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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2001年的4月4日，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 (以下简称
MIT)院长查尔斯·韦斯特
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该校
网络课件开放工程正式启
动。

MIT的开放课程计划
简直近似一个乌托邦理想：

用10年时间，把MIT几乎全
部的、在教学实践中使用
的、总共2000多门课程的资
料制作成网络课件，分批放
在互联网上，供全球任何地
方的任何学习者免费使用。

这所赫赫有名的美国
“常青藤”名校，在全球学子
向往的高校金字塔中，排在
顶尖的那一层中。每年全球
1万多的申请者中，只有
1000余人能得偿所愿，同时
还要交纳每年四五万美元
的学费。

为什么要把这么“贵”

的课程，免费提供给全世界
的人们？

校长韦斯特说：“我们
必须下定决心利用我们的
新科技，利用它们来对全世
界的人类赋予知识的力量，

让教育更为平民化……因
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使
命：协助提升全世界每个角
落的高等教育。这个计划基
于两个价值观：机会与开放
性。这两个价值观让我们的
大学与国家强盛，这两个价
值观也会让我们的世界变
得安全与繁荣。”

目前，MIT已经实现将
2000多门课程搬上网。这些
课程的访问量每月平均达
到100万次。

除了MIT，在美国已经
有20多所大学加入这个行
列，包括斯坦福大学、哈佛
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
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等。

2004年，《魔戒》翻译
者、台湾青年朱学恒决定招
募志愿者翻译这些公开课
程。一年多以后，来自全球
十几个国家的1500名翻译
义工聚集到他的旗下。这些
义工，有的在澳洲当中文学
校的老师，有的在台湾当学
校的校长。到了今天，聚集
在他这里的义工已经达到
2700多人，其中来自中国大
陆的志愿者占到一半。

这支义工大军让MIT

也深感惊讶。通常在世界各
地为开放课程做翻译的，都
是些单位组织。而朱学恒告
诉MIT，他们就是一群志愿
者，对方就很奇怪：“你们这
个单位什么钱也没有，就要
做？”朱学恒对他们说：“我
们就是觉得这些知识非常
好，想把知识分享出去。我
们的目的不是要名也不是
要利，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

看到这些知识，只要有一个
人觉得这些知识能够改变
他的人生，我们就觉得非常
值得。”

中国大陆地区的人们
对开放课的追捧直到2010

年才开始爆发。这与一个以
翻 译 美 剧 著 称 的 字 幕
组——— YYeTs人人影视字
幕组(以下简称“人人字幕
组”)息息相关。

大约在2009年年底，

“人人字幕组”的纪录片组
中已经有人在开始尝试翻
译开放课程。到今天，“人人

字幕组”有20余门开放课程
在开工或已完工，十几名总
监各负其责，上百名志愿者
密切配合，日夜奋战，他们
运行的规则和职业精神也
一如做美剧字幕。除了“人

人字幕组”，中国大陆还有
TLF字幕组也开始做这件
事。

格延伸阅读

开放课崛起

源自网络分享
自2001年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决定向社会公

布其从本科至研究生的

全部课程起，一场国际教

育资源开放与共享运动

便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11月份新浪相继
推出公开课视频专区前，

已有十多门、六七十集翻

译后的课程在网上出现，

并在网民间通过美剧论

坛、电驴、校内等站点口

碑传播；而新浪等两大门

户网站的加入，则将酝酿

着的火种直接引燃。某门

户网站提供的一个数字

是，以颇受欢迎的《幸福》

第一至四集为例，点击率

已超过150万。

另一种思维方式

都是讨论人生的入

门课，你看看耶鲁课堂上
探讨的是什么，再想想我
们的大学辅导员喜欢念
叨什么。

“死亡？这么避讳的

话题，他会在课堂上怎么

讲？”中国人民大学大四

学生吕晗悦用“好奇”来

解释她看公开课《死亡》

的理由。《死亡》是耶鲁大

学开的一门哲学课。

“如果必须选择杀死
1人或者杀死5人，你会

怎么选？”《正义》的主

讲人、哈佛大学教授迈克

尔·桑德尔以假设情境引
导有关道德的辩驳。

此外，《幸福》、《人

性》、《西方世界的爱情哲

学》……“这些有意思的

题目几乎从来没有出现
在国内高校的课程名单

里。”有学生如此评价。

更有一个戏谑中外

高等教育巨大差异的段

子在网络上流行：“都是

讨论人生的入门课，你

看看耶鲁课堂上探讨

的是什么：死亡(哲学部

分)，男女性欲的强度差

异 (心理学部分 )，从城

邦经验到民主政府 (政

治哲学部分)；再想想我

们的大学辅导员喜欢

念叨什么：不许交男女

朋友 (哲学部分 )，敢交

就打电话给你家长(心理

学部分)，爱人不行，要加
强 爱 国 ( 政 治 哲 学 部

分)。”

“理科教学照本宣

科 ，人 文 社 科 应 付 了

事，既没有培养独立思

考能力意识，也没有增

进人文素养的环境。”

山东大学大一学生吴

明对新生的“通识教育”

颇有微词。

与之对照的是，哈

佛、耶鲁等的公开课堂、

随性自然的主讲教授们，

似乎构造出一个更符合
大学精神的讲坛。

《死亡》的主讲人、耶
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

在第一节课开始便客气

地“邀请”学生称呼他为

“雪莱”而不是“卡根教

授”。说这话时，这位老头

儿已经把一条腿盘上讲

台，接着，很自然地将另

一条腿也放了上去。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
院的学生刘泉楚格外关

注哈佛课堂上的学生，

“(他们)有自己的逻辑思

想，肢体语言自然，观点

简洁。”而她和同学们在

30人的小课堂上发言还

会语无伦次，这个对比让

她感觉到挫败。

在《正义》课程的最

后，桑德尔教授说，“这门

课程旨在唤醒你们永不

停息的理性思考，探索路

在何方。”在刘泉楚看来，

这是网络公开课的意义
所在，“提供另一种思维

方式，提供一种远离标准

牢笼、勇于质疑的精神。”

白领的“幸福”课

“我们越来越富有，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快
乐？”由哈佛教授泰勒·本
-沙哈尔主讲的《幸福》

这门课，一跃成为最受国
人欢迎的课程之一。

在电驴看到有《聆听

音乐》课程下载时，上海
白领李娜突然激动起来。

尽管已经在广告界

从业7年，李娜仍不时觉
得自己或许有机会成为

一名钢琴师。还在小学三

年级时，她就能准确分辨

出老师同时弹奏的几个
音符；然而，她同样记得，

音乐老师曾由美术老师

兼任，音乐课常常被主课

占掉，“从我的父辈到我

们这一代，音乐基础教育

都是缺失的”。

现在，她以每周两集
的速度学习《聆听音乐》，

并且决定，“开始学习钢
琴，虽然我现在已经35岁

了”。

在三十而立的这一
年，北京的 IT从业者林

森同样决定继续学点什

么，因为他自我评价“是

一个热爱学习的人”。他

其实已经获得计算机科

学硕士文凭，然而，“这和
学位无关”。

他考虑过很多办法。

比如报名在职研究生、自

学考试，但发现这些都是

些徒有其表、获得文凭的

途径。大批涌现的网络公

开课对林森而言如“雪中

送炭”，“我知道我有事儿

干了”。

对于国内大多数白

领来说，开始或继续一种

毫无功利性的学习，并不

容易。他们回不到象牙
塔 ，外 面 又 找 不 到 资

源——— 然而，这一状况现

在已经被爆棚的网络公

开课改变。

“我们越来越富有，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快

乐？”这个曾困扰美国人

的疑问，如今成为中国人

的难题。“我只听见人们

说我对现在的生活还比

较满意，却从未听过谁说

我现在觉得很幸福。”一
位网友在《幸福》视频网

页上留言。由哈佛教授泰

勒·本-沙哈尔主讲的这

门课，一跃成为最受国人

欢迎的课程之一。

公关公司员工张雨

菲偶尔感觉自己已经有

轻度抑郁的症状——— 尽

管她在公司被称作有着

日本范儿的“明朗少女”。

没有人知道，每天清晨，

她常因厌恶上班而赖床，

有时甚至崩溃哭泣：“直

到看过《幸福》课，我才开

始冷静考虑，究竟是因为

什么让我感受不到幸福

了？”

她开始回想自己的

经历。生于湖南，学于浙

江，居于北京，“越进入城

市的核心，压力也越大”，

曾被连续一个半月的加
班累到胃病复发还不得

不坚持工作，“完全没有

个人生活”……这些被她

刻意遗忘的回忆，在一个

人进行的网络课堂上被

一一梳理。

“也许看完《幸福》

课，我也未必能够立刻看

到幸福的样子，”张雨菲

说，“但是至少我已经走

上了寻找幸福的旅途。”

据《中国新闻周刊》

全球“开放课程”日益影响中国高等教育。

全球开放课
启示录

从2010年初开始，一股开放课热潮在中国大陆蔓延开来，这些被称

为“淘课族”的群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增长。而在这个热潮背后，

则是一场在国际上已有10年发展，并几成燎原之势的国际教育资源开

放与共享运动。

对中国而言，这场“开放课运动”不仅拉近了国人与世界高水平教

育的距离，也许还会让国人对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产生新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