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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锁定
俄罗斯议

会!日批准总
统普京在乌克
兰动用俄罗斯
武装力量的提
议，乌克兰军
队进入完全战
斗准备状态。

相关链接

通过“慕课”展露才华
巴图辛·米昂甘巴雅是麻省理

工学院一年级学生，来自蒙古国。别
看他才 !"岁，脑子里琢磨的事可不
少：他正在钻研一种手机新技术，有
望获得专利；他经常和企业家一类
人来往，请教如何创办新兴企业。
巴图辛之所以有机会入读美国

名校，完全得益于“大规模开放式网
上课程”（#$$%），简称“慕课”。两
年前，他在网上注册了麻省理工学
院开设的一门“慕课”，那是相当于
大学二年级水平的电子学课程，年
方 !&岁的巴图辛成绩优异。此外，
他自行设计的一个提醒儿童避让车
辆的报警装置也让麻省理工刮目相
看，向他发出了入学通知书。
像巴图辛一样通过“慕课”被名

校择优录取的学生还有不少。阿莫
尔·巴韦来自印度中部一座小城，因
出色的编程能力获得麻省理工和哈
佛联手打造的“慕课”平台 "#$ 青
睐，如今在麻省理工学习。
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年级学生塔

哈·塔里克来自巴基斯坦，拥有出色
的写作能力。他参加了宾大教授艾
尔·菲尔雷斯的现代诗歌“慕课”，成
为家里第一个到美国上大学的人。
这些天才少年通过互联网展露

才华，为名校选拔人才提供了新思
路。包括哈佛、杜克、麻省理工和伯
克利音乐学院在内的诸多著名学府
争先恐后开设网上课程，以至于有
人说，网络课程的兴起将重塑高等
教育的未来。

"%$首席科学家彼得·米特罗
说，全世界有 &'亿人口无法得到像
样的教育，其中包括数百万很聪明、
却没有机会发挥才干的人。“('年
前，我们没有办法教他们，但现在，
我们可以。”
当然，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

为“慕课”对解决大学学费昂贵问题
并无多大帮助。有教授抱怨，“慕课”

威胁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方式，学生
缺少校园生活体验。

出国接触崭新世界
阿莫尔的父亲是一名软件工程

师，所以他很小就有机会接触计算
机方面的书籍。!(岁那年，父亲给
他买了一个遥控汽车玩具，他立即
拆了，自己重新设计了一套程序。上
中学前，他已经熟练掌握多种计算
机语言，包括 &''、()*)和 +",-.。

('')年，家里安装了互联网，
一个崭新世界出现在阿莫尔面前。
他找到麻省理工的开放课程软件，
爱上了著名教授沃特·卢因的物理
课。('!(年春，"%$的前身 /012推
出电路和电子课程，他立即注册报
名，最终在考试中得了 )"的高分。
课程结束后，阿莫尔说服另两

名学员自创一套后继教程，制作相
关教学视频和测试题放在网上，吸
引了 !'''多名学生。同时，他还为
/012平台编写代码，包括一个打分
软件。米特罗如此评价：“阿莫尔运
用的许多技术非常新奇，即便今天
也绝无仅有。”
得到专家的肯定，阿莫尔深受

鼓舞，对麻省理工更添一分向往。印
度每年有 !'万人留学美国，但他们
大多来自大城市里的富裕家庭，从
小上国际学校。像阿莫尔这样背景
普通的学生，只能挤破脑袋争取上
国内名校。
来到美国后，阿莫尔对很多事

情感到新鲜，比如这里的汽车给行
人让路，人行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不
过最令他高兴的，是可以和志同道
合者谈论人工智能和计算机代码。
“在印度，我从来没想过给机器

人编程，因为我根本没有资源去做
这事。”阿莫尔说，“但是在美国，我
可以做任何感兴趣的事。”

体验两地不同学风
塔哈不清楚自己的未来会怎

样，但他有超强的感悟力，富于想
象，渴望有所作为。一年前，他无意
中在 /3%+3 论坛上发现宾夕法尼
亚大学教授菲尔雷斯的现代诗歌网
络课程，被深深吸引。
他还关注宾大校园网上的文学

沙龙“凯利·莱特斯之家”。它由宾大
一群师生于 !))&年创建，经常组织
诗歌朗诵、电影放映和各种讲座，传
播波希米亚文化。塔哈在巴基斯坦
就读于一所英式私立学校，严谨校
风与论坛里的自由之风形成鲜明对
比，他更喜欢“凯利·莱特斯之家”那
种轻松融洽的师生关系。
“视频中，学生们围坐在一起，

喝着咖啡，讨论诗歌。有人笨嘴拙
舌，有人言辞激烈，有人的解读完全
不靠谱，但我从来不觉得有谁把他
的理解强加于人。”塔哈说。
塔哈在上高中时曾和朋友合办

过一份杂志《菠萝》，旨在鼓励大家
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很多话题在巴
基斯坦无人谈及，极端主义和激进
主义的存在正是因为人们未能从另
一种角度思考问题。”
作为老师，菲尔雷斯也很喜欢

和看不见的学生互动，经常逛论坛
和学生聊天。“他们对我来说都是真
实的。”他说，“我努力树立一个样
板，让‘慕课’变得更加人性化。”他
也会为“凯利·莱特斯之家”录影，
“因为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我喜欢
的诗歌正被成千上万的人阅读”。

/3%+3自 ('!(年秋创建以来，
已有 *万名学员。菲尔雷斯说，去年
有 !&'名学员主动向“凯利·莱特斯
之家”捐款达 "'''美元。

宾大负责招生的杰米+李·约
瑟琳说，“慕课”将许多像塔哈这样
具有写作天赋的青少年吸引到宾
大，今年已有 ,''人联系过校方，是
去年的两倍。她认为，塔哈在 /3%+3

论坛上的发言颇有见地，他创办的
《菠萝》杂志很有创意，“这正是我们
寻找的人才”。

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巴图辛的兴趣是利用集成电路

解决实际问题，他在学习麻省理工
的电路和电子学网络课程后，设计
了一个车库报警系统：只要有汽车
出入，电子眼就会发出信号，激活安
装在车库外的警报器。
巴图辛的梦想是做蒙古的乔布

斯，通过自己的努力切实改善人们
的生活。“我希望我的项目能给人们
带来幸福。”他说。
蒙古重视教育，但整个体系专

注于考试和争夺奥赛奖牌，导致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差。所幸蒙
古国 -.基础建设比较完善，巴图辛
和他的同学们得以像其他国家的孩
子一样，熟练掌握网络技术。
巴图辛在乌兰巴托就读于桑特

学校，校长恩科姆克·祖尔干沁本身
就是个敢想敢做的人物。他 ('')年
毕业于麻省理工，之后在斯坦福大
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在麻省理
工读书时，他成功说服一家公司为
祖国捐赠 !万台笔记本电脑。他将
教育软件翻译成蒙语，装入电脑后
派送到蒙古偏远地区。
担任桑特学校校长后，祖尔干

沁选择 ('名学生注册了麻省理工
的电路和电子学网络课程。虽然课
程难度有点大，但他相信这是一个
让下一代接触实用知识的途径，“在
蒙古，我们需要很多工程师”。最后，
有 45名学生通过了课程。
这门课程全球有 /,'名学员成

绩为“优”，巴图辛是其中之一。他乐
于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自制教学
视频放到网上，帮助同学们理解相
关概念并解决实际问题。
对巴图辛来说，麻省理工的网

络课程与他之前上过的任何课程都
不同。“它们确实和现实生活紧密相
连，比如教天线如何工作。蒙古的教
学非常理论化，许多学生不明白如
何学以致用。”

! ! &慕课#最早从美国起步$

但近来在其他国家也掀起热

潮' 法国高教与科研部公布数

据显示$! 月正式上线的法国

式"慕课(已吸引超过 "#$万名

注册学生'

法国高教与科研部介绍$

巴黎综合理工大学) 巴黎政治

学院) 巴黎高等商学院等一批

法国著名高校在"慕课(平台免

费提供文学)物理)生物)数学

等大学课程'

与传统课程只有几十个学

生不同$"慕课(不设学生人数'

它以兴趣为导向$ 只需电子邮

箱地址就可注册参与在线共享

的优质课程' 整个教学课程被

切割成 !%分钟甚至更小的"微

课程($不同"微课程(间穿插许

多小问题$ 就像游戏里的通关

设置$只有答对才能继续听课$

旨在循序渐进地让学生从初学

者成长为高级人才'

法国高教与科研部部长热

纳维耶芙*菲奥拉索说$ 法国

"慕课( 不为学生提供文凭$但

它打破了大学壁垒$ 使得不同

背景身份的人都能接受教育'

“慕课”新功能：搜罗“明日之星”
美国名校开设网络课程在全球挖掘人才

文 6 唐昀

美国著名
学府近年来纷
纷开设网络课
程（“慕课”），
一来为了让更
多人有机会学
习优质课程，
二来便于在全
球范围内挖掘
“明日之星”。
这有点像歌唱
选秀节目《美
国偶像》，不过
选拔的是爱因
斯坦那样的天
才少年。

法国高校“慕课”

"大规模开放式网上课程(

!&''(%$简称"慕课('

"!(代表 !"##$%& !大规

模%$ 指的是课程注册人数多$

每门课程容量可达数万人'

第一个"'(代表 ()&*!开

放%$ 指的是学习气氛浓厚$以

兴趣为导向$ 凡是想学习的都

可以进来学'

第二个 "(( 代表 (*+$*&

!在线%$指的是时间空间灵活$

使用客观) 自动化的线上学习

评价系统$ 运用大型开放式网

络保证教学互动$ 自我管理学

习进度$全天开放$提出问题后

,分钟就能得到反馈'

"((代表 -+"##!课程%'

"慕课( 不同于传统的电

视) 广播) 函授等远程教育形

式$ 也不完全等同于近期兴起

的教学视频网络共享+++公开

课$ 更不同于基于网络的学习

软件或在线应用'

在&慕课#模式下$课堂教

学) 学生的学习进程和学习体

验) 师生互动过程等都可以完

整)系统地在线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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