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调研

YIXIANDIAOYAN

构建“1+N"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实践与调研

—以聊城大学为例

口王桂清弓凤鸾

摘要：为加速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和提升在线教学质量，聊城大学构建了 “1+N”信息化教学平台，确立 

了“教师自主选择网络教学平台、自主选择在线授课方式”的工作思路，形成了支持学习者人人皆学、处处 

能学、时时可学的泛在化学习新环境；教师教学模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力求做到“一课一案”。在线教学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尤其是提高了其自主学习能力，为其终身学 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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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我国教育部发起的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倡导, 

促使“全媒体教学”“在线教学”成 

为教师、学生心中“暂代”正常教学 

的宠儿⑴。在人工智能发展、5G逐 

渐普及的大趋势下,疫情期间的大 

规模网课加速了高校网络教学平 

台建设，为顺利开展在线教学提供 

了保障。

一、搭建网络平台开展在 

线教学的时代意义

在线教学基于“互联网+教育” 

“学生中心”等新的教学理念，依托 

专业的网络现场平台，打破了传统 

的时空限制，实现异、同时、实 

时、互动教学学习,21世 

的教学 ， 现代教育 

和网络化的总体趋势 标。教育

部《教育 2.0行动计划》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科教育全 

提高人 能 的 》提

出： 成“互联网+高等教育”

新 ， 实现现代 教育

教学 ， 网络教育，

现代 高等教育

提的“ ”叫

在线教学 依托专业的网络 

平台实现的，计 网络为提

了 的 ，从而表现

势， 使教育 ，

,教育 ；不时空限

制，学 加方便；

， 学 提高； 加 ， 

于 互 ； 高速，

于全 教育、 教育的实现 

等。网络教学平台新时代新的 

教学体，实现了“建（资 

源建设）、教（教学 "、管（理

）、（教学评价"一体”，构 

建起了 的线上教学 *

、互联网 高速发 

展的新时代 大、

新快和人 的 ，这也

新时代的教育环境必须是网 

络、数字、智能化、云端的， 

教学内容必须 综合性、前瞻性、 

高阶性、挑战性的， 的人 、 

须是创新型、素质型、个性化、息 

化的*基于网络平台建立的在线教 

学，适应了互联网时代高等教育的

，让教师具有了“三头六臂”， 

给学生提供了探究平台，使学者 

可以更加优质、高 教育，

达成了互联网时代对教育 、教 

学内容、 等的

标*在线教学 了高等教育由 

“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变，由 

“知识导向”向能总力导向”转型，更 

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体 

位，更加注重学生能 创造性 

思维 ， 的人社责任 

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信息素 

等加突*在线教学实现高等 

教育 提的 途径*

二、“ 1+N”信息化教学平 

台的构建与实践

（一）“1+N ”信息化教学平台 

的构建

成支持学习者人人皆学、处 

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泛在化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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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在线教学的重要保障。为 

了满足广大师生的“教”与“学”需 

要，学校采取全媒体教学生态的思 

路，综合利用现有的多种媒体技 

术，集成整合各种平台和工具,搭 

建教学支持系统,构建起“1+N ”信 

息化教学平台（“1”为聊城大学网 

络教学平台,“N”为其他各类网课 

平台），确立了 “教师自主选择网络 

教学平台、自主选择在线授课方 

式”的工作思路，方便广大教师灵 

活高效开展在线教学。

“聊城大学网络教学平台”以 

在线教学（云）平台为中心，涵盖日 

教学全 ，集“教 、

、 ” 类教学 用 体，

现了学校“教、学、 ”的 体化、

化、能化、精准化，做到了学 

生正常学习、教师正常教学、学校 

正常 ，提了学校的 教学 

平， 为 “在线学 与线 课 

教学 效” 了

础。

其他各类平台主要 中 

大学M 00C、 网络教学平

台，并结合QQ 、信 教

学工具。种教学平台均有其独特

， 技术要 、 用

同、能构 。教师 授

课 选择 的平台，开展内

、 式多 的教学活 ， 

过“云课堂”实现在线教学的全覆

^盖O

（二）“1+N”信息化教学平台 

的教学实践

1.网络教学平台的运用

网 络教学平台 是 利 开展在 

线教学的支 ， 的课 选用的 

平台 O 教师开展在线教学 

中使用的网络教学平台和智慧教 

学具种类多， 网络教学平

台用 ， （1）

:超星（学习通）作为主平台， 

其使用最普遍，在2921门次课中有 

1634门次选用，达55.94% ；其次为 

中国大学MOOC和智慧树（知到）， 

占比分别为17.05%和12.53% ；三 

者的使用总覆盖率达35.52%。

信 具在在线教学 中 

起 、 教学 、

、 、课 作

用，调研结果（图2）显tk :QQ群和 

信 欢迎，在2780次课 

中，1180门次选用QQ群，占比为 

42.45% ； 893门次选用 信群，占 

比为 32.12%$

图2通信工具的使用情况

其他

自主学习+在线辅导

□ 1.32%

^^^^^■7.68%

11.52%

12.17%翻转课堂

PFT+音频

2•在线教学效果的提升

广教师根自己的个人条 

件、授课性、 难易度、 

学生接受能力、自主学 能力等， 

选用合适的教学渠道与资源开展

“云教学”，力求做到“一课一案”。

教师的在线教学方式呈现多 

元化趋势，采用 授课、利用平 

台在线课 教学、录、翻转课、 

提供材料自主学 +在线辅导、 

PPT+音频 方式（图3）开展在线 

教学，其中前三种方式的使用 较 

高，总占比达67.31%$

有部教师采用组合的方式 

进行在线教学（1 ），充 挥 

个平台的优势，仅可以 某个

平台出现卡顿能快速切换到其他 

平台，确 教学的顺利 ，而且

可以 学生的积极性， 教学

效 的 化$ 多种方式的组合授

课模式在42.46%的“云课堂”上呈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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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采用组合式教学方式授课情况

组合方式 1种方式 2种方式 3种方式 4种方式 5种方式

课程门次 1938 1085 297 45 3

百分比 57.54% 32.21% 8.82% 1.34% 0.09%

通过“优质课+直播+在线讨 

论”的方式，在对优质资源有效利 

用的同时，学生能更加积极认真地 

参与讨论，及时主动地思考、梳理 

答，主动 ，互动多，教学效果

非常。

3.在线学习效果的提高

学，实现学的主动性，是 

在线教学质的保障之一，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 质量在线

学习的重要条件。采用调查问卷的 

方法对全体在生进行了调查，共 

收有效卷11642份，结果 :

在线教学有利 学生 能

图4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的主要表现

表2学生在线学习的其他收获

认可程度(%)
选项 -------------------------------------------- 认可度

非常赞成赞成一般不太赞成不赞成

发现了更多在线学习优势 42.09 39.09 17.19 1.25 0.39 4.2127

获得了更多学习支持帮助 41.65 39.22 17.92 0.94 0.27 4.2104

收获了更多在线学习成果 41.63 38.8 18.09 1.23 0.25 4.2033

找到了改进学习自我提升的 

路径
41.37 38.33 18.96 1.12 0.22 4.1951

获得了更多的正向激励 41.21 38.58 18.6 1.21 0.41 4.1900

能 的 ， 加 了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 ，主要表现在自主

学习 加 ， 自 、学习

提高，学习态度更加端正，时间管 

理能 ，学习方改进，网

学习 、 质 、课 动

参与度& 能力&学习任务完成 

度、学习效 提 ， 及 思

( 4)。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提高， 学习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调查结果还显示，在线学习不 

仅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也让 

发现了更多在线学习优势、获得

了更多学习支持帮助、收获了更多 

在线学习成果、找到了改进学习自 

我提升的路径获得了更多的正 

向激励。在线学习的诸多优势强化 

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 进了学 

生学习效果的提高。( 2)

在 发 ，我 的学

生是否具有 ， 有在信

时 路地 的

， ， 学生

有终身学习的能。终身学习 

能 成 一 的

质，自主学习能 成 21

生存的基本能力*3+。

三、结语

新的信息技术教育和智能教 

育，已经生发出许多的教育理 

念、新的教育模式、新的教育 ： 

和方法，但传统教学依然 &

是主流， 将实体课堂教学与在

线教学、智能教育有机结合。“线上 

学习&线下互动的混合教学”融合 

了传统教学与在线教学的优势，将

时代的主流教学模式。“混合 

式教学”将推动互联、大数据、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 在课

程教学的应用，推进 与

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 

用”， 有效提升高等教育质 

才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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