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７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未 来 传 播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人工智能

慕课优化路径研究： 以北京大学为例
钱小龙　 仇江燕

摘　 要： 作为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教育方式， 慕课受到教育界的广泛探索研

究。 随着各大高校人工智能专业的崛起， 作为人工智能专业传统教育的补充， 人工智能慕课也逐渐成为教

育界关注的焦点。 该研究致力于以个案推导出共性， 运用内容分析法从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评价这四个方面对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现状进行分析， 为人工智能慕课补充理论基础与建设策略。

结果显示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还存在师生交流较少、 小组互助较少、 评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为此， 该

文提出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 优化完善教学内容、 增加互动讨论、 优化教学策略、 建立合理科学的评价机

制以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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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国务院颁布了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５〕 ４

号）， 提出利用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 探索在线教育领域的新教育服务供给方式。［１］ 其中，

慕课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简称 ＭＯＯＣ） 由于规模大、 开放性强、 个性化的特点与突破时间、 空

间的优势， 成为目前最受瞩目的在线教育模式。［２］

基于应用的需求， 人工智能已深入到学习、 生活等各个领域， 成为日常话语实践的重要要素［３］ ， 人

工智能相关学科的发展成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和推动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４］ ， 发展人工智能技

术、 培养人工智能人才迫在眉睫。 ２０１７ 年， 国务院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文件中明确指

出， 我国需要加强人工智能学科建设， 选择试点院校以建立人工智能学院， 另还需要增加人工智能专

业的博士和硕士招生数量。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许多知名大学都集中了其资源， 响应了国家建立人

工智能学院的号召。［５］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中国科学院大学发文成立人工智能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学院是

一个新型学院， 在我国人工智能领域， 这个学院是首个全面开展教育和科研工作的学院。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湖南工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分别成立。 同年 ３ 月， 南京大学人工

智能学院宣布成立。 人工智能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崛起。 与此同时， 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 学堂在线等

知名慕课平台上的人工智能慕课也大量涌现。 如无特别说明， 本研究所指的人工智能慕课是指上述的

人工智能专业课程以慕课的形式在慕课平台上开设的课程。 为了解人工智能慕课的现状， 促进人工智

能慕课的改革， 本文以北京大学为例， 选取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为研究对象， 进行系统的内容分析。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 ‘互联网＋’ 战略背景下美国研究型大学慕课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借鉴研究”
（１７ＡＧＬ０２５） 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 ‘双一流’ 战略下江苏高水平大学开放教育资源建设的比较研究”
（２０１７ＺＤＩＸＭ１３２）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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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工智能慕课研究现状

（一） 国内现状

国内人工智能慕课迅速崛起， 但关于人工智能慕课教育方面研究较少且存在一些问题， 以北京大

学开设的人工智能慕课为例， 该课程重点介绍关于人工智能的核心思想、 基本理论、 基本方法和一些

应用， 并在原版英语教材的基础上， 根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变化， 尤其是机器学习领域， 编写和丰富

了大量内容。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 首先， 课程中的概念较为复杂， 学生理解较为困难； 其次， 授课内

容以 ＰＰＴ 为主， 讲述的方式与传统教育方式一般无二， ＰＰＴ 的内容则与书本的内容基本一致， 缺乏趣

味性。
不过， 人工智能慕课的教学目标与方法都值得探究。 以高中人工智能教学目标为例， 黄秉刚作为中

学信息技术一线教师， 认为教师应在教学中增加实质性内容， 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领悟人工智能技

术的思想方法， 培养勤于思索、 乐于钻研的良好学习习惯， 创造良好的人工智能学习氛围， 促进人工

智能技术在基础教育中普及。［６］郑俏根据高中人工智能课程的教学目标、 人工智能研究的特殊性以及高

中生的认知特点， 提出高中人工智能的教学宜采用基于问题学习的信息化教学模式， 他认为， 在实际

教学中， 信息技术作为学生问题求解的工具应整合于 ＰＢＬ 实施的全过程中。［７］

　 （二） 国外现状

国外的人工智能教育通过慕课平台的普及已相当全面。 美国更是走在世界前列， 美国在中学教育

阶段就加强学生信息技术学科的学习， 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进一步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美国三大慕课

平台上的人工智能课程更加倾向于实际场景的应用以及如何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解决问题。 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也更多会用实例来详细说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使学生的兴趣得到极大开发。
而且， 国外的人工智能慕课也相对丰富许多，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具有一定优势， 国外慕课平台推

出的课程侧重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 ｅｄＸ 平台推出 《人工智能》 ＭＯＯＣ 课

程， 由 Ｄａｎ Ｋｌｅｉｎ 和 Ｐｉｅｔｅｒ Ａｂｂｅｅｌ 主讲， 此课程对智能计算机系统设计中的基本思想和技术进行介绍，
对统计与决策理论建模范例进行重点讲解。 在课程中学到的技术可以让学生有能力制造出能够在随机

和敌对环境中做出有效决策的自主智能体， 给学生在应用程序领域深造奠定良好基础。［８］ 哥伦比亚大学

是人工智能专业领域的杰出代表［９］ ， 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在 ｅｄＸ 平台推出 《人工智能》 课程， 由 Ａｎｓａｆ Ｓａｌｌｅｂ
－Ａｏｕｉｓｓｉ 主讲， 课程侧重于对构建智能计算机系统的基本技术的广泛理解以及对人工智能如何应用场景

的理解。 这些场景包括自动驾驶汽车、 人脸识别、 网络搜索、 工业机器人等， 讲解人工智能与智能代

理导论， 人工智能史让学生了解 ＡＩ 的发展历史， 构建智能代理体系讲解如何解决未知和启发式搜索、

游戏玩法、 逻辑代理和约束满足等问题， 同时教学生运用 Ｐｙｔｈｏｎ 编程解决实际人工智能问题。［１０］

（三） 综合评价

通过上述研究梳理发现，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相比较与国外人工智能慕课的全面普及且侧重于实际场景应用， 国内人工智能慕课资源虽

已丰富， 但讲述缺乏趣味、 教学方法单一、 侧重于理论。 因此， 研究人工智能慕课教学的现状， 找出

其具体问题并提出有效措施是国内人工智能慕课发展的关键。
第二， 国内人工智能慕课的研究仍侧重于理论方面， 高中阶段研究人工智能课程教学目标较多， 而

国外一般大学就侧重于研究人工智能慕课的实际场景应用。
第三， 基于人工智能慕课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研究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现状， 能为广大慕课

参与者指引方向， 进而加快以慕课为平台的人工智能课程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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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介绍

本文以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为研究对象， 利用内容分析法得出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内容的量

化结果， 通过对结果的比较， 还原人工智能慕课的现状并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慕课平台上人工智能课

程的建设提出建议， 促进国内人工智能慕课的改革。
（一） 内容分析法的应用

内容分析法是以客观、 系统的方式对一般信息内容进行数量化描述的研究方法［１１］ ， 它对于明显的

传播内容做客观而有系统的量化并加以描述。 研究者根据量化的统计结果， 找出反映慕课内容本质的

特性， 克服纯文本定性研究中存在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１２］目前， 内容分析法已广泛应用在政治学、 新

闻学、 心理学等领域。
本文从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评价这四个方面对北京大学人

工智能慕课进行内容分析， 有助于了解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情况并透彻分析现状， 为慕课的质量问

题提供建议， 为慕课管理者和教师带来经验启示， 以便于更好的推进以慕课为平台的教育信息化改革，
并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

（二） 研究过程介绍

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北京大学的人工智能慕课内容研究， 一般过程包括研究对象的选择、 研究内

容的类目设计以及统计信度分析环节。
１ 内容抽样

北京大学有关人工智能类的慕课共 ３０ 门， 包含人工智能、 计算机基础知识、 程序设计与算法、 数

据结构、 操作系统等类型课程， 其中人工智能基础知识类 ５ 门、 数据结构类 ３ 门、 操作系统类 ２ 门， 计

算机基础知识类 ６ 门、 程序设计算法类 １４ 门， 笔者大致按比例抽出 １０ 门课程， 如下表：
表 １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抽样课程

编号 课　 程　 名 平　 　 　 台

１ 人工智能实践：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笔记 中国大学慕课

２ 数据结构与算法

中国大学慕课 （在此平台观看）
华文慕课
学堂在线
ｅｄｘ

３ 魅力机器人

华文慕课 （在此平台观看）
学堂在线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Ｅｄｘ

４ 操作系统原理
华文慕课 （在此平台观看）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５ 理论计算机科学基础
华文慕课 （在此平台观看）
学堂在线
Ｅｄｘ

６ 算法设计与分析
华文慕课 （在此平台观看）
学堂在线
Ｅｄ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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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课　 程　 名 平　 　 　 台

７ 软件工程

华文慕课
中国大学慕课 （在此平台观看）
Ｅｄｘ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８ 程序设计实习
华文慕课 （在此平台观看）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Ｅｄｘ

９ 计算概论 Ａ 华文慕课 （在此平台观看）
ｃｏｕｓｅｒａ

１０ 计算概论 Ｂ 华文慕课 （在此平台观看）
ｃｏｕｓｅｒａ

　 　 ２ 类目设计

本文将从慕课的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策略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进行类目设计与概念解释。
（１） 教学目标的类目设计。 教学目标类目分析依据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理论分为认知、 动作技能

和情感三大领域。 其中认知领域参照布鲁姆认知领域目标分类分为六类， 动作技能领域参照辛普森动

作技能领域目标分类分为五类， 情感领域参照克拉斯沃尔情感领域目标分类分为七类。 制作表 ２ 进行类

目设计， 即对类目分类及解释：
表 ２　 教学目标类目设计表

类目名称 概　 　 念　 　 解　 　 释

认知领域

知识 对先前学习过的知识材料的记忆

领会 把握知识材料的能力

运用 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新的情境， 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分析 能把复杂的知识整体分解为组成部分并理解其各组成部分之间联系的能力

综合 将所学知识的各组成部分重新组合， 形成一个新的知识整体

评价 对材料 （如论文、 观点、 研究报告等） 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

情感领域

接受 学习者愿意注意某个特定的现象或刺激

反应 学习者主动参与， 积极反应， 表现出比较高的兴趣

评价 学习者用一定的价值标准对特定的现象进行评价

组织
学习者在遇到有多种价值观念呈现的复杂情境时， 将价值观组织成一个体系， 对

各种价值观对比， 确定相关关系与相对重要性， 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
价值与价值体系

的性格化
学习者通过对价值观体系的组织， 逐渐形成自己的品性

动作技能领域

感知 运用感官获得信息以指导动作

准备 对固定动作的准备， 包括心理定向、 生理定向和情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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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名称 概　 　 念　 　 解　 　 释

有指导的反应 复杂动作技能学习的早期阶段， 包括模仿和尝试错误

机械动作 学习者的反应已成习惯， 能够以某种熟练和自信水平完成动作

复杂的外显反应 包括复杂动作模式的熟练操作

适应
技能的高度发展水平， 学习者能够修正自己的动作模式以适应特殊的设施或满足

具体情境的需要

创新 创造新的动作模式适应具体情境

　 　 （２） 教学内容的类目设计。 布鲁姆将教学活动的整体目标分为知识、 技能、 情感领域， 参照这一

理论， 将教学内容分为知识类、 技能类以及情感类 ３ 类， 并细分知识类与技能类类目， 制作表 ３ 进行类

目设计， 即对类目分类及解释：
表 ３　 教学内容类目设计表

类目名称 概　 念　 解　 释

知识类———陈述性知识 描述客观事物特点及关系的认识 （做什么）

符号 各种事物的名称或标记

事实
表明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关系的言语陈述。 事实可分为具体的和

抽象的

有组织论述 主要指由多个事实联结成的整体

知识类———程序性知识
一套关于某项任务的行为或者解决某个问题的操作步骤和过程的认识

（做什么和怎么做）

模式识别学习

学会对特定的内部或外部刺激模式进行辨认和判断。 通过模式识别，

我们才能对事物加以分类和判断， 回答 “如何确定某物是什么 ／不是

什么” 的问题

动作步骤学习 学会顺利执行、 完成一项活动的一系列操作步骤

技能类———智慧技能
以独特的认知活动 （如判断、 比较、 推理等） 来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

的能力

技能类———动作技能
在准确的时间内正确地运用肌肉， 以一定顺序协调流畅完成所要求的

动作

情感类 学习中获得情感体验、 形成意识与道德习惯

　 　 （３） 教学策略的类目设计。 教学策略一般是体现在教与学的活动中， 在不同教学环境下， 为了获

得不同的教学结果， 采用不同方法的总和。 结合慕课视频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教学策略， 将教学策略

分为 ６ 类， 并细分知识呈现为 ６ 类。 制作表 ４ 进行类目设计， 即对类目分类及解释：
表 ４　 教学策略类目设计表

类目名称 概　 念　 解　 释

观看视频 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学习知识

演示文稿 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 ｐｐｔ

补充材料 补充整理的知识点、 ｐｐｔ、 素材图片、 代码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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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名称 概　 念　 解　 释

案例分析 教师在课堂上举案例 （包括代码例子）

图片图形动画 知识用图片图形或动画的形式呈现

教材 教师提供这门课相关的教材

交流论坛 学生可以在论坛上交流讨论

小组互助 几个同学互相协作交流， 完成作业

做练习 学生完成以巩固知识

师生互动
课堂或课后学生提问， 教师解答学生问题；

课堂或课后教师提问， 学生回答问题

做笔记 在线记录课堂知识点

　 　 （４） 教学评价的类目设计。 按照评价分析方法的不同， 将教学评价分为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 定

性评价是指对评价做出 “质” 的分析， 运用逻辑分析方式， 对评价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思维加工； 定量

评价是对评价做出 “量” 的分析， 运用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 从复杂的数据中找到规律。 将定性评价

与定量评价具体化， 再综合所有慕课平台上出现的各种具体教学评价方式， 最终将教学评价分为 ９ 类。
制作表 ５ 进行类目设计， 即对类目分类及解释：

表 ５　 教学评价类目分析表

类目名称 概　 念　 解　 释

测试 每章节的测试或期中考试

课程讨论 学生关于该课程进行讨论

作业 每章节布置的练习

考试 最终的期末考试

成果作品 学生完成的完整作品或成果

发帖量 学生在讨论区发表言论的情况

学习时长 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度

投票数 学生发帖得到的点赞数

出勤考核 学生在特定时间内参与课程时， 出勤的情况

　 　 ３ 信度分析

（１） 教学目标的信度分析与数据解释。 接下来对类目进行信度分析， 选择三名评判员对教学目标

的类目进行评判， 评判员认为符合的打 “P”， 不符合的 “ ×”。 将评判结果记录制作表 ６ 如下：
表 ６　 教学目标信度分析表

评判员 Ａ 评判员 Ｂ 评判员 Ｃ

知识 P P P

领会 P P P

运用 P P P

分析 P P P

综合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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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员 Ａ 评判员 Ｂ 评判员 Ｃ

评价 P P P

接受 P P P

反应 P P P

评价 P P P

组织 P P P

价值与价值体系的性格化 P P P

感知 P P P

准备 P P P

有指导的反应 P P P

适应 P P P

创新 P P P

　 　 信度分析是指参与内容分析的研究者 （两个人以上） 对相同类目判断的一致性， 一致性越高， 内

容分析所得结果的可信度越高。 信度分析的公式 Ｒ ＝ （ｎ∗Ｋ） ／ ［１＋ （ｎ－１） ∗Ｋ］， 其中 Ｒ 为信度、 ｎ

为评判人数、 Ｋ 为平均相互同意度， 且 Ｋ＝ （２∗Ｍ） ／ （Ｎ１＋Ｎ２）， 三者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公式为 Ｋ
＝ （ＫＡＢ＋ＫＡＣ＋ＫＢＣ） ／ ３， Ｍ 代表评判员评判结果相同的个数， Ｎ 代表项目数。

根据信度分析系类公式， 可以看出 Ａ 和 Ｂ 的项目数都为 １６， 且 Ａ 和 Ｂ 评判结果相同的数为 １６ 个，
因此， Ａ 和 Ｂ 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ＡＢ ＝ （２∗１６） ／ （１６＋１６） ＝ １； Ａ 和 Ｃ 之间的项目数也是 １６，
且 Ａ 和 Ｃ 评判结果相同的数为 １６ 个， 因此 Ａ 和 Ｃ 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ＡＣ ＝ （２∗１６） ／ （１６＋１６）
＝ １； 同理， 我们可以看出 Ｂ 和 Ｃ 之间评判结果相同的数为 １６， 因此， Ｂ 和 Ｃ 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ＢＣ ＝ （２∗１６） ／ （１６＋１６） ＝ １； 三者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 ＝ （ＫＡＢ＋ＫＡＣ＋ＫＢＣ） ／ ３ ＝ １； 依据平均

相互同意度， 最终算出教学目标类目设计的信度为 Ｒ＝ （３∗１） ／ ［１＋ （３－１） ∗１］ ＝ １。
从上述的信度分析结果来看， 教学目标的类目设计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类目设计的结果科学正

确且合理。
（２） 教学内容的信度分析与数据解释。 接下来对类目进行信度分析， 选择三名评判员对教学内容

的类目进行评判， 评判员认为符合的打 “P”， 不符合的 “ ×”。 将评判结果记录制作表 ７ 如下：
表 ７　 教学内容信度分析表

评判员 Ａ 评判员 Ｂ 评判员 Ｃ

符号 P P P

事实 P P P

有组织论述 P P P

模式识别学习 × P P

动作步骤学习 P P ×

动作技能 × × P

智慧技能 P P P

情感类 P P P

　 　 根据信度分析系类公式， 可以看出 Ａ 和 Ｂ 的项目数都为 ８， 且 Ａ 和 Ｂ 评判结果相同的数为 ７ 个， 因

此， Ａ 和 Ｂ 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ＡＢ ＝ （２∗７） ／ （８＋８） ＝ ０ ８７５； Ａ 和 Ｃ 之间的项目数也是 ８，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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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和 Ｃ 评判结果相同的数为 ５ 个， 因此 Ａ 和 Ｃ 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ＡＣ ＝ （２∗５） ／ （ ８＋８） ＝

０ ６２５； 同理， 我们可以看出 Ｂ 和 Ｃ 之间评判结果相同的数为 ６， 因此， Ｂ 和 Ｃ 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

为 ＫＢＣ ＝ （２∗６） ／ （８＋８） ＝ ０ ７５； 三者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 ＝ （ＫＡＢ＋ＫＡＣ＋ＫＢＣ） ／ ３ ＝ ０ ７５； 依

据平均相互同意度， 最终算出教学内容类目设计的信度为 Ｒ ＝ （ ３∗０ ７５） ／ ［ １ ＋ （ ３ － １） ∗０ ７５］
＝ ０ ９。

从上述信度分析的结果来看， 教学内容的类目设计大部分还是被大家认同的， 认同度高。
（３） 教学策略的信度分析与数据解释。 接下来对类目进行信度分析， 选择三名评判员对教学目标

的类目进行评判， 评判员认为符合的打 “P”， 不符合的 “ ×”。 将评判结果记录制作表 ８ 如下：
表 ８　 教学策略信度分析表

评判员 Ａ 评判员 Ｂ 评判员 Ｃ

观看视频 P P P

演示文稿 P P P

补充材料 P P P

案例分析 P P P

图片图形动画 × P P

教材 P × P

交流论坛 P P P

小组互助 P P P

做练习 P P P

师生互动 P P P

做笔记 P P ×

　 　 根据信度分析系类公式， 可以看出 Ａ 和 Ｂ 的项目数都为 １１， 且 Ａ 和 Ｂ 评判结果相同的数为 ９ 个，
因此， Ａ 和 Ｂ 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ＡＢ ＝ （２∗９） ／ （１１＋１１） ＝ ０ ８２； Ａ 和 Ｃ 之间的项目数也是

１１， 且 Ａ 和 Ｃ 评判结果相同的数为 ９ 个， 因此 Ａ 和 Ｃ 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ＡＣ ＝ （２∗９） ／ （１１＋

１１） ＝ ０ ８２； 同理， 我们可以看出 Ｂ 和 Ｃ 之间评判结果相同的数为 ９， 因此， Ｂ 和 Ｃ 之间的平均相互同

意度为 ＫＢＣ ＝ （２∗９） ／ （ １１ ＋ １１） ＝ ０ ８２； 三者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 ＝ （ＫＡＢ ＋ＫＡＣ ＋ＫＢＣ） ／ ３ ＝

０ ８２； 依据平均相互同意度， 最终算出教学策略类目设计的信度为 Ｒ ＝ （３∗０ ８２） ／ ［ １＋ （３－１） ∗
０ ８２］ ＝ ０ ９３。

从上述信度分析的结果来看， 教学策略的类目设计科学合理， 一致性比较高， 关于教学策略内容分

析的可信度也比较高。
（４） 教学评价的信度分析与数据解释。 接下来对类目进行信度分析， 选择三名评判员对教学目标

的类目进行评判， 评判员认为符合的打 “P”， 不符合的 “ ×”。 将评判结果记录制作表 ９ 如下：
表 ９　 教学评价信度分析表

评判员 Ａ 评判员 Ｂ 评判员 Ｃ

测试 × P P

课程讨论 P P P

作业 P P P

考试 P P P

１２



未 来 传 播 第 ２７ 卷

评判员 Ａ 评判员 Ｂ 评判员 Ｃ

成果作品 P P ×

学习时长 P P P

投票数 P P P

出勤考核 P × P

　 　 根据信度分析系类公式， 可以看出 Ａ 和 Ｂ 的项目数都为 ９， 且 Ａ 和 Ｂ 评判结果相同的数为 ７ 个， 因

此， Ａ 和 Ｂ 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ＡＢ ＝ （２∗７） ／ （９＋９） ＝ ０ ７８； Ａ 和 Ｃ 之间的项目数也是 ９， 且

Ａ 和 Ｃ 评判结果相同的数为 ７ 个， 因此 Ａ 和 Ｃ 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ＡＣ ＝ （２∗７） ／ （ ９＋９） ＝

０ ７８； 同理， 我们可以看出 Ｂ 和 Ｃ 之间评判结果相同的数为 ７， 因此， Ｂ 和 Ｃ 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ＢＣ ＝ （２∗９） ／ （１１＋１１） ＝ ０ ８２； 三者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为 Ｋ ＝ （ＫＡＢ ＋ＫＡＣ ＋ＫＢＣ） ／ ３ ＝ ０ ７８； 依

据平均相互同意度， 最终算出教学评价类目设计的信度为 Ｒ ＝ （ ３∗０ ７８） ／ ［ １ ＋ （ ３ － １） ∗０ ７８］
＝ ０ ６１。

从上述信度分析的结果来看， 教学评价类目设计的信度是最低的， 仅 ０ ６１， 表明这个类目设计得

基本合理， 尽管有一部分人对一小部分有其它看法， 总体而言， 还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三、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量化分析

（一）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教学目标的统计结果与现状分析

１ 教学目标的统计结果

先将课程编号制作成课程编号表， 学习课程， 在表中符合的类目打 “P”， 制成评判记录表。 将每

门课每项类目打 “P” 的数目统计， 计算 １０ 门课程每项类目总和。 制作表 １０ 如下：
表 １０　 教学目标类目分析评判记录表

认知领域 情感领域 动作技能领域

知识 领会 运用 分析 综合 评价 接受 反应 评价 组织

价值

与价

值体

系的

性格

化

感知 准备

有指

导的

反应

机械

动作

复杂

的外

显反

应

适应 创新

１ ５ ２７ ３９ １９ １４ ０

２ ６ ７０ ４６ ５９ ４ １７

３ １１ ９４ ５２ ６７ １ ７

４ ２ ８０ ９ ７２ ９ ５

５ ４ ７０ ６０ ６８ １０ ０

６ １ ７５ ５６ ６５ ５０ ０

７ ０ ７７ ２ ６３ １ １

８ ５ ７５ ３０ ７０ １１ ２

９ ２ ７１ ２７ ５４ １１ ３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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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领域 情感领域 动作技能领域

知识 领会 运用 分析 综合 评价 接受 反应 评价 组织

价值

与价

值体

系的

性格

化

感知 准备

有指

导的

反应

机械

动作

复杂

的外

显反

应

适应 创新

１０ ７ ３５ ３１ ３３ ９ １

总计 ４３ ６７４ ３５２ ５７０ １２０ ３６

　 　 ２ 教学目标的现状分析

从上述的结果来看， 课程的教学目标都集中在认知领域， 没有关于动作技能以及情感类的教学目

标， 这是因为动作技能涉及骨骼和肌肉的发展和协调， 动作技能领域的教学目标常用在实验室、 体育

课、 职业培训、 军事训练等科目， 在人工智能慕课中很少见。 情感的学习和形成与态度、 价值观念密

切关系， 而人的情感反应更多的是一种内部心理过程， 具有内隐性、 抽象性， 在人工智能慕课中不

常见。
在认知领域教学目标中， 领会和分析的总数最多 （分别为 ６７４ 个和 ５７０ 个）， 基本上大多数课的教

学目标都包含领会和分析两部分， 要求学生可以用自己的话表述上课的知识、 对知识加以说明和概述、
了解材料的内容同时又理解其结构。 此外， 运用的总数也比较多， 由于人工智能慕课的特殊性 （程序

设计的课程占大多数， 需要学会运用各种编程语言）， 要求学生必须能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新环境中，
解决实际问题。 课程中的教学目标关于识记、 综合和评价较少 （其中识记和评价最少， 还不到 ５０ 个），
由于有些人工智能慕课视频时长较短， 因此较少回忆先前学习过的知识材料， 也不需要对材料进行价

值判断这个高要求， 仅需要领会、 运用、 分析则可。
（二）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教学内容的统计结果与现状分析

１ 教学内容的统计结果

学习课程， 在表中符合的类目打 “P”， 制成评判记录表。 将每门课每项类目打 “P” 的数目统计，
并计算 １０ 门课程每项类目总和以及 ３ 大类的平均分。 制作表 １１ 如下：

表 １１　 教学内容类目分析评判记录表

知识类

陈述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

符号 事实 有组织论述 模式识别学习动作步骤学习

技能类

动作技能 智慧技能
情感类

１ １３ ２０ １０ １ ３６ ４ ３６ ０

２ ２３ ５８ ６５ ２２ ５７ ０ ５７ ０

３ ７５ ６４ ９２ ６ ０ ０ ０ ５

４ ２０ ５４ ７６ ７ ３３ ０ ３３ ０

５ ６ ５３ ５６ ２ ６１ ０ ６１ ０

６ ６ ３９ ６５ １ ５６ ０ ５６ ０

７ ２９ ５８ ７６ ５ ５ ０ ５ 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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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类

陈述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

符号 事实 有组织论述 模式识别学习动作步骤学习

技能类

动作技能 智慧技能
情感类

８ １９ ５６ ６３ ９ ６０ ０ ５９ ０

９ ２２ ４５ ６０ ９ ３５ ２ ３５ ５

１０ ７ ２５ ２７ １０ ３６ ２ ３５ ４

总计 ２２０ ４７２ ５９０ ７２ ３７９ ８ ３７７ １５

平均 ４２７． ３ ２２５． ５ １９２． ５ １５

３２６． ４

　 　 ２ 教学内容的现状分析

从上述结果来看， 北京大学的人工智能慕课还是以知识类形式内容为主 （知识类平均有 ３２６ ４ 次，
远超于技能类内容与情感类内容之和）， 其中陈述性知识又超于程序性知识， 这意味着大多数慕课中的

内容还只是描述客观事物特点及关系的认识。 当然也包含着一套关于某项任务的行为或者解决某个问

题的操作步骤和过程 （做什么和怎么做） 的知识点， 这是人工智能类慕课 （这种包含计算机程序设计

课程） 必须要有的， 类似于各种算法各种语言都需要讲授解决问题的操作步骤和过程。
在陈述性知识中又以事实以及有组织的论述为主， 以此来厘清知识点中各个事物的关系以及整体

情况。 在程序性知识中又以动作步骤学习为主， 即完成一项活动或任务的一系列操作， 符合计算机课

程的要求。 技能类内容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因为技能类注重示范模仿和操练， 需要设计应用情境， 但

技能类知识也不会太少， 因为技能类内容与知识类、 情感类整合在一起， 往往在动作步骤学习的同时

就需要学生对照示范进行模仿操练。 最后， 情感类内容非常少， 仅 １５ 个， 对于人工智能慕课这种非文

科类慕课而言， 比较正常。
（三）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教学策略的统计结果与现状分析

１ 教学策略的统计结果

学习课程， 在表中符合的类目打 “P”， 制成评判记录表。 将每门课每项类目打 “P” 的数目统计，
并计算 １０ 门课程每项类目总和。 制作表 １２ 如下：

表 １２　 教学策略类目分析评判记录表

知识呈现

观看视频演示文稿补充材料案例分析
图片图形

动画
教材

交流论坛 小组互助 做练习 师生互动 做笔记

１ ４０ ３６ ２６ ２４ １９ ３０ ４０ １０ ２４ ３０ ０

２ ７０ ７０ ６９ ３４ ５１ ７０ ６０ ０ ５６ ６１ ０

３ ９４ ９４ ０ ９１ ９３ ０ ４ ８ ９４ ０ ９４

４ ８２ ８２ ８２ ４７ ６３ ８２ ０ ０ ２ ２ ８２

５ ７１ ７１ ７１ ３４ ５６ ０ ０ ０ １ ０ ２８

６ ７６ ７６ ７６ ５１ ７３ ０ ７６ ０ ７６ ７６ ０

７ ７７ ７６ ７６ ２５ ５４ ７６ ７６ ０ ７３ ７６ ０

８ ７６ ７７ ７７ ６６ ２９ ７７ ３ ０ ４１ ０ ７７

９ ７１ ６４ ６８ ４４ ３４ ７０ ０ ０ １１ ０ ２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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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呈现

观看视频演示文稿补充材料案例分析
图片图形

动画
教材

交流论坛 小组互助 做练习 师生互动 做笔记

１０ ４０ ３５ ３４ ３４ ２６ ０ ０ ０ １５ １ ０

总计 ６９７ ６８１ ５７９ ４５０ ４９８ ４０５ ２５９ １８ ３９３ ２４６ ２８３

　 　 ２ 教学策略的现状分析

从上述的结果来看， 几乎所有慕课都是采用观看视频的形式来讲解课程内容 （观看视频的总数最

多， 到达 ６９７ 个）， 其中在观看视频的形式下， 又大多以演示文稿的形式来呈现课堂的知识点 （演示文

稿的总数仅次于观看视频）， 根据观看的经验， 偶尔不是用演示文稿的形式呈现的几节课， 要么是讲述

程序软件的安装过程， 以录屏的形式呈现， 要么是关于课程的介绍、 引言之类。 其次， 补充材料 （总

数排第三， 次于观看视频与演示文稿） 作为观看视频后的补充， 常常包括课上的 ＰＰＴ、 其他知识点的

提要或整合、 课上所用到的代码及素材等用来补充上课没听清或没听懂的不足。 案例分析、 图形图片

动画以及教材出现的频次也比较高， 有四百多节课在讲述知识点时运用案例、 图片、 图表或动画形象

生动地表现内容。
做练习的次数也超过一半， 有三百九十多节课在课后或课上会提供练习给学生巩固知识。 论坛交

流、 师生互动以及做笔记就比较少 （总数低于 ３００， 不到课程的一半）， 因为华文慕课中很少有学生交

流或师生互动的记录， 在中国大学慕课中也没有做线上课堂笔记的渠道， 因此， 在交流以及做笔记方

面建设慕课需要注意， 注意上课或课后多与学生交流。 最后， 我们发现， 小组互助是次数最少的 （仅

有 １８ 个）， 这表明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几乎很少让学生一起协作， 完成任务。 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

为大家都来自不同地方， 互不认识， 上线时间也不相同， 不太方便一起完成作品。
（四）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教学评价的统计结果与现状分析

１ 教学评价的统计结果

学习课程， 在表中符合的类目打 “P”， 制成评判记录表。 将每门课每项类目打 “P” 的数目统计

并计算 １０ 门课程每项类目总和。 制作表 １３ 如下：
表 １３　 教学评价类目分析评判记录表

测试 课程讨论 作业 考试 成果作品 发帖量 学习时长 投票数 出勤考核

１ ３０ ３０ ４ ３０ １０ ３０ ４０ ３０ ０

２ ７０ ６１ ７０ ７０ ０ ６１ ７０ ６１ ０

３ ７ ４ ９４ ９４ ０ ４ ９４ ０ ０

４ ５３ ６ ２９ ８２ ０ ６ ８２ ０ ０

５ ０ ２ ７０ ７１ ０ ２ ７１ ０ ０

６ ６８ ７６ ８ ７６ ０ ７６ ７６ ７６ ０

７ ７３ ７７ １１ ７７ ０ ７７ ７７ ７７ ０

８ １９ ３ ７７ ７７ １ ２ ７７ ０ ０

９ ０ ４ １１ １ ０ ０ ８３ ４ ０

１０ ０ ０ ４ １ ０ ０ ４６ ０ ０

总计 ３２０ ２６３ ３７８ ５７９ １１ ２５８ ７１６ ２４８ 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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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教学评价的现状分析

从上述的结果来看， 学习时长的总数最多 （总数有 ７１６ 个， 是抽样视频的总个数）， 所有课程都会

有学习的时长的提示， 这归功于慕课平台都设有这个功能。 考试的总数也比较多 （总数有 ５７９ 个， 仅

次于学习时长）， 这里的考试只包括期末考试， 这说明， 基本上课程都具有期末考试 （除了抽样的最后

两门课程中将某节课设置为期末考试， 因此只各打了一个勾）， 以评价这门课程学生学习的效果。 作业

的总数 （有 ３７８ 个居第三位） 也比较多， 一般人工智能慕课课程都包含作业或练习， 以巩固上课学到

的知识， 很符合人工智能慕课的要求 （人工智能慕课中有许多教师上课示范的编程例子或问题解法，
只有课后不断练习， 才能更好运用领会问题的解法。）

测试、 课程讨论、 发帖量、 投票数的总数比较少 （都在 ３００ 左右， 不超过视频数的一半）， 由于华

文慕课平台上课程讨论比较少， 仅仅几条留言， 发帖量较少， 同时也没有投票数这个功能， 而大多数

课程也只有华文慕课可以观看， 所以最终课程讨论、 发帖量、 投票数较少。 关于测试， 它包含期中考

试与测试， 但许多课程是练习与作业， 提交练习与作业以记作平时成绩， 没有测试， 因此测试较少。
最后， 出勤考核的总数为 ０ 却没有删掉的原因是出勤考核较为重要， 不仅细化教学评价的考核维度， 还

能督促学生持续性学习。 对于北京大学的人工智能慕课所在的几个平台上而言， 没有进行专门出勤考

核的功能， 但是某些其他的慕课平台上包含这一功能， 添加这一类目以期望北京大学的人工智能慕课

所在的几个平台能够增加专门的出勤考核模块。

四、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分析结论与优化路径

通过对抽样的 １０ 门北京大学人工智能课程内容分析， 了解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现状， 发现北京

大学人工智能慕课发展迅猛， 建设管理得当， 但也有一些方面略有瑕疵。 针对研究发现的问题， 笔者

将从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策略、 教学评价四个方面对人工智能慕课的建设提供建议， 为人工智

能慕课建设发展添砖加瓦。
（一） 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对教学设计起到导向作用， 对教学过程起到指引作用， 对教学效果起到评价作用， 是教学

过程中的第一要素， 是教师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１３］传统的教学目标存在说明不明确、 不科学等缺

点， 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虽然在一定层面突破并改善了传统教育， 但还是没有解决教学目标不明

确、 不科学的问题。［１４］而且慕课的学习较为依赖学生的自主性， 使得教学目标的指向性起不到应有的作

用， 网上资源的混乱与繁杂导致教学目标的淡化， 碎片化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之间的矛盾更是高辍

学率的主要原因。［１５］因此， 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必不可少。
整体而言，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的教学目标多集中在认知领域， 认知领域也偏向 “知道” “领会”

两点在情感领域的目标相对来说很少， 有也只是浮于 “接受或注意” 这一简单层面。 尽管使用慕课的

学习者在学习阶段会有交流与合作， 然而在这过程中互相不见面， 情感领域目标的实现效果具有虚幻

性， 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发展；［１６］对此， 在明确并科学描述教学目标的基础上， 必须强化教学目标， 减小

慕课对于教学目标的淡化作用， 教师需要强化设置慕课的指向性内容， 同时慕课平台需要建设反馈监

控体制， 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此外， 必须强化情感领域目标， 教师必须转变传统教育观念， 重视情感

促进认知的作用， 调动一切资源来共同实现情感目标。 人工智能知识的特点决定了， 教学目标不应止

于对知识的知道、 领会， 学习者应该学会自己分析应用相关知识， 且教学目标应该更注重情感领域，
让学习者能够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与性格化， 从而能够主动地、 积极地去学习人工智能知识。 对于应

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只有学习者个人对知识充满兴趣， 才能够在该领域不断学习， 不断创新， 从

而适应信息化社会的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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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优化完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教师和学生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 是学校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保证。［１７］ 教学内容的

选择从宏观层面来讲需要保持课程内容与课程知识体系一脉相承， 课程体系的设置一直是高校人才培

养计划的重点， 在学校设定的培养方案中， 课程与课程是否衔接紧密， 是否需要其他课程补充， 都是

需要深思熟虑的。［１８］从微观层面来讲需要符合学习的逻辑顺序与结构逐级搭建。 具有开放性的慕课往往

没有固定的大纲， 教学内容的选择自由度更大。 由于慕课存在知识碎片化学习的特点， 慕课更是抑制

了教学内容完整性、 系统性。［１９］而且， 慕课的教学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 每门课程的内容随着相关领域

研究的不断深入， 课程的内容也需不断更新与完善， 因而如何安排合理的教学内容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上述的研究发现，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的教学内容以知识类形式内容为主， 其中陈述性知

识又超于程序性知识， 陈述性知识中又以事实以及有组织的论述为主， 技能类内容相对较少， 情感类

内容微乎其微。 技能类内容注重模仿示范与操练， 需要设计应用情境； 情感类内容一般作用于人文类

慕课。 但两者同时又与知识类内容整合在一起， 相辅相成。 此外， 人工智能类慕课存在大量基础计算

机科学课程， 许多学者认为不应该在基础计算机科学中过分强调编程技能。［２０］ 为了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教师组需要科学安排知识类、 技能类与情感类内容三者比重， 将三类内容相互整合， 结合学生接受度，
利用不同表现形式， 优化教学内容。 每门课程不是闭合的集合， 慕课团队需要及时维护慕课， 注意内

容的补充与完善。
（三） 增加互动讨论、 优化教学策略

教学策略是为实现教学目标而制定的教学总体方案， 主要内容包括合理选择和组织各种方法、 材

料， 确定师生行为程序等。［２１］具体到慕课教学上， 包括知识呈现、 交流互助、 师生讨论等， 观看视频、
演示文稿、 补充材料、 案例分析、 图形图片动画、 教材都是知识呈现的一种方式。 与传统的教学不同，
慕课教学不仅关系教师与学生， 而且涉及到平台与媒体， 在呈现知识时如何发挥不同类型媒体的重要

性是优化教学策略的重点。 然而， 目前慕课的建设主要是教授负责提供指导性建议， 学生负责开

发。［１５］（２７）存在学生基础不牢导致部分画面无法通过正确的方式传达知识或知识呈现还是课本的电子化

等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 增加协作、 交流与互动， 更能正向加强了学习动机、 提高了学习效率。［２２］ 因

此， 如何优化知识呈现方式、 增加交流互动以优化教学策略迫在眉睫。
通过上述的研究发现， 北京大学的几乎全部人工智能慕课都是采用观看视频的形式来输出课程内

容， 视频中经常以演示文稿的形式来呈现课堂的知识点。 补充材料、 案例分析、 图形图片动画、 教材

与做练习这些知识呈现的方式也比较多， 而论坛交流、 师生互动、 做笔记以及小组互助就相对较少了。
因此， 教师必须优化教学策略、 增加互动讨论。 具体而言， 教师需要依据不同媒体的特性， 针对不同

教学内容呈现知识、 不同知识点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 教师需要提出可供探讨的问题或任务， 交给

学生通过讨论交流或小组互助来完成任务。 慕课平台需要开设讨论区域供学习者讨论交流， 并定时维

护与管理； 国家需要加大投资力度， 给予教师与慕课团队足够的资金制作多媒体资源， 丰富知识呈现

方式， 加强慕课平台讨论互动方面的建设。
（四） 建立合理科学的评价机制

教学评价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环节， 能有效保障教学质量、 推动教学改革。［２３］ 教学评价的主体包括

教师和学生， 它能对教师的教学情况与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及时了解， 帮助教师调整教学内容、 教学

方法等， 帮助学生及时调整学习状态、 学习方式等， 将促进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作为最终宗旨。［２４］ 有学

者认为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机制还能给教师教学的评价过程与方式带来准绳， 避免教学评价中的弊端，
促进评价的公平与公正。 不仅如此， 该学者还提出建立教师表现、 学生表现与教学视频的慕课教学评

价体系。［２５］因此， 优化教学评价， 建立合理科学的评价机制刻不容缓。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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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的研究发现，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的所在平台都具有学习时长、 测试、 课程讨论、 发帖

量、 投票数等功能， 几乎所有北京大学人工智能慕课的所在平台都没有出勤考核的功能。 北京大学人

工智能慕课期末期中考试、 作业练习比较多， 测试较少。 因此， 需要相应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机制，
相关部门需要重视并加强对慕课教学课程评价体系的构建； 高校应当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教师的

实际情况， 建立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评价体系； 教师需要积极参加投入到慕课的设计与管理中， 建立以

慕课教学为主的课程考核体系， 使学生自主评价慕课课程的教学成果， 指出人工智能慕课中存在的不

足并提出建议， 从而使教师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发展状态与教师自身的教学情况， 调整教

学内容， 融合信息化教学与慕课教学系统。 学生也需要积极参与慕课学习， 通过踊跃讨论、 发帖投票、
参与考试、 勤加练习等来了解自身学习状况， 调整状态， 促进完善教师表现、 学生表现与教学视频的

三维慕课教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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