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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課緣起與課程評價壹、開課緣起與課程評價

        2014年8月承蒙臺大校方的邀請，我在Coursera 平臺開設了全球第一門中文文史

MOOC課程「中國古代歷史與人物—秦始皇」。為什麼想開設這樣一門網路課程

呢？主要的原因有三個：領導者、社會公平和個人理想。

        首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臺大MOOC課程能夠有今天的卓越成就，除

了校方的支持外，和執行長葉丙成老師的大力推動是密不可分的。葉丙成老師是一

個非常有熱情和理想的人，改變提升現今的教育是他始終如一的夢想。從臺大到臺

灣，乃至於兩岸，許多年輕老師願意不計名利的參加 MOOC，都是被他的熱情和理

想所打動。

        其次，在這個世界上過去有許多人常因為家庭或經濟條件所限，無法接受更好

的教育，這是不公平的。如今因為MOOC的出現，人類第一次在歷史上可以用極為

低廉的成本來傳播教育。只要有心向學，有更多的人可以在網路上親自體驗世界第

一流的大學教育，獲得過去沒有機會接觸的課程和知識。

        最後，則是為了試驗個人的教育理想。現代的學校教育，尤其是大學以前的教

育，基本上是一種時代的產物，是為了因應工業革命以後，填補各種專業人力的需

求而設計出的教育。究其本質，其實是一種專門用來培養工匠的教育。至於人文教

育的核心──人怎樣才能活得像個人，基本上不是這套教育關心的重點。

        在這種工匠教育的影響下，歷史教育也受到了極大的改變。短期、大量的灌輸

式記憶成了現代歷史教育的面容，從小學到中學甚至大學，我們人人都接受了十分

漫長的歷史教育，花費了無數時間背誦年代、人名、地名、事件，卻從來不明白，

除了應付考試外，這到底是為了什麼？這樣的同學到了大學來，往往既不懂得發

問，也不懂得思考，更不必談應用歷史來解決問題。所以我一直想要為大多數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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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專業的同學開設一門通識入門課程，讓大家學習到歷史「有趣」和「有用」的地

方到底在哪裡，還原歷史學身為智慧之學的本來面目。

        而MOOC，正給了我這樣的一個機會。

        秉持上述的理念，我在Coursera平臺上先後開設了「中國古代歷史與人物—秦始

皇」和「史記一」兩門課程，意外地獲得了熱烈迴響，名列2014年4月Coursera平臺

統計最受華語世界學生歡迎、最多人修習的前四名課程之二，其中「秦始皇」課程

更是破紀錄的超過四萬餘人登記修習！

        當然，數量上的龐大並不能代表一切，我更重視同學修課後是否有所收穫。來

自網路上修課同學們的回饋，更讓我倍感驚喜。例如有一位楊曉哲同學，在他的博

客上寫了一篇長文來推這門課，他說：「這位老師把我點醒！他精細地設計，層層

地拋出問題，讓我們不由自主地想得更深。」另一位孫小小同學，在接受《中國新

聞週刊》訪問時表示：「我第一次意識到歷史是這麼有用 !」。而還有一位網名「蕩

漾的流年」的大陸同學，在他的博客上說:「必須承認，這是來自臺灣大學的一場歷

史的盛宴」！這對一個花費無數心力的年輕教師來說，是莫大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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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如何製作貳、如何製作MOOC？？

        那麼要如何製作一門MOOC課程呢？由我個人的經驗來看，大致可分為十個步

驟：

一、撰寫課綱一、撰寫課綱

        首先必須在網路課程平臺上（例如COURSERA），撰寫你的課程大綱，說明課

程的內容和相關資訊。相信我，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網路上的課程成千上萬，一份

好的課程大綱可以吸引許多有興趣的同學願意花時間來修你的課。

二、聘請助理二、聘請助理

        製作一門好的MOOC課程，需要花費教師大量的時間和心力，因此一個好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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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非常必要。他必須對你的課程有相當了解，對網路平臺的運作也十分熟悉，更重

要的是認真，要同樣願意為這門課程精益求精。

三、教材製作三、教材製作

        MOOC課程雖然是以影片的方式上傳到網站中，但個人建議絕不能只是把上課

的錄影放上去。目前全球的MOOC課程競爭非常激烈，絕大部分的課程都是從頭製

作教材，並引進各種新式的教法。本校的知名MOOC教師康仕仲老師曾說過：「如

果說過去的網路公開課程像是拍攝紀錄片，那麼MOOC課程就像是拍攝劇情片」，

這句話說得實在太好了！

四、了解要求四、了解要求

        每個網路課程平臺，對於線上課程都有不同的要求。例如COURSERA會要求在

正式開課前一個月，必須上傳好兩週以上的課程。對於這些相關的要求，開課教師

必須注意。

五、課程錄製五、課程錄製

        這是製作MOOC課程的重頭戲，其中關於課程內容的部分，相信授課教師已經

駕輕就熟，但仍要提醒的是場地和設備的問題。由於目前網路課程競爭激烈，許多

學校都不惜投入大量經費去製作極為高檔的課程。因此如果各位要錄製自己的

MOOC課程，就算找不到專業攝影棚、高級影音錄製設備，也不能相差太多。像當

初「秦始皇」課程就是用Web-Cam錄的，如今看來還是比較粗糙。

六、六、QUIZ設計設計

        MOOC為了避免同學上課進入疲態，非常重視在課程中安插QUIZ，也就是小型

的測驗。事實上這樣的測驗如果設計得好，不但可以提振上課同學的精神，還可以

成為課程的亮點。

七、課程上傳七、課程上傳

        每週課程都有固定上傳的期限，因此建議各位老師如果不想臨時為了系統的狀

況而著急，最好準備足夠的影片存量。

八、作業設計八、作業設計

        MOOC課程仍然是一門課程，不是看影片而已。因此授課教師必須如同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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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一樣，為修課的同學們設計作業或考試。

九、網站經營九、網站經營

        MOOC課程和實體課程最大的不同，其實就在這一點上。作為授課教師，絕不

能只是想上課、出作業、考試就以為完成了。上課之後的討論區經營極為重要，修

課同學可能對課程有各式各樣的問題，甚至提出各種意見，授課教師都必須用心回

應。

參、參、MOOC的艱辛之處的艱辛之處

        那麼製作MOOC課程有哪些艱辛之處呢？說真話，實在太多了，舉其大者有以

下六點：

一、制度上的不鼓勵一、制度上的不鼓勵

        目前現行大學對於教師的要求，主要以研究發表論文為主，其次則是課堂上的

教學和服務。至於製作MOOC課程，完全不列入任何評鑑的制度中。換句話說，授

課教師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花了大量的時間製作出一門好的MOOC課程，在目前

的制度中卻沒有任何回報，只能當做個人興趣。

二、驚人的消耗時間二、驚人的消耗時間

        製作MOOC課程消耗的時間，遠比大家想像得更驚人（除非各位只打算直接拿

課堂影片上線）。以「秦始皇」課程為例，當時可能因為經驗不足，平均每週一小

時半的課程，前後花費的時間（包括網站經營）大約是兩個工作天。對一個新進教

師來說，負擔是很大的。

三、難覓適任助理三、難覓適任助理

        如果能找到一位好的助理，特別是在網站經營上發揮作用，就能大大減輕教師

的負擔。因為他能夠及時反映修課同學的意見，幫助解答簡單的問題，更可以給予

教師許多有幫助的建議。但這樣的助理，必須有著認真負責、精益求精的態度，而

不能只有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

四、他校課程的競爭四、他校課程的競爭

        在我個人來看，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MOOC的世界，那就是「軍備競賽」。當

全世界所有學校的同類型課程都被放在一起檢視，在失去校牆保護的情況下，這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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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課程彼此的競爭更加激烈。當其它課程進步的同時，也會逼得舊有的課程不得不

進步。

五、全新的師生關係五、全新的師生關係

        在實體課堂上，學生為了得到學分和好成績，往往對於老師還有態度上相當的

敬畏。但在MOOC課堂上，這個前提是不存在的。學生多是匿名，全部純粹為興趣

而來，他們關心的永遠只有這門課程的好壞，他們的評語將極為直接而不留任何餘

地，建議授課教師做好這方面的心理準備。

六、被放大的評價六、被放大的評價

        這是MOOC最特殊的地方，它的傳播力是過去實體課程的一百倍以上！而且實

體課程上過就算，但網路的課程就可以被反覆放一百遍，甚至是慢速播放。因此每

一門課程，不論是優點或缺點，也都將被放大一百倍以上。

        以過來人的經驗，對於各位有心想要開設MOOC課程的教師，個人的忠告是：

「開課前務必慎重考慮，開課後千萬不要後悔」。

肆、肆、MOOC的獨特收穫的獨特收穫

        除了艱辛之處外，開設MOOC課程當然也有獨特的收穫，否則就不會有人去做

了。

        就教育本身而言，MOOC主要有下列三方面的貢獻：

一、公平教育的實現一、公平教育的實現

        如同前面所說，MOOC打破了校牆的阻隔，讓各式各樣有心向學的人都能接受

良好的教育，這在人類的歷史上都是具有非凡意義的。想想，在這個社會上有多少

有潛力的人，卻因為經濟社會條件所限，無法發掘出自身的才華。如今有了

MOOC，可以幫助多少人打開新的視野，發現生命中的新道路。各位參與MOOC的

老師們，你們確實是在做一件幫助人的好事，雖然在現行制度中未必有回報，但光

是這一點就值得了。

二、舊式教育的革命二、舊式教育的革命

        MOOC的出現，使得過去習以為常的教育方式產生了巨大的改變。除了教材、

教法本身因應新科技而有所提升外，更重要的是學生在學習習慣上的改變，學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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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再局限於課堂，也沒有固定的時段，只要他願意，就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學習。

三、東方文化的展現三、東方文化的展現

        過去在教育上，往往是西方文化占據主流地位，向東方進行大量的傳播。如今

透過網路，我們第一次有機會在平等的基礎上，向全世界展現東方文化的獨特價

值。以「秦始皇」課程為例，雖然是中文課程，學生卻不只有華人，我在開課的第

一週就收到一封來自烏克蘭的信，是一位正在學中文的烏克蘭人寄給我的。從這可

以看出，網路教育的傳播力已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局面。

        此外就學校而言，MOOC也有下列三方面的好處：

一、展現優越教學實力一、展現優越教學實力

        在過去，學校擁有好的老師和課程，往往只能被校內所知，最多也不過就是全

國知名。但如今透過MOOC，卻能讓學校優良的教學實力展現在全世界的面前。中

國大陸最負盛名的MOOC討論網站「果殼網」中，就曾有知名網友在修習臺大

MOOC課程後，說出「臺大出品，必屬精品」這樣的感想，正是最好的例證。

二、提高學校知名度二、提高學校知名度

        MOOC的傳播力無遠弗屆，只要有好的老師和課程，任何一間學校都有可能廣

為人知。在目前臺灣少子化，許多學校急需生源的情況下，再也沒有比MOOC課程

成本更低、效果更大的正面傳播方式。

三、融入世界潮流三、融入世界潮流

        MOOC的行列。去年哈佛商學院更把學生是否擁有多張MOOC證書，作為申請

入學的參考依據之一。從這裡來看，MOOC已是大勢所趨，作為積極希望與世界接

軌的臺灣各大院校而言，更是應該大力投入的新領域。

        綜而言之，對於老師而言，由於缺乏制度上的正視，MOOC是一件吃力而未必

能得到回報的事物。對於學校而言，MOOC是一件能夠大大提升學校知名度並展現

教學實力的國際舞臺。對於教育本身而言，MOOC是一件正確而有意義的事情，而

對的事情就應該有人來做。

* 呂世浩，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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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lushihhao@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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