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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 1 本刊今年第 3期刊登了记者对国际知名远程教育专家
、

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特里
·

安德森教

授的专访
。

安德森教授在专访中提及他和同事法希
·

埃劳米的新著《在线学习的理论与实践 》
, “

希望 能得到我

们中国朋友的青睐和欣赏
” 。

该书收录 了 16 篇论文
,

作者全部是阿萨巴斯卡大学的教师和研究者
,

也都是 20 世

纪 90 年代 中期 以来阿萨巴斯卡大学为了应对日益裁减的政府资助和生源的锐减而进行大规模教育改革的 实践

者和见证人
,

这些论文既有经验总结又有前瞻性的思考
,

对我国的远程教育事业不无借鉴价值
。

鉴于此
,

本刊特

邀肖俊洪先生谨将该书两位主编 所撰写 的
“

引言
”

中的有关全书内容概要的部分译成中文
,

以 飨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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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题和各章的编排是按照在线学习价值链的框

架进行的 ;这个框架指的是把一个机构的功能分解为战略上

相关的活动
,

通过这些活动体现机构的产品和服务的效用
。

在线学习价值链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
:①内部后勤保障—

开发课程的各种准备工作
,

包括课程计划和相关活动 ;② 运

作— 课程开发的实际工作
,

包括编写
、

多媒体制作
、

编辑
、

规范体例
、

图形设计
、

印刷和网上出版 ;③涉外后勤保障—
课程材料的包装和储存

,

通过邮寄
、

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将

材料送达学生 ;④课程的发送
、

协作和营销
,

这一环节包括一

系列增值活动
,

如学生网上注册
、

课程发送
、

为在线课程打造

品牌等 ;⑤服务— 提供在线技术性和学术性支持
,

包括咨

询
、

辅导
、

监考
,

以及学生借助网页的自助服务等
。

从价值链的角度理解本书内容编排的原则
,

这将有助于

读者更加注意在线学习机构的战略性活动
。

本书第一部分

论述了在线学习的教育理论
,

为第二至第四部分讨论在线学

习价值链的各组成部分提供了理论基础
。

第二部分涉及内

部后勤保障
,

第三部分介绍课程制作和涉外后勤工作
,

第四

部分则以传送
、

营销和服务为主题
。

(详见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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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部分
在线课程的传送

、

质量临近和
学生支持服务

第一部分
“
理论在在线教育开发和传送中的角色和作

用
”

是全书的理论基础
。

第一章
“

在线学习教育理论 的基

础
”

讨论了行为主义
、

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对在线学习

资源设计的启示
,

指出行为主义策略可以用于教授事实性的

知识
,

认知主义策略用于原理和过程
,

而建构主义策略则用

于指导学以致用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
。

本章还指出
,

目前

在线学习出现向建构性学习侧重的倾向
,

因此
,

学生有机会

用通过在线学习所学到的知识自己建构学习对象 ( le aI’n i n g

o

bj ec )t
。

在线学习资源的制作将考虑学生和使用环境的不

同
,

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进行重新设计
。

第二章
“

在线学习理论初探
”

对人们如何学习做了一个

全面评价
,

讨论了 6 种交互形式以及它们在吸引和支持学生

和教师方面的关键作用
。

作者提出了一种在线学习模式作

为建立在线学习理论的第一步
,

介绍了两种主要的在线学习

形式— 协同学习和独立学习
,

以及它们各 自的利弊
。

本章

最后讨论了语义网络 ( se m a nt i。 W he ) 这种新的工具以及语

义网络工具将如何影响在线学习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问题
。

第三章
“

价值链分析
:

从战略的角度看在线学习
” ,

其首

先介绍了在线学习价值链的组成部分
,

强调它的战略作用
,

讨论了如何进行在线学习机构建构
、

分析以及如何运用价值

链的方法
,

并勾勒了在线远程教学价值系统和市场分布图
。

第二部分
“
开发教学内容的基础设施和支持体系

”

涉及

内部后勤保障的诸多方面
。

第四章
“

搞好在线学习基础设

施建设
”

讨论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种因素
,

包括规划
、

结构

问题和机构问题
、

系统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联系
,

以及诸如

人力资源和培训之类的相关问题
。

作者认为任何设计好的

在线学习基础设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都必须能进行修正
,

这样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学生需要
。

第五章
“

在线学习的技术
”

分析了能用于在线学习的现

有技术和新的技术以及它们的特点
,

本章并没有强调它们对

教师的作用
,

而是集中分析了它们能在哪些方面帮助第一代

在线学习者
。

第六章
“

媒体的特点和在线学习技术
”

讨论了媒体的一

些性能
,

以及与一些有影响的学习模式相比它们所能支持的

教与学模式的特点
。

本章也陈述了媒体对课程的传送和推

出形式的启示
。

作者认为做出选择采用在线技术的决定经

常是很困难的
,

可能有一定风险
,

尤其是当这个机构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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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
、

文化上或经济上应有的先决条件之时
。

作者最后得

出的结论是
,

教育有责任紧跟技术的发展
,

而教育机构可以

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来降低成本
,

提高改革的可行性
。

第三部分
“

在线课程的设计和开发
”

涉及的是运作和涉

外后勤保障两个环节
。

第七章
“

在线课程的开发
”

和第八章
“

发展团队技能
、

完

成在线团队项目
” ,

讨论了如何开发效果好的教学资源
。

其

中
,

第七章论述了教学媒体开发者在开发课程资源 中的作

用
,

这些专业技术人员从一开始就能给课程组成员提供相关

的咨询和指导
。

第八章描述了在线环境下激发团队活力
、

促

进沟通
、

完成团队项 目的一些经验
。

第九章
“

在线课程的版权问题
:

现状
”

涉及在线课程设

计
、

开发和质量监控的另一个方面— 版权
。

信息通信技术

的发展使现有版权法难以适应
,

迫使版权法要与时俱进
。

在

线教育者在利用新的电子技术的同时也应该促进版权法的

进步
,

致力于保证使用者和作者的权利受到保护
。

第十章
“

增值— 在线课程的设计和开发的编辑角色
”

阐述了教学设计
、

多媒体开发和编辑在设计和开发过程中的

作用
,

同时描述了集这些功能于一身的专业角色—
多媒体

教学设计编辑
。

这个角色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编者与学生
、

编

者与开发用于课程传送的多媒体技术等人员之间的沟通
。

多媒体教学设计编辑整合了价值链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和人

员
,

这样其他人员就更有能力保证在线学习效果
,

从而使课

程的开发工作增值
。

多媒体教学设计编辑对课程设计和开

发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质量监控
。

第四部分
“

在线课程的传送
、

质量监控和学生支持服

务
” ,

主要针对在线学习价值链的最后两个环节 : 传送和服

务
。

第十一章
“

在线学习环境下的教学
”

重点讨论教师的作

用
。

根据本章所采用的一个理论模式
,

建设有效的在线教育

社区包含三个关键部分
:

认知活动
、

社交活动和教学活动
。

第十二章
“

远程教育中的咨询服务中心
”

讨论了咨询服

务中心在课程传送和学生支持服务方面的作用
。

远程教育

中
,

咨询服务中心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沟通工具
,

使机构能在

许多方面 (包括教学 ) 给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

本章介绍

了咨询服务中心在阿萨巴斯卡大学的运转情况
,

认为它在三

个方面效果显著
:

加大学生支持服务力度和降低流失率
、

推

介学校课程
、

提供更多管理信息和收集更多学生反馈信息
。

第十三章
“

支持在线学生之间的非实时讨论
”

介绍了一

种非实时讨论系统
-

— A SK S 系统
。

它允许学生在有一定进

度要求或没有进度要求的在线学习环境中参加小组评估活

动
,

也允许教师快捷评估学生的学习活动并提供有针对性

的
、

自动化的反馈评价
。

A SK S 系统解决了在线小组学习活

动的一些问题
,

如给学生提供快速
、

有针对性的反馈等
。

第十四章
“

给在线学生提供图书馆支持服务
:
E
一

资源
、

E
-

服务和人的因素
”

探讨了图书馆如何应对给在线学生提供

核心服务时所碰到的挑战和机遇
。

本章介绍了目前在建设

虚拟图书馆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和应用的技术
。

作者强调在

协作的环境下提供支持服务的重要性
,

也就是说要考虑人的

因素
。

第十五章
“

支持在线学习者
”

则强调为在线学生营造一

个支持性学习环境并提出一些实际建议
,

这些建议蕴涵着这

样一种哲学观— 在这个支持性学习环境中学生在需要的

时候随时都能得到帮助
,

而且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独立 自主的

能力
。

本章还描述了各种灵活
、

清楚的和随时都能得到的学

生支持服务
,

同时也概括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具体做法
。

第十六章
“

在线教育质量的窘境
”

讨论了高等教育质量

保证的背景情况
,

同时介绍了在线学习质量保证的几种竞争

范式
。

作者认为对质量界定的最大挑战是质量本身是一种

相对的经验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人对学习 的期望水平
。

本章最后分析了澳大利亚
、

英国
、

加拿大和美国针对在线教

学传送所提出的质量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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