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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行│專題報導特邀編輯

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近年來電腦、網路、手機、物聯網等的崛起及普及，造成了傳統資訊產業（報紙、書

籍、電視等）及商業型態翻天覆地的變化。無情的優勝劣敗已淘盡了不少保守的英雄人物，

但社會上本性最保守的行業中，「教育界」穩居前茅，從事教育的朋友們看到了這個變化

嗎？

我本就是個思想冬烘的學者，想到數位教學利用 3C產品的複雜性─但其實方便又有
效率─打從心底排斥。但是因為「食人俸祿，忠人之事」正是老學究的基本原則之一，因

此當學校希望配合教育部推廣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時，雖然覺
得前途茫茫，一片空白，但想到可以惠及許多無法進入自己理想學校的學子（原因在專題

報導文章中有說明），就義無反顧地投入了。

結果卻是遠超過想像的豐碩！三年半 4門磨課師課開下來，參與的學員約九千多人，
比我 36年實體教書的學生總和還多，瀏覽點閱的次數超過 5萬次，海外也有學生來註冊，

數位開放教育的理論 
與實踐─磨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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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慕課平台也邀約上線。磨課師讓知識無貴賤、無國界的學習理念，真正跨越了政治和社

會劃出的界限，而這樣的特質在全台灣現在開出的三百多門磨課師課程中都有，只是規模的大

小、時間的長短不同而已。

這麼「教育方式的革命」（比爾蓋茲的話）怎能不讓更多的研究教學人員及老師們分享呢？

於是在大家的協助下，就促成了這一次專題報導的籌畫與實現了。

在後面的專題報導文章中，超過 10位的作者在 6篇文章裡一一講述了磨課師的緣起、背
景、特性、規劃方式、製作技巧、經營型態、發展策略、團隊培訓，以及推廣應用的做法，文

情並茂，各有特色，我且不在這裡贅述。比較特別的是，雖然每一位作者都是大學教授，但在

一般的學理論述以外，文中都有著難得的實務操作經驗，以及親身參與才能看得到的「眉角」，

協助讀者在完整性、實踐性和再現性上能有具體而扎實的收穫。

台灣磨課師能發展到今天這樣蓬勃的成果和局面，除了教育部和各個學校攜手開課老師

們的努力以外，還有幾位不能忘的推手，他們是逢甲大學的劉安之前校長、交通大學的李威儀

主任和清華大學的黃能富院長。因為有人願意起灶架鍋、加柴添火，才會有饜足飽鮮的滿園食

客，讓廟堂之上的知識能夠散入民間，填飽每一個追求進步的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