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扛 京 大 学 教 务 长 办 公 室

关于印发 巛北京大学柒课运行眢理架例 (试行)》 的通知

全校各教学单位:

《北京大学慕课运行管理条例 (试行,,9经 zO14年第七次教务

长办公会 (2014年 10月 15自 )审议通过,现印发各单位,请

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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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慕课运行管理条例 (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慕课管理,促进相关工作持续健康发展,推进教学方式方法改

革,使慕课成为大学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制定此条例。

第一条 慕课

慕课 (MOOC,Massive Open Onhne Course,大 规模网络开放课程)是利用

专门的互联网服务平台,面向全球学习者的一种知识传授形式,开放性是其基本

要求,大规模学生群体是其潜在特征,学习免费是其理想追求。

北京大学积极推进慕课建设与开设,同时鼓励和倡导教师运用慕课相关资源

和现代教育技术,改进校内课堂教学,将获准开设的慕课课程纳入学校课程体系。

学校审核通过的慕课,纳入本条例管理范围。未经学校审核通过的课程,教

师不得以
“
北京大学慕课

”
的名义开展教学与宣传。

第二条 组织机构

北京大学成立慕课建设领导小组,从教育教学、事业规划、国际国内合作等

方面全面领导北大慕课工作;成立慕课推进工作小组,协调教务部、研究生院、

教务长办公室、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继续教育学院及相关院

系,具体负责北大慕课的建设与开设管理工作。

第三条 培训、申请与审批

1、 培训

学校每年安排慕课相关教学技术培训,旨在普遍提高北大教师在教学活动中

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的能力,北大在编教师可申请参加培训,优先安排达到培训要

求的教师开设慕课,遴选优质课程在慕课平台推出。

2、 申请

每年嗅月和 10月 由学校教务部和研究生院组织开展
“
北京大学慕课开课申

请
”。有意申请的教师或教学团队填写

“
北京大学慕课开课申请表

”,并提供课程

简介、一周教学内容设计、一周教学视频,提交所在院系。院系审核并由教学院

长 (主任)签字后统一报教学主管部门。

3、 审批

学校教学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提出申请的慕课课程进行审查,并对通过审查

1  、



的课程下达慕课开课通知单,纳入北京大学正常教学管理。

第四条 执行与督导

1、 课程建设

教师本入或教学团队负责慕课的建设,其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课程总体构思

与设计;按照课程进度,及时完成课程视频的录制:设计作业、测试及考试题 ;

按照平台提供的支持方式制定明确的课程通过标准。需要助教的教师,应督促助

教参与学校组织的助教培训并指导督促其完成在线教学辅助任务。

2、 上线审查

上线前,学校教学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教师慕课课程准备情况进行审查,根

据老师准备的情况,做出开课时间安排的决定。

3、 课程上线

教师本人或教学团队将所建设慕课的相关内容上传至学校指定的慕课平台,

学校技术支持团队应予以协助和配合。

4、 课程运行

主讲教师和教学团队应适当参与和引导课程论坛中的讨论答疑,并完成最终

通过该课程学生的成绩确认与证书签署工作。学校鼓励和支持教师在校内课堂教

学环节利用慕课资源开展
“
翻转课堂

”
和

“混合式教学
”
模式的实践。

助教应按照主讲教师的安排,辅助主讲教师完成课程各项在线辅导任务,包

括课程视频和作业测试考试题在平台上的实现,发布课程通知通告,按课程介绍

中的承诺参与课程论坛讨论、答疑等。

学校安排慕课教学督导,在开课期间检查课程进展情况,包括视频等学习材

料是否及时上线、教师和助教是否按要求参与论坛等教学辅导活动等。

第五条 保障与支持

1、 教学工作量

学校批准开设的慕课,原则上应该同时与一门校内常规课程相对应,其教学

工作量的计算应符合学校关于教学工作量计算的相关规定。此处对慕课及其对应

常规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的教学工作量做如下补充规定。

(1)单独开慕课 (即没有同时开校内课程 )

第一次开课,工作量按照 1.0记 (即 同常规课程),给予特别支持 (含助教



费、讲课津贴等);第二次重开课,工作量按照 0.5记 ,并给予 l-2名助教支持;

第三次及以后重开课,工作量按照 0。 zs记 ,并给予 ⒈2名助教支持。重开课如

果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实质性更新,经学校同意可额外支持。

(2)结合慕课资源进行校内翻转课堂教学实践

第一次翻转课堂教学实践,工作量按照 1.0记 ,并给予教改项目支持;后续

翻转课堂教学实践,工作量按照 1.0记 ;这类课程的助教支持按学校常坝课程助

教渠道予以安排。

(3)若 同时开设慕课和进行校内翻转课堂教学实践,则工作量和支持基于上述

原则叠加计算。

2、 经费

学校为慕课建设积极争取外部资源的支持,并通过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增值

服务创造收入。慕课相关收入由学校统一管理。同时,学校对慕课建设、技术服

务、助教及其他工作人员聘任等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对于产生良好声誉的北大

慕课,学校通过其他途径给予鼓励和奖励。

3、 技术支持

学校建立慕课教育技术支持团队,对教师和助教进行必要的培训,并在课程

执行过程中提供技术咨询与指导,对课程内容 (包括简介、视频、习题等)进行

技术性把关,确保与课程平台的衔接。该团队可以根据教师的需要开展讲课视频

的录制、剪辑、后期处理等制作工作,相关费用从相应慕课的建课费中支出。

学校建立慕课网络技术支持团队,负责校内慕课平台的建设、管理、运行与

维护,并根据教学的需要,协助扩展和更新平台的相关功能,对平台系统和课程

数据做定期各份,保障平台系统的安全。相关费用由学校信息化建设经费统筹安

排,特殊费用可由学校慕课建设经费支出。

第六条 知识产权及其他原则

准予上线课程的慕课授课教师应与学校签订相关协议。课程知识产杈的相关

安排以协议为准。在知识产权方面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1、 慕课资源 (包括课程介绍网页与视频、讲课视频与习题试题等)是相关

教师在工作期间受学校支持形成的作品。教师有署名权和修改权,学校在教师在

职期间有独家使用权 (包括托管运行、转授权等 )。 教师离职后,学校和教师本



人都有使用权。

2、 除根据推广等需要,学校可能对课租介绍页和视频头尾进行修改,或为

使利传播对视频∷编码进行转换外,学校维护慕课资源的完整性,不对讲课视频内

容进行修改。教师对讲课内容负责。

3、 慕课运行可以由主讲教师,也可以由学校安排的其他教师执行。

4、 谋程运行产生的学习者学习行为数据为学校所有,学校将另行制定相关

管娌办法规范该数据的使用。

第七条 附则

本条例经 zO14年 10月 15日教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白即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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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时间 (春季学期 ) 时间 (秋季学期)

培训 3-4月 9-10月

申请 4月 中旬 10月 中旬

审批 4月底 10月 底

课程初步建设 5-6月 11-12月

上线审查 6月底 12月 底

发布开课通告 7月初 1月 初

课程迸一步建设 7-8月 1-2月

课程开班 9月初 3月初

附件 ⒈ 北京大学慕课运行管理时间表

附件 2:慕课及翻转课堂实践对应工作量计算与支持安排一览表

慕课 校内课翻转 工作量 学校支持

第一次 无 1.0 特别支持

第二次 无 0.5 助教支持

第三次及以后 无 o。 25 助教支持

第一次 第一次 2.o 特别支持+教改支持

第二次 第一次 1.5 助教支持+教改支持

第三次及以后 第一次 l。 25 助教支持+教改支持

第二次 第二次 1.5 助教支持+教改支持

第三次及以后 第二次及以后 1.25 助教支持

注:若教师选择在开慕课的同时按传统方式上校内课,则除了没有上述“
教改支

持
”
外其他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