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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

() ∗ & + % , ∗ −. 平台的现状及挑战

【摘要】通过与国内一般的教学平台比较
,

介绍

了 ∃ 七% / ∋
、

( )∗ /+% , ∗− . 所具备的强大功能
。

如课

程设计模板
、

电子 白板
、

虚拟教室
、

学生跟踪系

统
、

群发邮件
、

管理统计功能等
,

同时也指出了

目前这两大教学平台存在的不足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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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两大网络教学平台

网络教学平台�战∋? , 比 ≅ . Α /∗∋ Β, Χ Δ )∗ ∋Ε, −Φ #
,

又称在线教学平台
、

教学管理系统等
。

是紧密

结合远程教育的实际需求
,

构建的基于互联网

的教学管理与沟通平台
,

包括网上备课
、

课件制

作
、

教学素材建设
、

网络授课
、

网上交流
、

网上作

业
、

网上自学
、

网络考试
、

以及质量评估等多种

服务的综合教学支撑平台
,

全面支持教学各个

环节
。

网络教学平台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基石
,

是

教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基于互联网实现

网上教学的必要条件
。

是体现网络教学的重要

依靠
。

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网络教学平台有

∃ 启%/ ∋
、

( )∗ / + %, ∗ −.
、

: Χ Γ /)
、

Η、∋Α ∋, − 、 /Ι , ))/ Γ / 、

≅ϑ
Κ

/ . Γ / 、

ΛΒ −∋Α
∗ )

一

Μ 等多种
,

其中∃ 七% / ∋和 ( )∗ /+% , ∗− .

是当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基于∃ 亡% 的网络教学平
乙 ‘

口习 Ν

∃亡%&∋ �∃ 亡% Ι ,

Α−Ο
/ 2, ,) Ο#是由 Π , ∋Α Ο 公司的

Π/ ∗−Χ ΒΧ ΓΘ 3∗ &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开发的
,

而 () ∗& +% ,∗ −. 是由赛尔网络与美国毕博

�() ∗& +% ,

∗−. # 公司共同开发的
。

这两大平台都

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
,

它们支持百万级用户
,

为

教学人员提供了强大而全面的授课
、

管理和交

流工具
。

在世界范围内
,

已有几千所大学
、

教育

机构使用这两大平台
。

打入中国市场不久
,

目

前已经有 9! 多个用户了
7

南开大学
、

哈工
、

武大
、

云南大学
、

对外经贸中山大学
、

华南师大⋯⋯

 两大网络教学平台的主要功能

认七%/ ∋ 是由前台系统模块和后台系统模块

构成的一套基于 ∃七% 的远程教学管理系统
。

前

台系统为平台的服务页面
,

主要完成用户注册
、

学生的选课
、

学习
、

考试
、

学生之间或师生之间

的交流
、

讨论
、

答疑等功能
。

后台系统主要完成

课件的制作和发布
、

教师管理
、

用户权限的管理

等功能
。

后台系统的进入有严密的验证管理
,

并有一套严格的级别管理机制保证不同级别用

户的访问控制
。

∃ 亡%&∋ 有一系列可以自动与课

程内容紧密集成的学习工具
,

它们包括
7

会议系

统 Ρ 在线聊天 Ρ 学生学习过程跟踪 Ρ 小组项目组

织 Ρ 学生自我评价 Ρ 成绩管理与发布 7 访问控制

导航工具
Ρ

定期测试
、

电子邮件 Ρ 索引自动化生

成 Ρ 课程内容搜索等等
。

∃ 七% &∋ 中支持管理员
、

设计师
、

评分员
、

学生四类用户
。

( )∗ & + %, ∗ −. 平台构架为 (Σ ΘΣΟ 结构
,

前台是

浏览器
,

服务器端包括 ∃ 亡% 服务器
,

() ∗& +% ,

∗−.
应用程序服务器与后台数据库进行交互

。

此平

台是以课程为核心集成网络
‘�

教
” “

学
”

的环境
,

每一个课程都具备独立的学习区
、

交流区
、

考试

区
、

管理区
。

包括的功能模块有
7

内容资源管理

方便教师发布
、

管理
、

组织教学
、

在线交流功能

同时为用户提供同步 Τ虚拟教室以及异步讨论

板等交流工具
,

老师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教学大

纲
、

教学进度
、

评分标准
、

每堂课的教学参考资

料上网
,

并在网上实现一些随堂测验
、

讨论
、

答

疑
、

研讨式学习等
。

可以看出
,

这两大网络教学平台在功能上大

致相同
。

除了具备有一般的平台所具有的功能

如文件共享
、
( ( Θ 讨论

、

问题答疑系统等
,

还集

成了很多国内教学平台无法实现的功能
,

如课

程设计模板
、

电子白板
、

虚拟教室
、

学生跟踪系

统
、

群发邮件
、

管理统计功能等
。

所有的这些功

能都可以归为以下 9 方面

 
�

5 课程设计功能

通过课程设计模块中的链接教师可以直接



进入课程
。

教师不需要懂 Υ 2ςΠ 语言
,

只

需了解浏览器就可以快速地创建和管理课

程
。

他们只需将与课程有关的材料放入事

先设计好的模板中
,

软件系统就能自动地

将这些材料组织成一个良好的网上学习环

境
。

通过课程 目录来浏览学校所开设的课

程 目录 Ρ 通过平台提供的课程搜索引擎来

检索课程
。

 �  交流和协作功能

无论是传统学习或网络学习
,

交互在学

生的学习
、

记忆以及教师授课效果等诸多

方面均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

在 () ∗& +% , ∗ −.

和? 亡% &∋ 平台中
,

所有的交互活动都通过网

络浏览器进行
,

二者都提供多种师生间的

同步交互和异步交互工具
。

�)#虚拟教室
。

虚拟教室 �Ω Β−∋Α
∗) / )∗ Ο Ο #

是师生共享的工作空间
,

通过虚拟现实技

术
,

使学生能在仿真的环境中学习
。

虚拟

教室模块通过提供电子 白板
、

在线文本交

流等多种支持学生之间
、

师生之间交换信

息和讨论的工具
,

帮助教师进行实时辅导
、

答疑
、

教学交流
,

主导虚拟教学全过程
。

电

子白板特别适合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

课程
,

这一功能使学生和教师可以同时在

屏幕上观看一个数学公式或其它图形
,

而

且可以同时进行添加和修改
。

学生还可以

将电子白板上的图画存下来供将来参考
。 ’

� # 讨论版
。

通过讨论版
,

可以更方便

地实现教师与学生间的交互
,

带来教学效

果反馈的及时化
。

教师们可以让学生使用

讨论版来张贴作业
、

报告或讨论
,

当然有些

课程不一定要求学生必须参与
。

如果对于

一门课程要求学生必须加入讨论
,

还可以

通过讨论版来展开一般性讨论
。

�4 # 群发邮件
。

平台的群发邮件功能

支持 4 种电子邮件整合模式
7

信息发送给

全班
,

信息发送给该学生所属的一个学习

小组
,

或发送给单个学生
。

邮件组根据课

程分组
、

用户身份
,

自动生成邮件组
。

这样

就避免 了出现教师邮箱很快就被学生的问

题邮件填满的问题
,

尤其是当同时讲授多

门网上课程时
,

区分管理这些邮件是很烦

琐的事情
。

为师生按课程建立单独的邮箱

帐户
,

这样可以将不同课程的信件和私人

信件 区分开来
。

学生交作业可以用发电子

邮件的形式递交
,

老师批改后再发给学生
。

 � 4 在线考核功能

平台允许创建实时测验
。

这种实时测

验是受密码保护的
、

限时的
。

试卷是通过

试题库管理功能随机生成的
,

编辑生成的

题型有单选
、

多选
、

判断正误
、

匹配
、

排序
、

填空和论述题等多种
,

并可多次重复使用
。

通过平台对客观试题可自动判分
,

学生可

立即获得测试结果
,

而主观题则是由教师

通过平台进行判分
。

同时平台具有测验定

时功能
7

可设置考试时间
,

到时间试卷自动

关闭
。

此外
,

平台还具有对学生的作业
、

测

验
、

考试等成绩汇总
,

自动生成电子成绩簿

的功能
。

通过电子成绩簿
,

可以横向
、

纵向

的汇总管理分析学生成绩和考核细 目
,

并

能够创建自动统计分析学生答案的数据报

告
,

加权得到综合测评分数
。

对学生的作

业
、

测验
、

考试等成绩进行综合加权计算
,

自动得到综合测评分数

4 面临的挑战

可以说
,

∃ 亡%/ ∋和 ( )∗ / +% , ∗ −. 这两大网

络教学平台在功能上相对于国内大多数教

学平台而言
,

无论是在管理
、

交互合作
、

还

是在对学生的考核上都更完善
,

甚至就是

在对平台的操作方面都比一般的国内教学

平台使用起来更方便
,

界面更友好
。

但它

们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
,

如对协调的支持

不够
、

对收集到的数据的分析不精确
、

不全

面等
,

这都需要进一步地完善
。

4
�

5 对协调 的支持还不够

虚拟技术的不断发展
,

使得分布于不同

的地点和组织机构的参加者相聚在一个虚

拟的地方进行学习
、

交流和讨论已然成为

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
。

在这种情况下
,

计

划
、

协调和通信变得更加重要
。

但现在的

/) /

二ΒΧ Γ 系统对交互
、

合作
,

特别是协调的

支持还不够
。

∃ 七%/ ∋ 和 ( )∗ / + % ,

∗−. 是当前

使用最为广泛的基于 ∃/ % 的 /) /∗ Φ ΒΧΓ 系

统
。

它们提供了强大的交互
、

合作工具
,

如

小组讨论等
,

但他们都未提供协调合作学

习的学习过程或学习方法的描述与执行的

手段
。

关键的思想也就是指需要为学习团队

提供一个共享的信息空间来维持一个学习

和讨论的焦点
,

使得合作学习的参加者很

容易找到相应的虚拟地点
,

形成学 习参加

者之间的同步
,

一道参加他们所要参与的

合作学习活动
。

研究表明
,

高产团队愿意使

用小组讨论空间来分享他们个人的信息
。

对成功来说
,

重要的是
,

有焦点的深入交流
,

高产团队彼此同步
,

因而他们能以最流畅的

方式来分担他们的任务
。

团队的领导指挥

工作或学习的步调
。

用这种方式
,

团队可以

建立一个共享的知识基础
,

进而协调地一道

工作
,

以更有效地完成他们的共同任务
。

用

这种方式
,

团队可以建立一个共享的知识基

础
,

进而协调地一道工作
,

以更有效地完成

他们的共同任务
。

在分布合作学 习环境中
,

学习团队需要一个共享的信息空间去维持

一个讨论问题的共同的焦点
。

?/ % / ∋ 和 ( )∗ /+% , ∗ −. 在对协调的技术

支持支持方面还不够
,

还未能实现为学习

者提供一个共享的信息空间来维持学习和

讨论的焦点
。

希望这两大系统在此功能上

能进一步完善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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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收集到的数据的编入统计不精确
、

不全面

?/ %/ ∋ 和 ( )∗ / + %, ∗ −. 系统提供了强大

的学生跟踪系统
、

系统统计功能
,

这都需要

涉及到对数据的加权统计
,

而这两大系统

在这方面是欠缺的
。

只有精确
、

全面的统

计才能为教师提供详细的学生进展报告
。

教师才能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
,

进而改进

和提高课程的质量
。

∃七% Ι 2 和 ( )∗ / +% , ∗− .

的主管 8 ,) .Ο ∋/ ΒΧ 也期望他们下一代系统

∃ 亡% Ι 2 Ι , %∗ )∋ 和 ( )∗ / +% , ∗ −. ∀ 能够地对学

生已经掌握了什么
、

未能掌握什么 以及学

生感兴趣的又是什么等等进行连续地跟踪
、

评估
,

以及会有更精确
、

更全面的数据分析

和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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