，可能Ǌ在Ǣ重的

质量问题Ɲ教学ǣǤ，需要进行全面的改进和提升。

结束语

本文基于慕课的特点、现ǥ以及数据可得性，构建

了包含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的慕课质量评价体

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根据该指

标体系可以计算得出各门慕课的具体得分，并Ǧǧ优ǖ

中差4个等级对各门慕课进行等级确定。各慕课Ǩǩ可
以根据评分与等级评判本慕课课程的质量，并进行相应

的改善与优化，学生Ǫ也可以参考慕课的评分选择更优

质、更适合自ǫ的慕课进行学习。

慕课作为一种Ǭ新的教育形式，不仅在我国高等教

育领域推动了理ǭ、Ƭ验和模式的全面革新，而且在Ǯ

进在线开放课程的规ǯ化、系统化方面发挥了关ǰ作

用。慕课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无疑是现代信息技术在

高等教育领域Ǳ得的新突破。我Ǫǲǳ进一步加ƣ慕课

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基于各级指标和方Ƶ层的科学权

重分Ǵ，对慕课进行更为细Ǆ、精准的质量评价，从而

确ǔ我国慕课的质量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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