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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一年一度的中国杭州名师

名校长论坛在杭州举行，开胃菜是学前教育论

坛，数百位学前教育的专家和老师聚在一起，关

注学前教育改革和幼儿园特色课程建设。

本次论坛由浙江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和中

国杭州名师名校长论坛组委会主办，杭州市

上城区教育局承办。上城区的 11 所幼儿园

还为大家展示了不同的园本特色课程。杭州

上城区教育局局长项海刚说：“上城区名园集

团覆盖率居杭州市第一，优质学前教育资源

覆盖率居杭州市第一。”

论坛第一天，主办方请来了一位美国幼

教专家作报告。这位专家叫爱丽丝·艾维，是

美国洛杉矶常青藤幼儿园园长，还是美国洛杉

矶教育研究院的院长。据说，常青藤幼儿园是

美国最顶级的幼儿园。台下有500位来自全国

各地的幼儿园老师、园长和学前教育的专家。

爱丽丝先让老师们看图形，一个红色的

正方形，大家都认得，然后是一个长方形，大

家也认得。当爱丽丝把长方形稍微变了一下

形状，大家还是认得叫做平行四边形。

“我接下来需要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平行

四边形的面积和长方形的面积是一样的吗？”

结果只有 5 名老师认为是不一样的，只

占老师总数的1%。

认为是一样的老师，用从小学里就学到

的知识说明理由，“把平行四边形左边的三角

形移至右边，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说明面积

没有变啊。”

爱丽丝认为，现场这 1%的老师是非常

勇敢的，因为他们的答案是对的，平行四边形

的面积小于长方形的。“其实这里面有一种极

限思维，长方形不断变形，最后的面积是零。”

为什么这么多老师回答错了？

爱丽丝说，成人有一个坏习惯，喜欢套用

学校里学到的公式，而没有认真去思考这个

问题。“这是幼儿园老师的价值所在，让孩子

们学会思考，而不是快速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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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第一关
这段经历有助申请学校

此前，edX 推出了一项课程体验员计

划，有15位优秀学员入选了这个计划。他们

将分别挑战一门课程，并且将自己的学习全

程与大家分享。edX 上的课程多为大学教

育水平，这些入选者要么是大学生，要么是上

班族，张炳麟是其中唯一一个高中生。

edX 曾在成立四周年时公布过一组数

据，该平台上 25%的学习者处于读大学的年

纪，71%为终身学习者，高中生只占4%。

这不是张炳麟第一次在线学习大学课

程。三年前，当时还在读初三的他就在线学

习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课程，并获得第一张

证书。此后，他又先后完成四门大学课程。

现在才刚上高三的他学慕课的初衷是为了接

触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这从他的选课就可

以看出。他获得的五张证书，涉及生物学、计

算机科学、哲学、微积分多个领域。

张炳麟是五年前了解到 MOOC 这个概

念。当时，大多数的在线课程都是全英文教

学，而且课程内容对初一学生来说难度太大，

所以他没有马上就学。升到初三后，他获得

了保送资格，时间上比较空余，英文水平也有

所提高，这才开始正式学习。

张炳麟选的第一门课是Coursera的《生

命体征：了解身体告诉我们的信息》，这是宾

夕法尼亚大学护理学院的课程。

课上得并不轻松，没有中文字幕，全靠英

文字幕“啃”下来，专业术语要一个个查字典，

做笔记，不懂的地方需要及时暂停，弄懂了，

再重新学。但学完之后，张炳麟发现只要攻

克了语言这一关，选择的又是自己感兴趣的

课程，即使是初中生，也能拿下大学课程。

在 edX 上，部分课程可以免费修读。如

果希望记录、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则需要支

付一笔费用（大部分课程的费用在 50 美元至

100美元之间），用来进行身份认证。

edX建议，学习者可以将证书上传网上，

让潜在的雇主了解你的技能。对张炳麟来说，

这段学习经历一定程度上对他申请学校有所

帮助。他计划申请美国高校读本科，“MOOC

让我把专业聚焦在了政治、计算机上。”

学分互认很重要
浙大推出了不少慕课课程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用户参与在线学习，

国内各类慕课平台也随之产生。如网易与高

教社携手推出的“中国大学MOOC”，果壳创

立的“MOOC学院”等。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陆国栋告诉记

者，浙大就在“中国大学MOOC”上线了十几

门课程，包括唐诗、哲学、C语言、博弈论等多

个学科。至于课程的选择，他表示，这主要取

决于老师的积极性，以及课程的质量水平。

在这种授课模式下，学生通过观看视频、

参与讨论、提交作业等方式进行学习，一旦学

生的最终成绩达到了老师制定的考核标准，

就可以获得一份由老师签署的认证证书。

而 edX 等平台迈得步子更大，部分 edX

课程还提供学分与微学位选项，获得证书的

同学将有机会获得美国高校颁发的正式学分

与微硕士认证。

对此，陆国栋表示，学分互认是一种趋

势，教育部也在积极鼓励和推动，但在国内的

实际操作难度还是较大。

和“异时异地”的 MOOC 相比，陆国栋

更推崇“同时异地”的 SPOC（小规模限制性

在线课程），也就是采取网络直播的模式，让

不同地方的人同时上课。

浙大在这方面也有诸多尝试。比如浙大

现在正和湖州中学合作，湖州中学的学生在

本校和浙大的大学生一起上课，通过考试后

可获得浙大的学分。

在陆国栋看来，慕课结合线下的师生互

动、讨论，才能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模

式，在线课程才更有价值。

日前，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创立的网络教育

平台edX其微信账号推送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杭州外

国语学校高三学生张炳麟，他分享了在《哲学与批判性思维》

这门课程中的学习体验。

先来名词解释下。

MOOC（大 型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中 文 名 为 慕 课 ，

Coursera、Udacity、edX是三大主要课程提供商。

Coursera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两名计算机科学教授创

办；edX由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联手创建；Udacity诞生于斯

坦福大学的一个实验。

三大课程提供商的兴起，给世界各地的学习者提供了系

统学习的可能。

别以为这样的课程是美国的事情，其实现在很多中国学

生在这种平台上学习。根据edX的数据，该平台学习者人数

排名前五位分别是美国、印度、英国、巴西和中国。

在这个平台上能学到什么？学出来之后有什么实用？昨

天，钱报记者采访了杭州高三学生张炳麟。

当前最流行的慕课，目前在国内风生水起

让我们来看看一位杭州高三学生的体验

全英文的哲学课，他对着屏幕“啃”下来了
本报记者 张冰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