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基于‘COOC+MOOC’的在线课程  

协同创建与应用”》成果总结报告  

一、研究概况 

1.成果背景 

十九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重点开始从网络硬件和设施建设转向建

立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机制，期望通过优质教育资源、教育理念的共享促进

教育公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中

指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

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

划》指出，要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在线课程，建

构“互联网+”环境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特别是近年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如何高效、高质量地建设在线课程，多方联动协同打造精品

教材，开展线上教学，促进学习者深度学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命题和新挑战。 

2.成果简介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 MOOC（慕课）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教育生

态，打破了学习的时空限制，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随着 MOOC 教学实践

的深入开展，教学过程中的教材及时更新和课程内容的动态建设还没有良好的解

决方案；平台交互功能弱、学生参与度不够、无法达到深度学习等问题开始凸显。

针对以上问题，基于众包协作、开源共享的理念，本团队于 2015年首次提出 COOC

（Collaborative Open Online Course，基于互联网的协作式开放在线教程）概

念，并于 2016年基于 GitHub/Gitee（码云）、GitBook自主研发了 COOC 平台（平

台网址：http://cooc-china.github.io/），将教材仅由教师编写，教学内容由



教师主导，变革为教师、行业精英以及学生在线协同创建编撰并及时迭代的全新

模式，形成了全新的云上教学团队和学习共同体。团队还提出并建立了

“COOC+MOOC”的在线课程协同创建与资源迭代更新机制，并创新了与之匹配的

在线学习模式。 

六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本成果对支持教材的及时更新、在线课程的动态建

设和促进学习者深度学习具有重大意义。COOC 平台带动了兰州大学、北京大学、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等高校师生协作完成 17 门立体化教程。

基于“COOC+MOOC”协同创建的在线课程被认定为“省级一流线上课程”和“国

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团队先后获得与成果相关教改项目 20 多项，发表 SCI、SSCI、EI 和 CSSCI

等代表性教研论文 20 多篇，出版教材、专著 6 部（Elsevier 英文教材 1 部），

获得发明专利 3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团队教师荣获相关荣誉 30 多项，指导学

生参赛获奖 20 多项。本成果于 2020 年荣获兰州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2021 年

荣获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本成果经兰州大学官网专题介绍，并被光

明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等媒体和机构转载。团队成员多次在国内外参加

教学研讨和成果分享，有力推动了在线课程的发展。 

 

 



3.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传统教材难以及时更新问题。如何解决教材内容更新难、更新慢的问

题？ 

（2）在线课程高质量协同建设问题。如何实现在线课程的动态建设，保持

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 

（3）在线课程学习效果提升问题。如何通过在线课程的建设与应用，促进

学习者深度学习？ 

二、主要研究内容 

本成果针对以上三个教学问题，着力从教材编撰平台研发、在线课程协同建

设机制创新和学习模式创新等方面开展研究，具体举措如下： 

1.以众包协作、开源共享理念为指导，研发 COOC 平台，创建立

体化教程 

提出了基于互联网的协作式开放在线教程——COOC 的概念，并基于 

GitHub/Gitee和 GitBook 开发了 COOC平台。借鉴 Linux内核协作开发理念，

鼓励教师、行业精英以及学生依据 CC BY（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知识共享署名许可）协议，通过 COOC平台协同创建开放的立体化教程。

教程建设体系以 GitHub/Gitee 为核心，基于开源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

GitHub/Gitee，实现多点对多点的在线教程建设模式；编写及修改以 GitBook 为

核心，借助轻量化标记语言 Markdown 的简洁语法灵活排版，实现开源教程的快

速更新；组织与呈现以 COOC 平台为核心，通过其灵活开放的扩展接口整合

GitHub/Gitee、GitBook 资源，实现三者的联动迭代和实时同步，并实现知识点

的自动逻辑关联和编写过程中的自动推荐。COOC 平台的教程形式多样，支持讲

义、教材、视频、在线实验和习题等。团队针对 COOC 平台现有的内容进行教学

设计，开发了动画、教学微视频和游戏等，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立体化教程。 



 

2.依托产学研教改项目，基于“COOC+MOOC”协同创建在线课程 

目前，COOC平台开发了 17门立体化教程，能够及时反映相关领域的最新成

果，其中的讲义、教材、视频和在线实验等资源可直接用于创建 MOOC 课程，同

时根据 MOOC平台的教学效果优化 COOC平台的立体化教程，实现两个平台的有机

互动，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应用便捷性。谷歌支持的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设立了 COOC 专题，在此基础上，团队与谷歌、腾讯、安谋等知名企业联

合举办了“基于 COOC 的师资培训”、“大中华区 MOOC研讨会”以及相关的课程

建设研讨会，进一步推广“COOC+MOOC”协同创建在线课程的机制与模式。基于

“COOC+MOOC”协同创建的《Blockly 创意趣味编程》获批为“省级一流线上课

程”，《App Inventor-零基础 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被认定为“国家级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 

 

3.以项目学习理论为指导，引导学习者实现深度学习 

基于“COOC+MOOC”协同创建的在线课程，以项目学习理论的六个步骤为指

导，即选定项目、制定计划、活动探究、作品制作、成果交流和活动评价，充分



发挥两个平台互补的优势，提出在线学习新模式：①选定项目阶段的任务是在

MOOC 平台获取新知识，并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②制定计划阶段的任务是理解

前期获得的新知识，并应用于实践；③活动探究阶段的任务是在 COOC 平台对收

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与批判，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④作品制作阶段的任

务是迁移应用和创造；⑤成果交流阶段的任务是分析作品、有效沟通；⑥活动评

价阶段的任务是在 MOOC 平台开展评价与反思。以上六个步骤中，前两个步骤属

于浅层学习范畴，后四个步骤属于深度学习范畴。 

 

 

三、成果创新点 

1.概念与平台创新：首次提出 COOC 概念并自主研发 COOC 平台 

COOC 概念由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首倡，并基于 GitHub/Gitee 和 GitBook

开发了 COOC 平台，全程贯通“教材规划－共同编写－版本控制－系统合成－意

见反馈－综合分析－迭代修改－更新发布”的在线教程协同创建流程。借鉴

Linux内核开发的开源、众包思想，打破教学壁垒，协调多方力量，共同建设立

体化教程。教程形式包括讲义、教材、视频、在线实验等。教程的所有使用和修

改必须遵守 CC BY 协议。教程建设体系以 GitHub/Gitee 为核心，实现多点协同



的开发模式；教程编辑以 GitBook为核心，实现快速编写与迭代更新；教程的组

织与呈现以 COOC 平台为核心，整合 GitHub/Gitee、GitBook 资源，实现三者的

联动迭代、实时同步、知识点的自动逻辑关联和编写过程中的自动推荐。 

2.机制创新：提出“COOC+MOOC”的在线课程协同创建与资源迭

代更新机制 

COOC 众包协作理念可以实现快速迭代、动态建设，在短时间内凝聚云上教

学团队和学习共同体在各自熟悉的领域迭代出优质的立体化教程，其中的讲义、

教材、视频和在线实验等资源可直接用于 MOOC 课程创建，这赋予 MOOC 课程与时

俱进的生命力。由于采用协同创建的理念，“COOC+MOOC”迭代更新机制提供了

“互联网+”概念下在线课程资源持续优化的有效途径。 

3.模式创新：提出基于“COOC+MOOC”的在线学习新模式 

基于“COOC+MOOC”协同创建的在线课程，以项目学习理论的六个步骤为指

导，结合两个平台的优势，提出在线学习新模式：①选定项目阶段的任务是在

MOOC 平台获取新知识，并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②制定计划阶段的任务是理解

前期获得的新知识，并应用于实践；③活动探究阶段的任务是在 COOC 平台对收

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与批判，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④作品制作阶段的任

务是迁移应用和创造；⑤成果交流阶段的任务是分析作品、有效沟通；⑥活动评

价阶段的任务是在 MOOC 平台开展评价与反思。以上六个步骤依托“MOOC-COOC-

MOOC”的有机循环式联动，极大促进了学习者从浅层学习走向深度学习。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教改研究结硕果 

本成果依托教育部产学协同育人项目（共 20多项，项目总经费 200 余万元，

详见“附件 2”）开展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具体如下。 

 团队基于 COOC 平台创建的教程已出版教材 5部（Elsevier英文教材 1部）。 

 

 

 

 团队基于“COOC+MOOC”协同创建的《Blockly 创意趣味编程》在线课程在

知名 MOOC 平台开课，并认定为“省级一流线上课程”。 



 

课程 COOC 平台网址：https://cooc-china.github.io/blockly/2017/05/23/play-blockly-with-

me.html 

课程MOOC平台网址： 

超星“学银在线”平台：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16679618 

“中国大学 MOOC”平台：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LZU-1206454835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LZU-1206454835


 团队基于“COOC+MOOC”协同创建的《大学信息技术基础》在线课程在

“MOOC 中国杯”优质在线教育课程资源评优中荣获“银奖”。 

 

 

 

课程 COOC平台网址：https://cooc-

china.github.io/%E8%AF%BE%E7%A8%8B%E5%BB%BA%E7%AB%8B/2019/06/12/Information- 

Technology-Foundation.html 

课程MOOC平台网址：https://courses.lzu.edu.cn/res/jsj/ 

 

 



 团队基于“COOC+MOOC”在线学习新模式促进学习者深度学习的研究，出版

专著《深度学习视域下 MOOC 学习活动设计的理论与实践》。 

 

 发表与成果相关教研论文 22 篇（详见“附件 2”），其中 SCI、SSCI 和 CSSCI

期刊论文 11篇。 

论文题目 论文作者 
期刊信息 

期刊名称 发表时间 

关于协作式开放在线教程的

建设构想与实践 

周庆国、李廉、

周睿 

CSSCI期刊《中国大

学教学》 
2016年第 4期 

新工科背景下对于计算思维

的再认识 

狄长艳、周庆

国、李廉 

CSSCI期刊《中国大

学教学》 
2019年第 7期 

基于 COOC平台的创客教育模

式构建与应用 
崔向平等 

CSSCI期刊《现代教

育技术》 
2019年第 2期 

发展中国特色的慕课模式 

提升教改创新与人才培养质

量 

李廉等 
CSSCI期刊《中国大

学教学》 
2018年第 1期 

网络校际协作环境下作业互

评活动设计研究 
崔向平等 

CSSCI期刊《中国电

化教育》 
2015年第 11期 

校际协作学习活动模式应用

的实证研究 
崔向平等 

CSSCI期刊《现代教

育技术》 
2015年第 12期 

基于微信的校际协作学习活

动设计研究 
崔向平 

CSSCI期刊《兰州大

学学报（社科版）》 
2019年第 3期 

人工智能整合教学研究的热 崔向平等 CSSCI期刊《现代教 2022年第 8期 



点、主题与趋势分析 育技术》 

A collaborative and open

 solution for large-scal

e online learning 

周庆国、周睿等 

SCI期刊《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E

NGINEERING EDUCATI

ON》 

2018年第 6期 

Learning Network Storage

 Curriculum With Experim

ental Case Based on Embe

dded Systems 

周庆国、周睿等 

SCI期刊《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E

NGINEERING EDUCATI

ON》 

2016年第 2期 

Online Practical Deep Le

arning Education: Using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from a Resource Sharing 

Perspective 

雍宾宾、周庆国

等 

SSCI期刊《Educati

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2022年第 1期 

 

 面向在线教程研发的教具获批发明专利 3 项、软件著作权 2项。 

 

 



 

 团队教师荣获相关荣誉 30 多项（详见“附件 2”）。 

 
 

 团队教师指导学生参赛获奖 20多项（详见“附件 2”）。 

 

 本成果于 2020 年荣获兰州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并立项为甘肃省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培育项目。 



 
 

 



 本成果于 2021 年荣获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2.成果受益面广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Google）设立了 COOC 专题，号召更多高校

参与研究。 

https://df-2620150906.gitbooks.io/program-

announcement/content/2016summit-postmortem.html  

 团队举办 COOC 相关师资培训 10 余场，覆盖全国 100 多所大学。 

 

https://df-2620150906.gitbooks.io/program-announcement/content/2016summit-postmortem.html
https://df-2620150906.gitbooks.io/program-announcement/content/2016summit-postmortem.html


 

 COOC 平台带动了兰州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

学等高校师生协作完成 17 门在线教程。 

 

 学习者对 COOC平台、COOC教程的使用感受、教程质量及使用效果给予好评。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基于“COOC+MOOC”协同创建的《App Inventor-零基础

Android移动应用开发》在线课程，被认定为“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基于“COOC+MOOC”协同创建的在线课程受到专家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受益

学生超 17 万人。 



 

 

 团队对基于“COOC+MOOC”协同创建的在线课程开展实验研究，通过数据分析

得知学习者普遍达到深度学习范畴，学习共同体互动频繁。 

 



3.成果经验广泛传播 

 2016 年 Google 中国教育合作项目上海峰会专门设立“COOC 分论坛”，并特

邀周庆国做报告。 

 

 

 2016-2017 年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在北京理工大学和兰州大学举

办两届“面向计算机类 MOOC 的大规模在线学习支撑工具研讨会”，特邀周

庆国介绍“COOC 与 MOOC”。 

 

 



 

 

 
 

 

 

 

 
 

 

 



 2020 年，兰州大学官网介绍了本成果。 

 

 2020 年，“光明网”、“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等报道本成果。 

 



 团队教师受邀为北京理工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十多所国内高校介绍本成果

（详见“附件 2”）。 

 

 

 周庆国受邀参加 2022 年第三届中国计算机教育大会并做并做专题报告《基

于“COOC+MOOC”的在线课程协同创建与应用》。 

 
 

 

 

 



 周庆国分别参加了第四届、第五届“大中华区 MOOC 研讨会”分享本成果。 

 

 周庆国受邀参加 2018年华为百校教师 AI峰会并做特邀报告分享 COOC 在 AI

课程的应用与实践。 

 

 周庆国于 2017 年赴美国圣克拉拉大学分享本成果。 

 



 崔向平于 2019 年参加俄亥俄州立大学举行的第十届 Innovate 会议宣传本

成果。 

 

 周睿于 2018 年赴哥伦比亚西部自治大学介绍本成果。 

 

 周睿于 2019 年参加新加坡举行的“2019 高校教师 AI 峰会”介绍本成果。 

 



 李廉在国内外会议上宣传分享成果，于 2021 年获得“CCF 杰出教育奖”。  

 

成果在国内外的推广应用，传播了兰大教学经验，促进了在线课程的发展。 

五、进一步深入研究及实施计划 

1.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规划 

（1）加大推广力度，吸引更多高校师生在 COOC平台建设教材。特别是在后

疫情时代，学生可以通过“COOC+MOOC”协同创建的在线课程，体验完整的教学

过程。 

（2）进一步推广“COOC+MOOC”，使其它高校在 COOC 平台编撰的教程择优

建设为 MOOC课程。如，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吴明晖教授将 COOC平台上编撰的教程

建设为 MOOC课程，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开课，并被认定为“2018 年国家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3）进一步加强产学合作，在国内外推广“COOC+MOOC”在线课程应用。 

2.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条件保障 

（1）加强与头部互联网企业合作，申请“COOC+MOOC”研究基金，推动在线

课程研究。 

（2）进一步争取学校从政策到资金的专项支持，促进“COOC+MOOC”研究与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