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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军队院校的网络课程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
,

但是许多院校也存在着课件内容单调
,

导航

功能不完善
,

交互
、

管理功能欠缺等缺点
,

针对这些缺点
,

作者提出了 自己的一些建议
。

【关键词」 网络教学 ; 建构主义 ; 课程设计 ; 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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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在学习信息制造
、

贮存和递送方面的

特别优势
,

使得它既克服 了传统课 堂教学受时间
、

空间限制的不足
,

又克服了教学 中师生交流不足的

缺点 ; 既为学生提供大量便捷的自学机会
,

学习者

又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
,

灵活调整 自己的学习

进度
、

学习计划及学习内容
,

从而真正体现
“

以学

生为中心
”

的现代教育思想
C

贯彻现代教育理念
,

发挥网络教学优势
,

其中的关键环节是网络课程的

设计与开发
。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步
,

军队院校网络建

设有了飞速发展
,

以国防科技大学为例
,

目前已经

有数字化校园和个人网络身份证验证系统
,

已经可

以实现网上选课
、

学习
、

提问
、

答疑
、

作业及考试

等功能
,

网络带宽也从前几年的窄带发展到宽带
,

学员拥 有个人电脑 的数 量也逐渐增多
,

甚至 达到

70 % 以上
,

而且本科生和研究生宿舍也能够上军训

网或 In te m et 网
。

这些都是网络课程建设的基础和

有利条件
。

19 98 年 以来
,

教育部 先后 启动一 系列

网络课程建设重点项 目
,

如
“

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

工程
” 、 “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

等
,

军队也启动了
“

军队重点网络课程
”

等项 目
。

部分院校开始了可

贵的探索和实践
,

但根据调研我们认为
,

我军院校

目前的网络课程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
。

一
、

目前网络课程建设的几种方案

目前号称
“

网络课程
”

的各种资源很多
,

按照

金伯格 (Gi ns hu rg
,

19 9 8) 等人的分法
,

网络课程

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

(1) 将 纸 质教案文 字稿 本 变 成 电 子 文档 和

Po lve rpo int 幻灯 片
,

内含一些动 画
、

视频 演示
,

简

单地将这些材料放到网上共享
,

学习内容也主要是

将一些课程资源放到网上
,

没有数据库管理
,

没有

实现人与人之间动态交互的学习氛围
。

(2) 以 网页
、

P(, w e甲oil lt 幻 灯 片
、

Fl as h 动 画
、

视频演示 为主
,

没有 教师 的讲授过程
,

但有 E -

m ai l
、

留言板之类的交流方式
,

可实时或非实时答

疑
,

可以通过 BBS
、

讨论答疑室来实现学生与教师

之间的讨论
。

(3) 采用非视频会议模式 的异步教学方式
,

由

教师讲解部分 (教师讲课录像 )
、

文字说明部分以

及多媒体动画演示
、

图片资料
、

配乐或影视片断等

各种形式的辅助资料构成
,

用流媒体的形式将其呈

现在网络上
,

能够形成
“

视频
+ 电子板书

+
教鞭

”

形式课件
,

同样也有视频会议模式实时答疑
,

可以

通过虚拟教室
、

讨论答疑室
、

白板来实现
。

编辑
、

管理在线试卷
,

批阅在线试卷
,

对学生在平台的学

习活动进行统计
,

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

目前许多军队院校存在的网络课程建设大多是

第一种形式
,

少数院校实现了第二种形式
,

而第三

种还比较少见
。

第一种方式实际上是基于传统的程

序教学思想而建立的
“

浏览
”

性课程
,

它实际上以

行为主义理论为指导
,

虽然利用 了 E 一

~ 1
、

留言

板等技术
,

增加了即时或非即时的双向交流
,

但是

这种双向交流只是改善了与教师的交流与沟通
,

尚

未建立网络教育的网络课程模型和网络学习环境
,

使得网络课程的教学效果未能达到传统教学所具有

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式交流效果
。

第二种方式和第

三种方式都是以建构主义为指导
,

它们的最大差别

是前者需要学生完全自己看书
、

自己理解
,

对学生

的 自学能力要求较高 ; 而后者由于有传统课堂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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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解过程
,

可以使得学生除了看书自学之外更好

地理解课程内容
,

且与传统课堂学习方式的过渡
、

切换较小
,

学生也容易接受
。

二
、

目前网络课程建设的不足之处

触到上网计算机
,

怎能够及时回答学生的问题 ? 这

样就无法达到好的教学效果
。

(6 ) 网络通讯有时会存在问题
,

现有的网络课

程缺乏网络课程的辅助教学手段
。

网络课程这几年从无到有
,

虽然发展迅速
,

但

是至今仍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事物
,

除了课程方

案上的差异外
,

目前军队院校的网络课程建设仍然

有许多不足之处
:

(l) 许多院校在建立网络课程时
,

会错误地将

它开发成浏览的网页
,

没有意识到随着网络课程的

开设
,

学习内容的不断丰富
,

对各种数据资源的更

新
、

维护和管理是一个关键问题
。

更有人把网络课

程理解成教学内容的简单罗列
,

网络课程中只有几

个课件或几篇讲稿
。

有些网络课程就把某些章节
、

某些知识点的材料作为网络课程了
。

(2) 大多数网络课程没有建立帮助学习者了解

学习该课程所需要的知识水平
、

自己的知识层次
、

学习进度和学习方法的导航系统
。

一门课程的组织

是线性的
,

不是层次状或网状的
,

也不支持学习单

元之间的查询
、

检索功能
。

学习单元之间的切换只

能靠前进
、

后退或从头开始实现
,

不便于跳跃性学

习
,

学习者只能靠记忆来确定 自己的学习位置
,

系

统不能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路径
、

学习心得
,

学习者

一旦中断学习进程
,

只能从头开始进入
。

没有便捷

的检索方式来帮助学习者使用网上课程中的资料
,

学习者只能中断学习进程
,

进人图书馆才能查阅
, -

缺少课程学习的帮助系统
,

学习者只能按自己的上

网知识来进行操作
。

(3) 目前需要每门课程都由任课教师构建自己

的网络课程课件
,

由于任课教师网页设计和多媒体

制作水平不一
,

而且精力有限
,

计算机网络和多媒

体制作水平也不尽相同
,

做出来的课程界面也五花

八门
,

学生从一门课程切换到另一门课程时难以适

应
。

(4) 对学生的学习监控统计能力不足
。

许多现

有的网络课程大多数登陆者根本没有认真浏览完全

部网页
,

甚至少数登陆者一个网页也没有浏览
,

而

且作业提交不及时
,

课程讨论区冷清
,

即使有提

问
,

教师也未能即时回复
。

(5) 军队院校 由于涉及保密等因素的限制
,

未

能实现每个教师
、

每个学生的工作计算机都上网
,

这是制约网络课程发展的重要因素
。

目前根据保密

规定
,

只能设置专门上网的计算机
,

且军网和民网

必须隔开
,

试想如果教师要费很大周折才能排队接

三
、

思考与建议

(l) 构建统一的网络教学管理系统和网络课程

软件

根据以上不足
,

笔者认为应该将网络教学管理

系统和网络课程软件从功能上区分开来
,

而两者在

系统上应有统一的接 口和界面
。

网络教学管理系统应该以学校为单位或者全军

为单位
,

选购或研制较为统一的专业网络课程教学

管理软件平台
,

而且应该有专业的网络课程管理人

员
,

其作用一是负责网络教学系统的 日常维护工

作 ; 二是对于网络教学的过程进行监控
,

发现教师

未按时答疑
、

学生未按 时提交作业等情况登记在

案
,

以备日后课程结业时给学生评分
,

并对教学情

况进行评估 ; 三是通过 网络教学系统
,

教师可以提

交和管理课件
,

学生可 以只提问
、

记笔记
。

网络课程软件运行在此教学软件平台上
,

使教

师仅仅需要按照
“

填空
”

方式往课程软件中填充内

容
,

如录制
、

编辑课堂讲课的视频
、

动画
、

文档材

料
,

添置节点
、

链接等
,

即可完成
“

视频
+ 电子板

书
+
教鞭

”

多媒体课件的制作
。

而 目前制作网络课

件需要 的软件有 D re aln wa ve r 、

Po we rpo int
、

Fl as h
·

Ad ob e p

~
er

、

Ac tiv ex
、

数据库软件等等
,

任课老

师不可能对这些软件都少肯熟悉并熟练应用
,

所以

应该采用网络课程软件 车统一界面
、

统一格式的

网络课程课件
,

并将f :老师从底层网页编程
、

多

媒体制作中摆脱出来 冈络课程教学软件解除了教

师制作动画形态课手 J负担
,

让教师能够在网络上

继续以最熟悉
、

最 自然的方式 (讲课 ) 来传递知

识
,

答疑解惑
。

可以采用视频聊天
、

白板等方式
,

进行一对一
、

面对面的网上交流
、

提问和答疑
,

从

而达到传统课程的效果
。

此软件最好也应以学校为

单位或者全军为单位选购或研制
,

以便能够根据网

络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

不断升级更新软件
。

(2 ) 加强教学内容多媒体化和情境化

随着网络带宽的拓宽和网速的全面提升
,

基于

we b 的多媒体教学将是网络教学的趋势
。

网络课程

的发展方向是基于流媒体 (实拍教学场景
、

丰富的

教学辅助材料 ) 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虚拟真实教学环

境等更加人性化的教学环境
,

这种虚拟真实的教学

环境把学习者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 (下转第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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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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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灵活活活活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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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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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材施教教教教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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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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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其学习效果是仅仅往网上放文字
、

图片资料所

无法比拟的
。

在网络课程的学习中
,

传统的纸介教材仍然起

着很重要的作用
。

需要注意的是
,

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应该以网络课程学习为主
,

把纸介教材作为参考

资料来学习
,

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好的学习效果
。

基

于对网络带宽
、

故障和上网通讯费用的考虑
,

网络

课件又被刻录成电脑光盘
,

称为光盘课件
,

以方便

学生在不上网的条件下
,

使用电脑进行学习
。

但网

上导学
、

网上答疑
、

网上讨论
、

课程作业
、

模拟试

题等学习栏目必须上网进人网络课件中才能使用
。

( 3) 网络课程的导航系统便捷化

一个适于自主学习的便捷导航系统应该至少包

括
:
课程结构说明

、

课程的层次或网络 目录结构
、

学习历史与状态记录
、

课程和学习单元快速链接
、

便捷的资源检索
、

导航帮助等
。

(4 ) 提倡分组研究性学习

在网络课程的学习中
,

应提倡在网络教学条件

下的分组研究性学习
,

由于军队院校学生的平时组

织管理较地方高等院校学生要好
,

可 以采用 以班

(8
一 10 人 ) 为单位分组进行学习

。

除此之外
,

由于网络课程的接收人群比传统课

堂教学模式要多
,

因此网络课程教学应该能针对不

同类型 的学生
。

网络课程学习者大致可以分为两

类
: 一是本专业的学生 ; 二是为补充知识的其他专

业学生
。

这类学习者通常也可以按照必修和选修来

分类
。

这两类学习者在认知结构
、

学习 目的
、

学习

内容和学习方式上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差别
。

在设计

网络课程时
,

应分析两类不同教学对象的特点
,

将

不同专业的学生融人其中
。

(5 ) 加强网络课程的智能化

由于网络课程和传统课堂教学所不同的是没有

面对面的监控和实时反馈
,

因此网络课程的智能化

就显得相当重要
。

智能化包括 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

能力
、

认知特点和当前知识水平
,

自动选择最适当

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

具体体现在智能化管理学习的

整体状况
,

网上智能答疑系统
,

题库的智能化水平

以及对学生间题的 自动诊断
。

最后还能由系统自动

对每个学生学习时间
、

提问次数
、

交作业时间及质

量等进行统计
,

供教师给学生评分时参考
。

因此开

发网络课程时应充分重视网络课程的智能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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