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大學時代：免費高等教育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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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美國名校（史丹佛、哈佛、麻省理工學院 e.t.c）學費都是貴到爆

炸，有調查顯示，美國名校學費的攀升程度甚至是醫療費用的兩倍（下圖：1985 

至今成長 559%）。想到國外深造，要不就是實力你實力強到不行，要不就是需

要大把的銀子。但其實你有更多選擇。 

 

網路如今日新月異，很多人學習、獲取新知方式，都是透過網路。那你有沒有想

過，透過網路來「深造」呢？現在，你只需要一台電腦，就可以上這些名校的課，

而且全部是免費的！ 我們不難察覺，高等教育正在迅速變化 ：大學已經開始集

體舉辦講座、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等學校合作，以創建為網站課程量身定制

的內容、 UniversityNow 提供價格合理的線上大學，和 Udacity 提供知名教授

專屬線上的課程。 10 年前，這一切都不存在，而線上教育仍在不斷的演進當

中。 

什麼是 MOOCs（ 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s,  線上開放

課程）? 

線上開放課程（ 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s,  MOOCs），相信對大多數的

人來說都不陌生，他提供的是許多大學生和研究生課程，能夠在線上自由的被任

何人從任何地點取用，是很多人精進自己、學習知識的好方法。目前國外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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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公司都推出線上開放課程，很多公司也都獲得可觀的資金，可見其市場是存

在的。像是大家不陌生的 iTunes U、Udacity 、UniversityNow ，和之前 Inside 

介紹過的 MIT OpenCourseWare ，都是線上學習很好的途徑。 以下為 Inside 

介紹的線上開放課程： 

1.Coursera由史丹佛教授、同時也是線上開放教育網站 Coursera 的創辦人 

Andrew Ng 和 Daphne Koller ，身兼 CEO 和線上教課的教授，兩人都懷抱教

書的熱忱，想透過線上的教育來提供高等教育給更多的人。只要到 Coursera 的

網站上註冊，點選你想上的線上課程，就完成登記了，如下： 

 

在上月中旬，Coursera 在獲得 1600 萬美元的投資後，再次獲得 370 萬美元

投資，當時的學生人數為 68 萬，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就增加到 100 萬人。除了

建立初期的史丹佛、普林斯頓、密歇根和賓州大學外，在上月中旬新增加了包括

了杜克大學、華盛頓大學、加州理工學院等 12 所美國知名大學。 近日 

Coursera 也在自家部落格上，貼出他們的使用者統計資訊。（註一） 

2.EDX 不同於其他由個人、或是創業公司開發的線上開放教育，EDX 是由美國

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共同創建線上的免費大學課程專案。兩所大學各自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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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萬美元打造，除了提供自家學生學習以外，也開源讓更多有能力的人在網

路上學習，並取得通過憑證（雖然不會是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學院的名下，而是 

EDX）。（更詳細介紹請參考註二） 

3.新浪˙公開課  現在新浪還有提供加上中英文字幕的版本，讓更多人可以語言零

距離的學習。 

 

線上教育帶來的好處 

上個月，史丹佛教授、同時也是線上開放教育網站 Coursera 的創辦人 Daphne 

Koller 在  TED 發表演說，談她提供線上免費教育的理念。 線上開放課程將會

對高等教育帶來影響是不置可否的，Inside 筆者整理出它的好處如下： 

 透過科技，改善生活 

 不只是一般的線上課程 

 比實體教室的效果更好 

 帶來教育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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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帶來的好處 

（影片來源：TED） 

透過科技，改善生活 

同樣也是史丹佛教授、 Coursera 的創辦人 Andrew Ng 教授所開授的課程 

Machine learning ，線上登記的人數總共有 100,000 位學生 ，但實體教室的

容納人數是 400 人。計算結果告訴我們，Andrew 必須花 240 年才有辦法教

完所有的學生，而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透過網路革新，知識和教育可以傳播

出去，到更遠、更廣的地方。而且所有內容都是來自最頂尖的學校、最好的內容、

最棒的是，它還是完全免費的！ 

不只是一般的線上課程 

線上教育並不稀奇，但線上開放課程像 Coursera、EDX、Udacity 等等，和一

般的線上課程是有其差距存在的。除了必須事先上網登記、有開課日期、每週上

課進度和功課，就像是真實的上課體驗之外，學員完成所有的課程後，這些網站

會透過 email 提供線上的實質認證。學員可以向企業提出這些憑證，並取得更

好的工作機會，也有的大學會認可這些認證，給予學籍。 舉例來說：一個兩個

孩子的全職媽媽，白天要工作，晚上要帶小孩，她還有要重回學校、完成博士學

位的夢想。這樣的線上開放課程，就提供她很好的自修途徑，讓她重回學校的美

夢成真。 （真實的上課體驗：圖中的每個流量的高峰，代表的是要教作業的時

候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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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憑證：上為 Coursera 依教授、課程不同，決定是否發與憑證；下則為 

EDX 提供的教育憑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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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實體教室更好 

你可能會覺得，線上教育畢竟還是無法取代實體教室，但透過一些設計，電腦學

習甚至成效勝過在實體教室聽課！ 在實體教室上課的學生，要連續上三個小時

的課程，這個過程中非常容易分心、學習成效不好，但線上課程提供隨堂測驗當

場做練習，若是答錯就無法讓課程繼續下去，這讓你不得不當下吸收知識，學習

效果反而更好。 更方便的是，透過這樣的線上開放課程，你的同學將散佈在全

世界，除了形成一個跨世界的社群，可以組成跨國的讀書會，同時也可以幫助你

學習更不間斷。想像一下，你忙完白天的工作，夜深了才有時間獨自研究教授線

上指派的作業時遇到問題，而在另一個國家的同學，正是可以向他求救的時候。

這樣的好處就是，不論在何時，世界的某個角落必定會有人能即時的解開你的疑

惑，比在學校詢問要來的即時、迅速許多。根據 Coursera 的統計，學生線上

提出問題，到得到解答的過程，平均只要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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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教育的進步 

除了對學習者有好處之外，教育者可以透過這個龐大的樣本，獲得研究人類學習，

和教育的寶貴數據。這在過去沒有科技的環境下、只能透過抽取少量樣本來做研

究，是無法做到的，但現在透過幾百萬學生點即網頁、做線上功課、測驗，教育

者能夠迅速的統計出有用的資訊，例如：有 60% 的學生，在相同的地方犯下錯

誤，那麼這就是值得研究的地方。知道學生易誤解的地方，可以改善教育者教學

生的方法，更有效的糾正他們的觀念。 

免費帶來的好處 

我認為，免費提供線上高等教育，可以為全人類帶來三項好處。 

1. 人權的伸張：人們更有機會可以透過努力，來學習高等教育、改善自己的

生活。 

2. 學習不間斷：線上提供最新、最好的更導教育，讓你的學習在畢業後延續，

並能不斷更新最新資訊和科技。 

3. 創新：也許下一個愛因斯坦，就藏在非洲偏鄉裡，免費的高等教育讓這種

隱匿、聰明絕頂的天才，得以有機會改善我們的世界。 

若是能夠建立學習平台，整合成一系列的課程，例如：資工系學生必須修畢的課

程，最後甚至能夠頒發學歷證明給完成線上課程的學員。不過要達到上述的情況，

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你有線上學習的經驗嗎？歡迎留言與我們分享。   註

一： Coursera Blog 註二：What is E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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