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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课程是数字化学习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高等学校开展远程教育和进行信息技术与

课程整合的关键。本文从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和网络课程的研究现状出发,论述了对网络课程的设计、开

发、应用、评价、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等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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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课程作为一种重要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如雨

后春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它作为高等学校教

学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我国远程教育和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等方面的发展, 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对网络课程的设计、开发、应用、评价、管理等方面

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课题提出的背景

1. E-Learning (数字化学习)是高等教育的发展

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

Internet 的日益普及,信息技术对人类的工作、学习

和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 近年来, E-Learning 概念的

提出并迅速在全世界流行就是一个真实的反映。E-

Learning 的本质是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实

现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条件包括:建设数字化

的教学环境、开发数字化的教材资源、学会数字化的

学习/教学方式。

2. 网络课程是数字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课程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

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

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和

网络教学支撑环境(《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

范》)。网络课程作为一种重要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3. 对网络课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网络课程不是电子教材或电子教案的简单搬家。

一门完整而又优秀的网络课程除了在网上展示结构

化的知识内容外, 更要发挥网络即时交互、资源共享

等特性, 还要进行实时讲座、实时答疑、协作式解决问

题、探索式解决问题、学习论坛等教学活动的设计与

实施。网络课程也不同于一般的 CAI教学软件。CAI

教学软件展示的是封闭式的知识结构, 一经制成,不

再修改变动。但目前许多网络课程的制作人员均未意

识到这些。因此,深入开展网络课程的研究, 探索网络

课程的设计理论、开发方法、应用模式、评价体系、管

理形式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4.建网络课程开发平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

网上交互式的程序设计,是一般非计算机专业教

师所难以做到的。所以构建易于操作使用的网络课程

开发平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网络课程开

发平台使用,让普通教师能够针对不同性质学科的特

点, 方便地构建网络课程的结构和内容,降低网络课

程开发对教师计算机技能的要求。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1.研究现状

( 1)对网络课程的开发偏重技术应用而忽视理论

指导

我们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学术刊物(如《电化教育

研究》、《中国电化教育》、《Educat ional Technolog y》

等)、教育网站和国际国内有关学术会议( GCCCE、

ICCE、CBE 等)的论文集进行分析,关于网络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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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涉及到具体的技术及其在课程开发中的应

用,而有关的理论探讨的文章比较少。在高校的网络

课程评审中, 也发现一些网络课程由于缺乏理论指

导,存在不少问题,如教学目标不明确、课程结构不完

整、课程内容是教学过程或教案的简单搬家等。

( 2)网络课程设计方法的研究缺乏理论深度

目前,对网络课程的教学设计主要停留在主要模

块的设计,缺乏进一步细化和深入的探讨。如在教学

策略设计上, 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网络课程的动机;在

教学活动设计上, 如何发挥教师在网络课程中的指导

性作用;在教学评价设计中,如何体现它对教学进程

的调控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 3)网络课程的教学应用研究缺乏科学研究方法

的指导

国内外关于网络课程的应用的文章不少,但围绕

一门完整的网络课程的教育教学应用方面的文章就

不多,仅占很小的比例。对有关的文章进行内容分析

可以发现,在网络课程的应用中, 目前许多高校的应

用形式是教师课堂辅助教学、学生课后自主学习、远

程课程教学, 这些应用形式缺乏从教学模式的改革方

面进行研究和探索; 在研究过程中, 也只强调网络课

程作为一种教学资源加以应用, 而忽略了科学研究方

法的指导,影响研究结果的量化和科学化。

( 4)网络课程的评价研究才刚刚起步

可以说, 我国网络课程的评价研究刚刚起步。网

络课程既不是简单的电子教材, 也不是一般的 CAI

课件, 对网络课程的评价要考虑其特殊性,重新建立

网络课程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网络课程的教学应用过

程的评价也不能盲目遵循传统的课程教学评价标准。

目前,还缺少一种行之有效的网络课程评价指标和模

型,关于网络教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不够完善。通过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章, 有一些涉及在线教育质量等方

面的文章,但也仅仅是一些定性的描述,缺少完整的

体系及其应用的精确数据。关于网络课程的管理在

《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办法》(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00 年 8 月)中提出了一些宏观管理办

法。而关于网络课程具体的维护与管理方法,还有待

于进一步进行研究。

( 5)开发平台的研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 Internet的普及,国内外研究机构已作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 如美国 IBM Lotus 的 Learning

Space、美国 Asymetrix 公司的 Aspen e-Lear ning 平

台、新加坡的 DRML 教学资源管理应用平台和国内

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新叶远程教学支撑平台等。这些

研究成果(产品)往往都是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但都

还不是十分成熟的产品,尤其是网络课程的开发与应

用方面, 与之相关的产品都是处在探索阶段。

2.研究趋势

( 1)在理论指导方面,强调教学系统设计理论的

应用。

( 2)在教学应用方面,强调教学模式的探索和研

究。如利用网络资源主动学习模式、利用虚拟情境探

究学习模式、利用通信工具协商学习模式等的研究。

( 3)在效果研究方面,强调学生对课程的知识和

技能的掌握、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信息素养

的提高等方面。

( 4)在评价管理方面,强调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的

建立和应用。

( 5)在开发平台方面,强调操作简便、学科特点突

出, 能提供开放性、协作式功能的开发平台的研制。

三、主要的研究内容

1.有关研究的界定

网络课程的系统研究: 包括对网络课程的设计、

开发、应用、评价、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网络课程:网

络课程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

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 按一定

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和网络教

学支撑环境。网络课程开发平台:在研究与分析网络

课程的基础上,根据教学设计理论和网络教学特点建

立起来的网络课程开发与应用系统软件。这一平台针

对不同性质学科的特点,将学科的教学模式抽象为多

个可以直接套用的模板,让非计算机专业的普通教师

能够方便地构建网络课程的相关内容。此外,这一平

台还提供完善的教学应用功能, 如教学评估、协作交

流、教学资源管理等。

2.研究内容

( 1)网络课程的设计理论与方法;

( 2)网络课程的开发过程与步骤;

( 3)网络课程的教学应用模式与效果分析;

( 4)网络课程的评价指标体系与管理形式;

( 5)开放协作式网络课程开发与应用平台的研

制。

本平台研制中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¹ 具有适应性的网络课程教学模型的研究与建

立;

º自适应学习策略选择机制的实现;
»开放协作式课程开发模型的构建与实现。
3.研究子课题的设计

( 1)现有网络课程的特征与发展分析;

( 2)网络课程的设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 3)网络环境的课程新型教学模式的研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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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程的应用模式、教学活动组织形式、教学效果

的评价(如学生的学习特点、信息素养的培养等) ;

( 4)网络课程的评价指标与管理办法的研究。包

括网络课程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网络课程的

维护与管理办法等;

( 5)开放协作式网络课程开发平台的研制。本平

台主要在网络课程的开发方式和教学设计方面取得

突破,在技术上采用 B/ S 结构, 可以跨平台运行(支

持 Linux 和Window s) ;具有全动态化的教学内容创

建机制。

四、研究目标与意义

1. 研究目标

( 1)形成网络课程的设计理论与方法;

( 2)建构网络环境的课程新型教学模式;

( 3)建立网络课程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探索网

络课程的维护与管理办法;

( 4)研制出开放协作式的网络课程开发平台。

2. 实践意义

( 1)提高网络课程的制作质量。本课题的研究为

网络课程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观点, 开辟了新的思路,

有利于网络课程整体水平的提高。

( 2)提高网络课程的开发效率。开放协作式网络

课程开发平台的应用, 大大降低了网络课程的开发成

本,提高了网络课程的开发效率与开发质量。

( 3)加快高校教学资源的信息化、课程教学的网

络化。本课题的研究与实践,将大力促进远程教育和

学校教学信息化的发展, 加速高校信息化工程的进

程。

3. 理论价值

( 1)发展和完善教学设计理论。通过研究,建立一

套网络课程的设计理论与方法,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教

学设计理论。

( 2)建构网络环境的课程新型教学模式。通过研

究,建构出一批基于网络环境的课程新型教学模式。

五、研究的理论依据

1. 教学系统设计理论

在网络课程的开发与应用中,要体现教学系统设

计理论的指导,应注意如下几方面: 强调教与学的结

合;重视学习环境的设计,包括情境创设的设计、协作

学习的设计、信息资源的设计;重视教学过程的动态

设计;重视可操性。

2.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应用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在网络课程的研究中应

体现如下几方面的特点:学生自主学习的设计;学习

动机的激发;学习主动性的调动; 协作学习的设计。

3.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在网络课程的研究中应体现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情境的创设;学生作为认知主体的体现;教师作为主

导作用的体现;知识的意义建构过程的呈现。

4.奥苏贝尔的教学理论

运用奥苏贝尔的教学理论,在网络课程的研究中

应注意:科学选择和设计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在接

受学习中恰当确定先行组织者。

六、研究步骤与研究方法

1.分析阶段

对国内外典型的网络课程和开发平台进行分析,

总结其特征,发现存在的问题。本阶段的研究主要采

用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 sis)法。

2.研发阶段

通过分析结果和总结自行开发的网络课程的经

验, 初步建立网络课程的设计理论与方法, 建构网络

课程的模型,研制出网络课程开发平台,并利用该平

台进行部分网络课程的开发。

整个平台的开发将按科学的软件工程方法进行,

采用 CMM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方法进行软件的开

发管理,软件的建模采用 Ration Rose、ERWIN 等辅

助软件进行规范的建模。

3.试验阶段

选择部分高校开展网络课程的教学改革实验研

究, 探索网络课程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效果,

建立网络课程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另一方面, 通过

试验的反馈情况,对网络课程开发平台进行修改。

本阶段的研究主要采用实验研究法、行动研究

法、评价研究法等。

4.总结阶段

全面总结网络课程的设计、开发、应用、评价、管

理等。

本阶段的研究主要采用逻辑归纳法。

我们希望,通过上述的研究与实践,以提高我国

高等学校网络课程的资源建设与应用水平, 使课程建

设走上一个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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