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理论探索Theoretical Exploration

我国教育领域 MOOC 研究现状的
可视化分析：热点与趋势

杨起虹 1  程结晶 2  刘敏 1

（1. 曲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2. 扬州大学 社会与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在我国教育领域 MOOC 的研究量急剧增长，其研究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而新兴技术和理念推动了 MOOC 的进一步

发展，这引起了研究者对我国教育领域 MOOC 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重视。本文以 CNKI 数据库中教育领域的 MOOC 文献为样

本，以共词矩阵分析、聚类分析、知识图谱分析为研究方法，以 SATI、SPSS、EXCEL、CiteSpcaeⅢ等为研究工具对我国教育领

域 MOOC 的研究现状进行定量分析并据此提出其研究热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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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非研究性文献，共得 418 篇有效文献。

（二）研究过程

具体研究过程如下：（1）收集数据，在CNKI 数

据库中根据检索词选择适当数量的题录信息并下载。

（2）删除下载的文件中与主题无意义的关键词并合并

意义相同的关键词，之后导入 SATI软件对关键词进行

字段抽取、词频统计并导出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和相异

矩阵。（3）利用 SPSS软件对相异矩阵进行聚类分析，

并以树状图绘制形式呈现，之后参照组间关键词的构

成状态对每一聚类领域进行命名。（4）根据共词矩阵

和聚类领域利用EXCEL软件绘制以向心度和密度为指

标的战略坐标图。（5）利用CiteSpace Ⅲ工具中的膨

胀词探测算法提取突显关键词，并可视化分析结果。

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基于共词矩阵的研究热点类别分析

1. 高频关键词词频分析

从知识理论的角度看，高频关键词代表着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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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自其诞生以来以暴

风式的传播速度极大地促进了开放教育的发展。2016年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发布了《中国MOOCs建

设与发展白皮书》，这使得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现阶段

MOOC的研究现状。然而关于MOOC研究现状的关注

点是在全领域中进行的，并未就教育领域单独讨论过。

为了明确MOOC在教育领域中的发展脉络和未来方向，

有必要对教育领域MOOC的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综合

分析，以期为后续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过程

（一）数据来源

本文引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检索

时间为2017年5月21日，在CNKI检索目录中选择“高

级检索”，采用“主题”=“MOOC”或“MOOCs”

或“慕课”或“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为表达式进行检索，

来源类别限定为“核心期刊”和“CSSCI”中的 78 本

教育类期刊，共检索出607篇相关文献，通过精练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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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即研究热点 [1]。词频 g指

数关注高频关键词对所有词的贡献值，并能够很好地

确定次高频关键词并排除低频次词的作用 [2]。在本研究

中当 g=34 时符合关键词数量的选取标准，且累计词频

百分比约为 38.75%，因此选取词频前 34 位的关键词

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基本体现我国教育领域MOOC的研

究热点（如表 1所示）。

表 1  高频关键词（部分）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MOOC 333 0.88 6 教学模式 22 0.11

2 翻转课堂 29 0.21 7 混合学习 15 0.16

3 高等教育 28 0.49 8 学习效果 12 0.18

4 SPOC 27 0.14 9 教学改革 12 0.20

5 在线教育 25 0.14 10 对策 12 0.10

2. 聚类分析

为更加准确地探明教育领域MOOC的主题结构，

基于高频关键词形成相似矩阵，可分析两两关键词之

间的相似性，为减小数据误差将相似矩阵中的所有数

据用数字“1”减去得到相异矩阵（如表 2所示）。相

异矩阵中两个关键词之间的数据越接近 0，表明这两个

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小，相似度越大 [3]。将相异矩阵

导入 SPSS中利用系统聚类法生成高频关键词聚类树状

图。根据关键词在树状图中的位置和相关连线可以将

其分为五个不重叠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即为一个子研

究热点主题（第三部分将具体说明）。

表 2  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部分）

关键词 MOOC SPOC 翻转课堂 在线教育 高等教育

MOOC 0 0.844 0.732 0.741 0.724

SPOC 0.744 0 0.830 0.893 0.877

翻转课堂 0.731 0.730 0 0.896 0.796

在线教育 0.841 0.893 0.897 0 0.796

高等教育 0.824 0.854 0.796 0.896 0

( 二 ) 战略坐标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各聚类主题的相关联系和相互影

响情况，结合共词矩阵和聚类主题对各子主题进行向

心度和密度分析，并以坐标的可视化形式呈现各子主

题的位置信息 ,其中向心度用X轴表示，密度用Y轴

表示。如图 1所示 ,分布在第一象限的主题是A、E，

该象限中的向心度和密度均为较大值，说明位于该象

限的主题内部联系紧密，外部与其他主题的沟通也比

较密切，说明主题A和 E研究的时间起点比较早，已

成为教育领域MOOC的研究重点且研究趋于成熟。A

的绝对值均比其他主题大，说明MOOC本体以及它作

为新兴的教学模式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影响已被

大众所熟知并接受。分布在第二象限的是B，该主题

内部的联系紧密，形成了系列小团体和阶段性成果，

但其与其他主题的沟通不密切，因此后续的研究应拓

宽思维，加入新元素，提升研究力量，如引入学习分

析技术研究MOOC平台中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分布在

第三象限的主题是C、D，向心度和密度均为负值，说

明其内部联系不紧密不足以形成研究团体，并且与外

部主题沟通不密切，但是主题D有向X轴接近的趋势，

说明其内部有希望形成系统体系。

图 1  战略坐标图

( 三 ) 基于突显关键词的研究趋势分析

使用CiteSpaceⅢ中的突显词探测算法可以方便探

明MOOC在教育领域逐年的演变趋势，如图2所示，从

时间轴上得知，2014年的突显词是高等教育和教学改革，

这一时期文献的研究方法前期多为逻辑推理，后期加入

国内外案例分析，集中讨论MOOC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的挑战与时机。至2015年的突显词是冷思考、SPOC和

混合式教学，一方面对MOOC的教学评价不再是狂热倒

向，而是批判回归，更多文献关注MOOC的伦理价值和

本土化创新;另一方面关注后MOOC时期衍生的学习

形态，如SPOC，这也是MOOC在教育领域本土化的混

合性创新。至2016年的突显词是影响因素和教师角色，

文献多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构建模型研究MOOC学习者

持续学习意愿和动机归因等学习行为，二是教师如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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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OOC的起源与高等教育的变革研究

该主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开放教育、在

线教育、信息技术等多种视角对MOOC的内涵、起源

与发展进行阐述。如早期对于基于联通主义的 cMOOC

和基于行为主义的 xMOOC之间的辩证性阐述。二是

MOOC为我国高等教育教育教学、服务创新带来的冲

击和机遇。一类文献着力论述MOOC助力于课堂结构

中师生角色的转变，助力于教师个体向课程团队的转

变等微观层面的观念 [4]。另一类文献从教育管理、教育

体制等宏观层面上阐述MOOC带来的创新服务思想。

虽然这类主题的文献较多出现于早期阶段，理论停留

在浅表层次，但其论证了MOOC的发展历程及其与传

统高等教育的关联，对于后期把握MOOC的热点和走

向是有力的参照。

( 二 )MOOC的学习行为研究

1. 学习者持续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比较重要的因素为学习者的动机与能力等内在因

素和学习者对于课程的满意度等外在因素。对学习内

容的感兴趣程度、学习资源获取的便利程度以及增加

求职或升学概率等都是激发学习者持续学习的动力 [5]。

在凸显个性化学习的MOOC中，学习者的知识积累能

力尤为重要，其中学习的主动性被认为是影响MOOC

课程完成率的关键要素 [6]。基于期望模型的研究发现学

习者的感知有用性、期望确认、学习满意度等会影响其

学习持续性，尤其是对开放性和声誉的感知对完成率有

很强的预测效果 [7]。

2.MOOC学习者交互行为研究

研究使用概率模型等技术手段来提升交互质量，

另有研究分析当前MOOC的交互现状，MOOC的论坛

交互状况受课程的类型、教学模式、视频呈现方式、

评价机制的影响较大，论坛发帖多为总结性评价，在

时效性上有先天的不足，因此要重视过程性评价和形

成性评价机制，全面的评价需要在新技术支持下有效

推进，如把具有互动及时性的弹幕技术与MOOC视频

相结合，提高学习者参与的临场感。 

（三）MOOC平台与课程建设研究

1.MOOC课程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

这类调查研究是对MOOC建设整体状况的基本把

MOOC资源真正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以及有关开放教育资

源知识技能开发、运用的教师技能培训。

图 2  突显词时间维度

三、研究热点分析

参照主题热点的分析结果，对相关主题文献进行二

次阅读，融入关联文献中的具体内容，再次对当前教育

领域MOOC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和讨论，如图3所示。

图 3  高频关键词聚类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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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如课程整体实施路径多采用“观看视频课程、测验、

论坛讨论”流程，学习评价仍采用传统的考试形式，

微视频在学习资源中占主要地位，且各个环节中的内

在关联性不强。

2.MOOC课程平台建设、运营研究

国内MOOC平台建设前期研究多借鉴国外成熟的

MOOC平台理念与技术来完善自身建设。在用户选择

方面应关注社会整体人群；平台价值利益的获取方式

应在完善课程资源的基础上拓展增值业务。

3.MOOC课程设计与开发研究

课程设计与开发的研究集中在具体课例的课程设

计和MOOC设计的关键要素上。目前在 MOOC设计

的关键要素中，教学设计、视频录制、评价指标、分

享机制的研究是重点。

（四）MOOC热的理性思考

从关键词数量由少到多再到少的变化趋势看，

MOOC的话题指数逐渐冷却。自2014年起学界多用“冷

思考”来反思MOOC快速膨胀的原因：（1）MOOC自

身面临的挑战与应用误区的研究。MOOC自身存在的问

题，包括学习链不完整、交互性差、教学设计无法兼顾

任意学习者等。（2）对MOOC本土化的研究。MOOC

本土化开发面临着中国特色文化缺失、学习路径固化、

技术与管理条件落后等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在课程内

容上，忽视对中国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3）对颠覆

高等教育质疑的研究。短时间内的颠覆和革命并不能对

社会本质起作用，因此MOOC应逐渐融入渗透到传统

教育体系中，有效地填补高等教育的缺口，高等教育也

可以有选择地接受MOOC带来的改变。

（五）MO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1. 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后MOOC时代，教育者更偏向使用基于MOOC并

结合了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目前最具代表性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是SPOC，关于 SPOC的研究主要分布

在对SPOC内涵意义的解读、SPOC与MOOC的对比研

究、SPOC的混合教学模式设计和实证的研究等方面。

SPOC的实质是将优质MOOC资源与传统课堂相结合，

明确教师的作用，减少资源成本但可以提升课程完成质量。

2.翻转课堂—微课—MOOC立体式教学模式构建

研究

翻转课堂、微课、MOOC这三种教学模式独立地

应用于课程教学中各有自身的优缺点，目前研究最多

的是将MOOC与翻转课堂合理结合，并在大学英语中

应用较为成熟。MOOC与微课相结合常用于微课资源

网站设计。将三种相互渗透组合的研究并不多，因此

取三者之长构建多元模型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四、研究趋势分析

（一）基于自适应学习的MOOC学习行为干

预和预测研究

自适应学习干预机制不具有强制效应，而是对学习

者的学习起到个性化指导的作用。一方面系统根据学习

者的学习痕迹和学习特点预测不同时间段中学习者的

学习偏好，并以私信等标记化可视化的形式将个性化的

学习资源和课程推荐给学习者。另一方面学习者可以对

MOOC系统给予的学习路径进行自主选择及自适应学习。

（二）基于学习分析的MOOC学习效果实证

研究

目前多数关于MOOC学习效果的实证研究是在小

样本数据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的，且文献的数量少、视

野窄，所以急需广泛的数据来源和完整的分析结果。

一方面利用学习分析是对学习者视频观看、作业参与、

论坛讨论发言、测试及格率等学习行为的统计分析，

力求降低MOOC辍学率并提高MOOC的通过率；另

一方面，利用MOOC学习分析可以提高信息的开放共

享性，促进人类学习的终身发展。

（三）基于供给侧改革的MOOC课程资源建

设研究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给受教育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选择。MOOC丰富

的课程资源是促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有效路径之一，

要提高MOOC供给侧课程资源的质量和创造性。另外，

要把握MOOC供给结构问题，完善课程建设的关键环

节，如富有教育理念又贴近生活的教学设计、开放性

的辅助教学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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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MOOC in China’s Education:

Focus and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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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OC has made  rapid growth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China,and  its  research 

types have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The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ideas have promo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OOC,which  has  attracted  researchers’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MOO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China.In this paper,the MOOC literature in 

the CNKI database was used as a sample,and the co-word analysis,cluster analysis and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method.SATI,SPSS,EXCEL and CiteSpcae Ⅲ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tool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MOO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China.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we put forward the hot research topics and research 

trend of MOO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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