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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应用!的理念"并对资源中心软件平台的若干设

计原则和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
虽然人们对于数字校园资源中心的构建已经进

行了一些研究和探索" 并对高等院校教育信息化的

进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但随着社会与技术的

发展"资源中心的构建仍然会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如

怎样实现资源中心的自动扩充和开放管理$ 如何创

建以用户为中心的资源服务体系以及资源中心的支

持服务运行机制等等" 都需要不断进行深入的研究

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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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学 习 对 象 的 I/A9>?=@=B
资源因其可重用$ 易获取$ 易更

新$易管理$适应不同学习者需要

以及可跨平台使用等特性" 能够

解决资源共享的问题# 网络课程

作 为 I/A9>?=@=B 资 源 的 主 体 "其

设计与开发采用面向学习对象的

方法已成为网络课程发展的必然

趋势# 我们从有助于面向学习对

象 的 网 络 课 程 设 计 与 开 发 的 角

度" 可以将学习对象定义为能够

帮助学习者完成一定的学习目标

并且独立完整的粒度较小的 I/
A9>?=@=B 资源"它是构成网络课程

的基本单位#

一$ 采用面向学习对象的方

法设计与开发网络课程的意义

通过调研发现" 国内外现有

的网络课程绝大多数都是以课程

为单位整体设计的"各个部分&篇

或者章$节’之间有很多公用元素

&如修饰性图片$样式表等’或者

穿插引用" 导致整个网络课程不

可拆分# 但是在使用时"教师需要

针对具体的教学情况选择适合的

教学内容" 一门现有的网络课程

中的内容往往不是全部都能用到

的"或者原有内容大纲不合适"那

么这时教师就需要对这门网络课

程 或 多 门 网 络 课 程 进 行 拆 分 组

合# 对于不十分熟悉网络课程制

作工具的学科教师来说" 拆分这

种 高 度 耦 合 的 网 络 课 程 十 分 困

难"而且工作量相当大"最终结果

或许就是放弃使用现有的网络课

程" 不使用网络课程或者是重新

开发内容相当的网络课程# 高度

耦合的设计方式导致网络课程使

用率较低" 而且大多数都需要从

头开始开发" 重新编写已有的部

分内容"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生

产已经远远跟不上 I/A9>?=@=B 发

展的实际需要#
目前国际上许多学术机构或

组 织 &如 MIII 4JKH$MLK 以 及

N04 等’ 致力于研究学习对象相

关标准及其实现技术"用标准的方

法来定义和存取关于学习对象的

信息" 并为学习对象提供与 4LK
交互的通用应用编程接口&NOM’"
使不同教学系统之间有一种共同

的交互语言可以彼此无障碍沟通"
也降低开发平台交互功能的难度#
学习对象相关标准方面的主要研

究成果有 MIII"DPD%"’%"/’((’ 学

习对象元数据规范 &MIII 43L’
和 MIII "DPD%"’%) 学习对 象 元 数

据 QL4 绑定规范$MLK 内容包装

规范和 MLK 内容包装 QL4 绑定

规范" 以及 N04 可共享内容对象

参考模型&KH3RL’等"其中对网

络 课 程 开 发 影 响 较 大 的 是 N04

摘要%采用面向学习对象的方法设计与开发是网络课程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研究学习对象的基本理念和相

关标准尤其是 &’()* 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采用面向学习对象的方法设计与开发网络课程的意义"并着重论述了

面向学习对象的网络课程设计与开发的基本要求和一般过程#
关键词%网络课程设计与开发)教育技术标准)学习对象)&’()*+++++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面向学习对象的网络课程设计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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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最初

设想是通过广泛应用面向对象的

,-./012324 资源来发展智能教学

系统"56!#$实现学习内容的实时

开发%选择和聚合$并且满足不同

个体和群体的需求!面向学习对象

开发的 7-./012324 资源具有可重

用%易获取%易更新%易管理%适应

不同学习者需要以及跨平台使用

等传统方式开发的资源不可比拟

的特性$面向学习对象的 7-./012!
324 资源建设技术将引领新一代网

络课程的设计%开发和传输!
8"增 值 网 络 课 程$提 高 管 理

和维护网络课程的效率$ 从而降

低 7-./012324 的总体成本

网络课程的每个学习对象都

有元数据详细描述其属性$ 易于

分类整理$ 而且查询起来非常方

便$ 增强了内容的可查询性和可

获得性!通用 9:5 和内容包装$使

学习对象可以在不同的学习管理

系 统"(+!#上 使 用$使 得 一 次 面

向学习对象建设的网络课程通过

拆分组合可以在多种教学情境中

以不同的形式重用$ 避免了相同

内容的重复设计与开发! 又由于

学习对象的粒度较小$ 当内容需

要更新时无须重新设计% 重新配

置或编码$只需做局部改动$这使

得面向学习对象的网络课程具有

持久性! 总之$采用面向学习对象

的方案设计与开发网络课程是有

效建设%使用%管理和维护学习资

源的途径$ 能够解决 7-./012324
资源重复建设%闲置%无法共享的

现实问题$减少了在人力%物力%
财 力 和 时 间 上 的 浪 费 $ 使 7-
./012324 的总体成本降低!

;"增加网络课程的灵活性和

适应性$ 从而实现个性化内容定

制$使 7-./012324 更加智能化

采用面向学习对象的方法设

计开发的网络课程易于实现个性

化内容定制的特性体现在教师和

学生两类用户上! 一门网络课程

由多个相对独立且完整的学习对

象组成$ 教师不必再使用工具进

行拆分$借助 (+! 就可以按照教

学要求和学生需要灵活地定制课

程内容! 教师可以将网络课程的

某个或某些学习对象删除或者隐

藏$ 可以通过元数据查询将本课

程外的学习对象添加进来$ 还可

以重新排列学习对象的顺序和学

习对象中的知识点的顺序! 这就

提高了教师利用现有资源开发和

组织课程的效率$ 把更多精力花

在内容的选择和传授上! 通过学

习 对 象 与 (+! 之 间 的 通 用 传 递

机制 9:5$ 可以跟踪学习者的学

习体验$快速反馈评估信息$并决

定下一步呈现的内容和时间$使

网络课程能够适应学习者或学习

群体的个性化需求$使 7-./012324
更加智能化!

二% 面向学习对象的网络课

程设计与开发的基本要求

8"教学设计者必须非常熟悉

学习对象的理念及相关标准

一个标准可行的学习对象不

仅仅是可共享的学习对象资源模

型和元数据标签$ 教学设计者应

该在学习对象的构建过程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 教学设计者必须非

常熟悉学习对象的理念及相关标

准$ 转变传统的教学设计思路$
&不纯以绩效终极目标来定义及

排序教学内容%架构$而需以组件

化的观念组织教学内容$ 也就是

不仅可以线性教材呈现方式$还

可以弹性呈现教学顺序! ’<8=

除了分析和设计之外$ 教学

设计者还在整个网络课程开发过

程中担任着协调沟通的角色$向

开发组成员介绍学习对象的理念

和相关标准! 教学设计者应该了

解 学 习 对 象 相 关 标 准 的 实 现 技

术$以便和开发人员沟通$确定开

发采用的技术和开发工具!
;"学习对象的粒度大小要适

当

&粒 度"4102>.013?@#是 有 关 对

象的大小% 尺度及其详细程度等

特征的描述! ’<;=学习对象的粒度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虑( 一是学

习对象本身文件所占用空间的大

小) 二是学习对象所能够完成的

学习目标的大小以及所涵盖的学

习内容的范围! 学习对象在这两

个层面的粒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它

的可重用性$ 因此确定学习对象

的粒度是基于学习对象进行网络

课程设计的一个基础环节!
一个学习对象能够完成的学

习目标越小%所涵盖的内容范围越

小$在其他学习情境中重用的几率

越大$&当一个学习对象围绕一个

单一的%核心概念时有最大的重用

性’<A=!但是每个学习对象都需要标

识元数据和编写内容清单$粒度太

小又会增加网络课程开发的工作

量$影响开发速度! 如果粒度太大

的话$教师使用时就需要使用网络

课程制作工具拆分出自己需要的

部分内容$这就影响了学习对象的

灵活性从而降低了可重用性!即使

整个学习对象都有用$客户端计算

机的负载能力有限$一般情况下不

允许上载超过 ;B+ 的压缩文件$
用户还是需要拆分才能上载到网

络教学平台上的!学习对象粒度的

确定主要应依据具体的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以及文件所占空间大小$
并综合考虑各种可能被重用的情

况!划分组成网络课程的学习对象

时$可以将网络课程的一个学习单

元"章或节#作为一个学习对象!
A"保证每个学习对象的知识

性%完整性$且在资源引用上自我

包含

学习对象是构成网络课程的

基本单位$ 即网络课程重用的基

本单位! 一个完整的学习对象如

图 8 所示! 只有教学设计者在设

计时保证每个学习对象的知识性

和完整性$ 才能保证每个学习对

学习资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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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重用的价值! 为保证知识性"
每个学习对象就应该针对明确的

学习主题"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所

以建议学习对象的设计采用目标

导向的设计方案" 首先进行任务

分析" 在主题和目标确定的情况

下" 选择学习内容以及采用的资

料! 根据加涅的#教学事件与学习

过程的关系$的相关理论"每个学

习对象至少应该包括说明%内容%
练习&或测验’和评估等 ! 个部分

才能给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学习

过程( #说明$部分主要完成#引起

注意$#告诉目标$#回忆原先的知

识$等 " 个教学事件) *内容$部分

主要完成*呈现学习资料$和*提

供学习指导$ 两个教学事件+*练

习$和*评估$部分主要完成*诱发

行为$*提供反馈$*评定行为$和

*增强记忆,促进迁移$等 ! 个教

学事件) 除了保证学习对象内容

上的知识性和完整性" 还应该保

证学习对象中包含所有引用的资

源文件&如内容文件%媒体素材%
评估文件等’"即学习对象自我包

含) 如果引用到本学习对象外的

资源文件" 在应用到不同情境中

去会导致资源不可用)

!!网络课程开发人员必须掌

握学习对象相关标准的实现技术

为学习对象提供元数据描述

并进行内容包装" 才能彻底体现

学习对象的基本理念" 才能体现

学习对象易于传输%查询%管理和

维护的优越性) 学习对象元数据

&#$%&’(’) *+,$-. /$.%0%.%’ 是 描

述学习对象数据的数据123"它描述

了学习对象的各种属性" 这有利

于组织% 识别和定位相关的学习

对象+ 内容包装定义了如何表示

一次学习体验的预期活动 &内容

结构’ 和如何在不同环境中组合

学习资源的活动&内容包装’143"主

要是为学习对象描述内容结构信

息并生成内容清单文件&(565%’"
(7$6.895:’+ 最后还要提供绑定学

习 对 象 各 个 组 件 的 包 交 换 文 件

&;%-<%)$ =’.$&->%’)$ ?(:$";=?’"
它是简明的网络传输形式" 用于

系统间传输内容包) 1@3

学习对象相关标准推荐使用

* 可 扩 展 标 识 语 言 $ &A9.$’6(+:$
/%&<BC #%’)B%)$"D/#’ 作 为 其

实现技术" 使用 D/# 程序设计

语言对学习对象进行元数据描述

和内容结构描述) 要按照国际标

准 开 发 面 向 学 习 对 象 的 网 络 课

程" 开发人员必须熟悉 D/# 编

程技术) 除此之外"开发人员尤其

要 掌 握 一 两 种 学 习 对 象 包 装 工

具 " 用 于 将 学 习 对 象 标 准 化 )
#*/ EA0(.F& G$&6(F’ H8I 是

/B:.(+FF<%JC&(’)$&%KLLM 等 多

家合作开发的学习对象元数据编

辑工具" 可在 >..CNOOPPP85B:.("
+FF<80$O:F5O$’O(’0$98>.5: 上 获

得 ) /(-&F6F7. #QR "8I LFF:<(.
&#$%&’(’) Q$6FB&-$ (R.$&->%’)$ S
#QRT是 /(-&F6F7. 参考 =/J 内容

包装规范%=/J 学 习 资 源 元 数 据

规 范 和 UV# JM*Q/ 所 开 发 的

制作网络教材的工具 1!3) Q$:F%0
A0(.F& WII! 是 英 国 Q$:F%0 工 程

项目提供的免费工具" 可在 >..CN
OOPPP8&$:F%08%-8B<O$0(.F&8>.5:

上 获 得 " 用 于 对 学 习 对 象 按 照

=/J 或 JM*Q/ 标 准 进 行 元 数

据描述和内容包装)

三% 面向学习对象的网络课

程设计与开发的一般过程

采用面向学习对象的设计与

开发方法使得网络课程的设计与

开发过程同以往相比有着本质区

别) 图 W 为面向学习对象的网络

课程设计与开发的一般过程"采

用的是分学习对象设计与开发的

方式" 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学习对

象的因素) 下面结合精品课程-高

等数学. 介绍面向学习对象的网

络课程设计与开发的关键环节/
H8学习对象分析

图 W 中的面向学习对象的网

络课程设计借鉴了以学习活动为

中心的教学设计过程模式" 首先

确定基本的设计单位" 即确定组

成课程的学习对象) 将课程学习

目标细化成多个子学习目标"每

个子学习目标对应一个学习对象

的学习目标" 从而确定了组成课

程的学习对象)
精品课程-高等数学.的课程

学习目标为/在内容上理解函数,
极限,连续,导数,微分,积分,级

数等基本概念与性质" 及中值定

理,泰勒公式,牛E莱公式,格林公

式,高斯公式等基本理论+正确熟

练地掌握极限,导数,微分,积分,
级数, 微分方程的基本运算法则

和技巧" 并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 将这个课程学

习目标进一步细化并划分为多个

学习资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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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习目标! 从而确定组成这门

课程的学习对象"如图 ! 所示#$

"# 学习对象设计

学习对象的设计包括内容结

构设计%内容呈现设计%交互设计

和元数据设计等 $ 个环节$ 建议

学习对象的内容设计采用目标导

向的设计方案! 即根据学习对象

的目标确定学习对象的说明%内

容%练习和评估及其内容结构!能

够保证每个学习对象都有明确的

主题和目标!并且独立完整$ 在内

容呈现设计时注意页面设计要简

洁!&简洁的呈现易于集中注意!
为此! 在画面中应该尽量删除无

关的背景和多余的细节$ ’%&’面向

学习对象的网络课程要求每个学

习对象都能够自足内聚! 如果再

使用图片修饰的话会更增加网络

课程占用的空间! 而且也会使学

习对象的包装变得繁琐! 所以修

饰性功能最好由样式表来完成$
学习对象的交互设计应避免基于

数 据 库 构 建 动 态 页 面 ! 否 则 在

()* 上使用时会和 ()* 的数据

库冲突$ 学习对象与 ()* 的动态

交 互 部 分 可 以 使 用 通 用 +,-
"./0/*12345 语言脚本实现(来完成

向 ()* 发出请求并在 ()* 中储

存数据$ 交互设计包括 +,-%提交

学习者交互信息的表单以及对交

互 信 息 作 出 判 断 和 传 递 的

./0/*12345 函数等的设计! 由教学

设 计 者 设 计 交 互 的 输 入 输 出 信

息! 具体的实现可由开发人员参

与 设 计 $ 元 数 据 设 计 可 以 参 照

67(8*6 的 )学习对象元数据规

范*或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立体化

教材出版规范 09#:*!标识为&)’
的 元 数 据 项 必 须 填 写 ! 标 识 为

&;’的可以有选择性的填写$
学习对象 &函数% 极限和连

续’的设计首先将&函数%极限和

连续’的学习目标进一步细化!从

而确定其内容项! 然后再确定该

学习对象的说明%内容%练习+或

测验(和评估$ 为使该学习对象适

合不同情境的教学! 既适合于数

学专业的师生使用! 也适合理%
工%经%管各专业使用!所以要参

照)高等数学*不同版本的教材来

确定内容%练习和评估!并对学习

对象做简要说明$ 然后根据说明%
内容% 练习和评估设计学习对象

的内容组织策略!画&函数%极限

和连续’的内容结构图"如图 $ 所

示($

学习资源设计

函数%极限和连续"理解函数%极限%
连续的基本概念和定理!
正确熟练地掌握求函数
的极限的基本运算法则
和技巧!正确熟练地掌
握函数的连续性的判断
方法(

导数与微分"理解导数与微分的概念!
正确熟练地掌握求函数的
导数和微分%函数的极值%
未定式的极限的基本运算!
正确熟练地掌握曲率以及
曲率半径的概念和计算(

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

不定积分",,(

定积分",,(

定积分的应用",,(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多元函数微分法",,(

重积分",,(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

无穷级数",,(

微分方程",,(

高
等
数
学

图 !"""细化)高等数学*课程目标!
从而确定学习对象

+11<=>5?>2@A#B5AC
+11<=>5DEEFG#B5AC
+11<=>5DFG>G#B5AC
H@IB@DJ1#B5AC
H@IB@DKEFG#B5AC
H@IB@D.BL:9#B5AC
H@IB@D.BL:"#B5AC
H@IB@D.BL:!#B5AC
H@IB@D.BL:$#B5AC
H@IB@D.BL:M#B5AC
H@IB@DH@L:9#B5AC
H@IB@DH@L:"#B5AC
H@IB@DH@L:!#B5AC
H@IB@DH@L:$#B5AC
H@IB@DN@L:9OB5AC
H@IB@DN@L:"#B5AC
H@IB@DN@L:!#B5AC
H@IB@DN@L:$#B5AC
H@IB@DN@L:M#B5AC
H@IB@DN@L:P#B5AC
H@IB@DN@L:Q#B5AC
H@IB@DN@L:&#B5AC
H@IB@DN@L:R#B5AC
H@IB@DN@L9:#B5AC
H@IB@DN@L99#B5AC
H@IB@DN@L9"#B5AC
H@IB@DN@L9!#B5AC
H@IB@DN@L9$#B5AC
H@IB@D6IL:9#B5AC
H@IB@D6IL:"#B5AC
H@IB@D6IL:!#B5AC

函
数
-极
限
和
连
续

内容说明

映射与函数

数列的极限

函数的极限

无穷大与无究小

极限运算的法则

极限存在的准则

无穷小的比较

函数的连续性和
间断性

连续函数的
运算与初等

函数的连续性

闭区间上连续
函数的性质

测验和评价

内容介绍

学习指导

重点难点

前测

学习指导

集合

映射

函数

测验

前测

学习指导

数列极限
的定义

,,

集合的概念

集合的运算

有限%无限区间

邻域

练习

映射的概念

映射...举例

逆映射和复合映射

练习

函数的概念

函数...举例

函数的有界性

函数的单调性

函数的奇偶性

函数的周期性

反函数

复合函数

函数的运算

幂函数%指数函数

三角函数

双曲函数

双曲函数的反函数

练习

测验一

测验二

测验三

学习对象 组织结构 内容项 内容项 资源引用

+(;( +;2S/>3F/53<>T U-5VAT U-5VAT UWV@<=21VT

图 #"""学习对象& 函数%极限和连续’ 的内容结构图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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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对象开发

学习对象开发包括多媒体内

容开发! 交互代码嵌入和学习对

象包装等 ! 个环节" 多媒体内容

的开发主要是说明! 内容! 练习

#或测验$和评估等 # 种文件的制

作% 可以由开发工具#$%&’()*+,!
-%,*./,*0,%!$1*23 等$完 成" 交

互代码包括 456 #7*0*89%:)( 语言

脚本实现$!提交学习者交互信息

的表单以及对交互信息作出判断

和传递的 7*0*89%:)( 函数"
下面是在&前测’文件 ;9"3(.1

中嵌入 456 时使用的主要代码(
<3,*=>
<29%:)( (?),@&(,A(BC*0*29%:)(’

2%9@D456E%*)),%FC2D B>
<(:(1,>前 测<B(:(1,>

<B3,*=>
<G&=? &’1&*= @&C*0*29%:)(H

=&6’:(:*1:I,JKL’
&’M’1&*= @&C*0*29%:)(H=&N,%!

.:’*(,JKL’>
在 这 个 文 件 中 嵌 入 456 之

后% 就可以调用图 # 所示概念模

型 中 的 函 数 向 OP8 传 递 或 获 取

信息%下面是向 OP8 传递信息的

一个简单例子(
<29%:)( 1*’+M*+,@C*0*29%:)(>
%*/89&%, @ QL
RM’9(:&’ 89&%,JK
S
=&9M.,’(",A*.$&%."2MG.:(T"

=:2*G1,= @ (%M,L
:R J=&9M.,’(",A*.$&%."T UQVW

93,9X,=K
S%*/89&%,YYL
=&8,(Z*1M, J&9.:W2M99,22[2(*!

(M2’\&)*22,=’ KL ]
,12,
S=&8,(Z*1M,J&9.:W2M99,22[2(*!

(M2’\&R*:1,=’ KL ]
=&8,(Z*1M,J&9.:W29&%,W29*1,=’\

%*/89&%, KL
]
<^29%:)(>

<R&%. ’*.,@&,A*.$&%.’>
是否任何两个函数都能构成

一个复合函数_ <G%>
<:’)M( (?),@&‘*=:&’ ’*.,@

&T’ 0*1M,@&Q’ >4H不一定)<G%>
<:’)M( (?),@&‘*=:&’ ’*.,@

&T’ 0*1M,@&a’ >bH一定是" <G%>
<:’)M( (?), @&GM((&’’

’*.,@&2MG.:(T’ 0*1M,@&提交’
&’c1:9X@&89&%,JK’>

<BR&%.>
注(=&6’:(:*1:I, JK %=&N,%.:!

’*(,JK %=&8,(Z*1M,#&参数 a’%&参

数 d’$是 &456E%*)),%WC2’文 件 中

的三个函数% 他们分别完成调用

OP8 提供的 456 执行中的 6’:(:*1!
:I,JK %N,%.:’*(,JK %8,(Z*1M,#&参

数 a’%&参 数 d’$" &456E%*)),%W
C2’文件以及其它 C*0*29%:)( 交互代

码 的 编 写 可 参 照 4-O 8ce‘P
提 供 的 学 习 对 象 样 例 #3(()HBB
///W*=1’,(W&%+B:’=,AW9R._RM2,*9!
(:&’@8ce‘P-&/’$"

学习对象的包装主要是为学

习对象构建元数据文件! 内容清

单文件和包交换文件% 可以由前

面提到的专用工具来完成" 包装

时可以单独构建一个元数据文件

并 在 内 容 清 单 文 件 中 指 定 其 位

置% 也可以将元数据信息包含在

内容清单文件中) 内容清单文件

中的组织结构#&%+*’:I*(:&’2$需参

照内容结构图来构建% 指定每个

组织结构#&%+*’:I*(:&’$的每个内

容项#:(,.$的标题#(:(1,$%并指定

每个叶子内容项所引用的资源文

件#R:1,$以 及 依 存 资 源 J=,),’=,’!
9?K%非叶子内容项不与特定的资

源文件关联) 如果包中的资源有

元数据就要定位元数据文件的位

置或者将元数据信息包含在内容

清单文件中"
#W课程包装

课程包装则是把整个网络课

程看作一个学习对象% 为其构建

元数据文件! 内容清单文件和包

交换文件% 课程包装的操作可以

参照上述学习对象包装% 但是在

构建内容清单文件时最好采用引

用 子 内 容 清 单#2MG.*’:R,2($的 方

法构建"
f" 课程与 OP8 集成

将网络课程与支持学习对象

相 关 标 准 的 OP8 集 成 才 能 更 好

地体现学习对象的可重用! 易获

取!易更新!易管理!适应不同学

习者需要以及可跨平台使用等特

性" 集成时可以将整个网络课程

的包交换文件直接导入% 也可以

分学习对象逐个导入%OP8 通过

解 析 内 容 清 单 文 件 #:.2.*’:R,2("
A.1$即可生成学习活动树#课程

目录$" 用户可以结合 OP8 的其

他功能进一步设计课程% 将学习

对象或内容项与讨论! 答疑!资

源!作业和笔记等学习活动关联"
g" 网络课程应用和评价

面向学习对象的网络课程能

够 与 OP8 无 缝 结 合% 用 户 通 过

OP8 可 以 实 现 对 网 络 课 程 的 动

态控制% 在使用过程中重新排列

学习对象的顺序或者内容项的顺

序%添加!删除或隐藏某个学习对

象或某个内容项% 编辑某个页面

或文档的内容% 修改学习对象或

课程的元数据等% 从而对网络课

程进行维护和更新% 使其不断完

善%并从 OP8 中导出学习对象或

整个课程"

四!结束语

随着学习对象理念的不断渗

透和面向学习对象的网络课程建

设实践的展开% 面向学习对象的

教学设计与开发技术将引领新一

代网络课程的出版" 高等教育出

版社&立体化出版’工程项目在基

于标准设计与开发面向学习对象

的网络课程方面做了尝试% 并且

按照学习对象相关标准对 #4 网

络教学平台进行了改版" 本文是

对面向学习对象的网络课程设计

学习资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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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性学习网站设计与开发的背景

目前" 综合性学习在我国还是一种全新的课程

形态" 主要是通过在中小学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来体现# 尽管一些实验学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开展

综合性学习的经验"但对大多数学校来说"在开展过

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学校对综合性学习的课程管

理缺乏科学指导和经验积累% 教师现有教学能力体

系还不够完善%师生交流时间极为有限"基本限于一

周 ! 课时" 还是几名指导教师同时和多组甚至一个

班级的学生进行交流% 学生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综合

性学习# 对于这些问题"单纯依靠继续采用现有的综

合性学习的教与学的方式不是无法解决" 但那将需

要一段相对漫长的时间和耗费师生更多的精力# 因

此"有必要借助一种新的"更为智能化的方式和工具

来辅助完成这个转化过程" 这就为综合性学习网站

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了适合发展的空间#
针对综合性学习课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北师

大教育技术系李芒教学设计研究室在全国教育科学

&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信息化教育环境中综合性学

习的教学设计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和开发了 "## 综

合性学习空间网站" 主要从以下 $ 个方面解决上述

问题$
%&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

综合性学习网站的资源共享性保证了教师和学

生通过综合性学习网站"方便!快捷地获得关于综合

性学习的全面的系统的理论及实践资料(一方面"这

将为综合性学习的指导教师的教学提供一定的理论

上的指导以及实践上的参考" 有利于教师更加有效

地利用本已很有限的时间(另一方面"通过综合性学

习网站"学习者也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在资料!教师指

导等方面的资源共享(
’&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学习

综合性学习网站使学生成为学习活动的主动参

与者"教师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诱导!启发!辅导!反馈

等形式"转化成学生主体性增长的适宜条件(在综合

性学习的网站中"将抽象概念具体化"具体事物抽象

化" 跨越时空限制" 将众多学习资源同时再现给学

生"利用一些共同经验"激励学生的感性参与和行为

参与"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综合性学习中去"并使学

生获得成功的体验(
(&方便教师和学生对课题进行管理

我们所开展的综合性学习都是基于学习过程的

课题式研究"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学习活动"对教与学

摘要$综合性学习网站的设计研究是综合性学习教学设计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性学习网站的开发为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设提供了方便的应用平台( 通过对综合性学习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综合性

学习网站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综合性学习网站的设计模型"并对模型所包含的设计思想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综合性学习%网站%设计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综合性学习网站的设计研究
周 玮 " 孙挺姝

)北京师范大学 信息科学学院 " 北京 %)*+,$*

与开发实践工作的总结" 希望能

够对未来网络课程的设计与开发

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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