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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成人教育教学模式是以教

师 为 核 心 , 教 师 讲 、学 生 听 , 是 一 种 以

单向沟通为主的教学模式。远程教育

体系的建立 , 拓展了教育空间 , 改变了

教学模式 , 学生通过远程教学系统可

以就近在学习中心甚至在家里进行课

程学习 , 减少了在学校和工作单位或

住所之间的来回奔波 ; 丰富的网络课

程教学资源 , 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实时

或非实时下载和点播 , 让学生在工作

之余开展学习 , 解决了工学矛盾 ; 计算

机网络管理平台为学生提供了远程注

册、选课、交费、咨询和交流 , 拉近了学

生与学校的距离 , 提高了交流的速度

和效率。远程教育体系的建立 , 为学生

的 学 习 提 供 了 一 种 全 新 的 教 学 模 式 ,

使学习更加方便、更加个性化。同时 ,

新的学习模式和管理模式也给人们带

来了很多困惑 , 那就是学校和学生处

于 一 种“ 准 分 离 ”状 态 , 如 何 有 效 地 指

导、实施和监控教学的各个环节 , 保证

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 已经成为办学

者和就学者都非常关心的课题。本文

根据远程教育的特点 , 结合所从事的

远 程 教 育 实 践 工 作 , 从 导 学 、助 学 、促

学和服务四大体系的构建和实践进行

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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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改变了传统成人教育的

“ 填鸭式”教学模式和“ 放羊式”的管理

模式 ,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导学体系。

1.入学导学 , 强化学习方法和技术

的培训。学生参加远程教育 , 首先必须

要 转 变 学 习 观 念 , 实 现 由“ 要 我 学 ”到

“ 我 要 学 ”的 转 变 , 树 立 自 主 学 习 的 信

心。因此要加强对学生现代学习理念

的教育 , 这种学习理念的教育要贯穿

到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 , 学生通过

参加远程教育的学习 , 不但学到了专

业知识 , 而且学会了如何主动学习和

自主学习。

学习模式的改变必然要有新的学

习方法和技术的支持 , 因此 , 在学生开

展课程学习前 , 首先要教会学生获得

知识的远程教育学习方法和技术。因

此 , 远程教育给学生开设的第一门课

程 是“ 远 程 教 育 学 习 导 论 ”, 通 过 导 论

的学习 , 不但要让学生转变学习观念 ,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远程教育的学

习技术 , 学会如何使用计算机、如何上

网 、登 陆 教 学 平 台 、使 用 电 子 邮 件 、教

学 资 源 的 下 载 和 开 展 教 学 交 互 活 动

等。因此 , 远程教育开学的第一天 , 除

了传统开学典礼上领导和老师的祝福

和祝愿外 , 更多的是给学生介绍远程

教育新的学习理念、新的学习方法和

新的学习技术 , 甚至是直接将学生领

进机房 , 手把手地教学生如何登陆学

习平台、如何使用多媒体教学资料开

展个性化的学习。

2.专业导学 , 指导学生制定个性化

的培养方案。远程教育教学管理采取

的是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学分制的教

学 计 划 中 将 课 程 划 分 成 公 共 基 础 课 、

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和任意选修课程等模块 , 并规定了相

应的学分和总学分。学生可以在老师

的指导下根据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方向

进行课程的选择和组合 , 在学分制允

许的范围内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

和特长选择课程。由于学分制的实施

是与弹性学制相配套的 , 因此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开展学习 , 自己掌

握学习的进度和修业的年限 , 什么时

候毕业自己说了算。

3.课 程 导 学 , 提 高 课 程 学 习 效 率 。

远 程 教 育 除 了 给 学 生 提 供 形 式 多 样 、

内 容 丰 富 的 网 络 课 程 教 学 资 源 外 , 要

在课程学习前为学生组织课程开篇导

学 , 根据课程的性质 , 介绍课程的学习

方法、学习重点和难点 , 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果。对于比较难的课程 , 除了开篇

导学外 , 还开展章节导学 , 切实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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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开展自主学习不等于是自己

学习 , 是在丰富教学资源的支持下 , 在

老师的指导下根据个人的情况开展的

学习活动。因此 , 丰富的教学资源是开

展自主化学习的基础。远程教育除了

为学生提供教科书外 , 以课程为中心 ,

建立了一个多元化的网上课程资源超

市 , 网 上 教 学 资 源 声 、像 、图 、文 并 茂 ,

不仅形象、生动 , 还具有一定的交互性

和智能化 , 实现人 - 机交互学习 , 极大

地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 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一项或者多项

教学资源:

实时课程教学 : 通过远程教学系

统将教师在主播教室实时授课和辅导

答疑的情景传输到远端。由于教学系

统具有双向交互功能 , 教师和学生可

以实现教学的互动 , 保证了在线课程

教学和辅导答疑的效果。

网络教学课件 : 网络教学课件是

课程教学资源的核心产品 , 是由课程

教学小组集体策划 , 骨干教师主讲 , 课

程教学小组和美工、编辑人员集体制

作完成。网络教学课件由课程简介、教

师简介、教学大纲、自学指导、WEB 课

件 、在 线 课 堂 、模 拟 实 验 、参 考 资 料 和

常用工具等模块组成 , 学生通过登陆

教学网站点播或播放网络课程教学光

盘就可以开展课程的自主学习。

在线学习社区 : 通过建立专业社

区 、课 程 讨 论 区 , 教 师 与 学 生 、学 生 与

学生之间开展课程学习讨论 , 交流学

习体会 , 促进学习效果的提高 ; 通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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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学生论坛 , 由教师引导 , 学生自发收

集、上传课程学习资源和学习体会 , 实

现资源的共享 ; 通过建立网上学术报

告厅 , 将学校的学术活动通过网络传

送给学生 , 让学生在远端即可享受到

学校的学术资源。

网上练习和测试 : 每门课程按相

应 的 章 节 为 学 生 提 供 大 量 的 网 上 练

习、作业和测试 , 学生可以有选择地进

行学习效果的自检。网上练习和自测 ,

同样也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在

线作业和自测实现了实时批阅并可以

公布答案 ,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效果 , 同时也减轻了教师批阅大量作

业的繁重劳动 , 教师可以有更多的时

间用于对学生的指导。

面授辅导 : 是开展课程教学必要

的环节 , 由课程辅导教师与学生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 , 解决课程学习中的问

题。

实验实习 : 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完

成部分课程网上仿真、模拟实验实习 ,

既达到了实验实习效果 , 又节约了教

学成本。对于网上无法实现的实验实

习 则 安 排 学 生 到 学 校 或 学 习 中 心 进

行。

多 元 化 的 课 程 资 源 系 统 的 建 立 ,

使教学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 将过去

以教师为中心的面授教学转变为以学

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 , 教师的角色实

现 了 由 灌 输 式 教 学 转 变 为 指 导 式 、咨

询式教学 , 将更多的学习自主权交给

了学生 , 学生的学习活动更加个性化、

情境化、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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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远程教育所倡导的培养模式

个性化不是个人化 , 学习自主化不是

学习自由化 , 而是在一定制度的限定

下的个性化和自主化 , 因此 , 在教学的

实施过程中 , 必须有完善的制度保障 ,

才能保证各项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和

实现。

1. 限 定 时 段 内 的 选 课 和 选 考 制

度。学分制在教学组织上打破了专业

和班级的概念 , 因此 , 学生必须在规定

的时间段内进行选课 , 选课门数的多

少一方面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 , 一方

面要遵循课程的先后关系 , 保证课程

的学习能够顺利开展。选课成功以后 ,

学生通过学校分配的课程学习帐号登

录学习平台就可以开展课程学习。在

学期末 , 学生对于所选修的课程 , 根据

学习的情况进行选考确认 , 也就是说

在学期初选修的课程 , 可以选考 , 也可

以不选考 , 学校会根据学生选考的情

况进行统计后准备试卷和进行考场安

排。

2. 定 时 定 量 网 上 作 业 和 测 试 制

度。为了保证学习质量 , 在教学网站上

开 发 制 作 了 大 量 网 络 作 业 和 网 络 测

试 , 虽然学生可以自主地选择来做 , 但

为了保证质量 , 督促学生进行网上作

业和测试 , 一般都规定学生必须完成

其中的一定比例的作业和测试。学生

只有完成规定的作业和测试 , 才能进

行课程考试 , 并将其作业和测试成绩

计入课程总成绩。

3. 网上交流制度。为了方便学生

进行课程学习交流 , 在学习平台上开

设了课程交流园地和学生论坛 , 学生

通过进入交流园地和学生论坛 , 进行

师生交互和生生交流 , 解答学习中遇

到的问题 , 交流学习体会和心得 , 促进

学生学习。因此 , 规定学生每学期每门

课程必须登录一定的交流次数 , 并将

学生登录平台交互的次数和交互的质

量 作 为 考 察 学 生 综 合 素 质 的 重 要 标

准 , 并按一定的比例计入学生课程总

成绩。

4. 学习小组制度。学习中心指导

在同一地区的学生按照专业自发地组

成自学小组 , 学习小组都根据自己的

工 作 和 学 习 情 况 安 排 自 学 活 动 计 划 ,

定期开展自学活动 , 通过小组活动 , 传

递教学信息、交流学习体会、互助课程

学习、增进同学友谊。应该说 , 学习小

组是现代远程教育形式下学生进行面

对面交流的最好的机会和形式。

5. 实践教学制度。按照教学计划

的规定 , 学生必须完成课程的相关实

验、实习教学、课程设计等实践教学活

动 , 并按照一定的比例将实践教学的

考核结果计入课程考核的总成绩。对

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 采取“ 一票否

决”制度 , 即学生不参加实践教学或实

践教学考核不合格 , 不允许参加该课

程 考 试 或 直 接 认 定 该 课 程 考 核 不 合

格。

6.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制度。本科

毕业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 , 根据教学

计划安排必须结合本人实际工作完成

毕 业 设 计(论 文), 学 生 须 经 历 选 题 、开

题、设计、期中检查、答辩等环节。对于

学生来说 , 毕业答辩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环节 , 学生不但要对整个设计过程

进行全面的总结 , 而且要进行精心准

备、汇报和对评委的提问进行答辩 , 是

一次非常难得的锻炼机会 , 因此 , 所有

本科毕业生一律安排毕业答辩 , 答辩

采取现场答辩和远程答辩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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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远程注册交费服务。根据学籍

管理规定 , 学生每学期应当在规定的

时间段内进行学期注册 , 注明本学期

的学籍动态。教学管理平台为学生提

供远程注册 , 学生只要登录平台就可

以完成注册。学生选课后 , 只要将足够

的 学 费 存 到 学 校 指 定 的 银 行 帐 户 , 就

可以保证选课成功 , 并进入课程学习。

远程注册交费服务的开展 , 方便了学

生 , 也保证了学费的安全和及时到位。

2. 个性化信息服务。在发布信息

时 , 除了公共信息是通过公共平台统

一发布以外 , 涉及到与学生个人有关

的信息 , 如考试成绩等 , 均需要学生通

过个人帐号和密码登陆管理平台后进

行查询, 或者是通过个人电子信箱、手

机短信进行发布, 既及时向学生发布了

有关信息, 提高了信息的有效性和实效

性, 同时又保护了学生的个人隐私。

3. 信息提醒服务。在注册、选课、

选考和毕业答辩等重要教学活动组织

前 , 通过学生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等

形 式 提 醒 学 生 及 时 登 录 教 学 平 台 查

询、提交相关信息 , 督促学生及时完成

相关工作。对于未能及时注册、选课的

学生 , 学生信息服务中心会在一定时

间段内通过各种有效手段通知、提醒

学生尽快完成注册工作 , 对于提醒后

仍未完成注册的 , 由信息中心进行语

音沟通 , 了解学生未注册的原因 , 对处

于 退 学 犹 豫 期 的 学 生 及 时 进 行 引 导 ,

有效地控制了学生的自然流失率。

4. 信息回访服务。信息服务涉及

到从招生、教学到学生毕业的各个环

节 , 学生的所有咨询信息均输入信息

系统 , 并限时回复。对于涉及学生选

课、考试、毕业设计和毕业等环节的重

要问题 , 除及时回复外 , 还要开展定期

回访 , 了解信息回复后工作的进展情

况 , 保证学生的问题确实得到解决和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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