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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网络平台进行教学，突破了传统课堂教学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有效提升课堂教学的效果。本文基于高职院校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现状，从顶层设计、课程生态、

质量评价、考核激励、环境保障等五个建设机制方面，探索网络教学平台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推进“互

联网+教学”的创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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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platform for teaching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time and space, which can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in learning an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ffect of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from the five construction mechanisms of top-level design, curriculum ecology, quality 

evaluation, assessment and incentiv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 as to promote “internet +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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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已

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2018年6月，教育部研究制定《教育信息

化2.0行动计划》，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办好网络教育，积极推

进“互联网+教育”发展，加快教育现代

化和教育强国建设。2020年9月，教育部

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

计划（2020—2023年）》，鼓励职业学校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大力

推进“互联网+”、“智能+”教育新形态，

推动教育教学变革创新，要分级遴选

5000门左右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国

家和政府职能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以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高校教育教

学工作而言，其本身存在较大的，有待

发掘的价值。高校在教育教学的活动中，

应当从教育的角度出发，积极地对高校

的教育教学体系进行调整，变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逐渐

地引导高校大学生健康成长，提升高校

的办学质量，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工作

以及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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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教学改革工作的创新发展，明

确要求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

融合，探索新型教育教学模式、教育服

务供给方式以及教育治理新模式，构建

一体化的教学平台，以信息化手段服务

教育教学全过程。 

2020年面对突然而至的疫情，教育

部指出高校要依托在线网络课程平台，

开展线上授课、线上学习等教学活动，

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教

学要求。根据教育部指示，全国高校纷

纷采取行动开展在线教学活动。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介绍疫情期间高

校在线教育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截至5月8日全国1454所高校开展在线教

学，103万名教师在线开出了107万门课

程，参加在线学习的学生共计1775万人，

合计23亿人次，网络教学平台为疫情期

间的教学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基于

网络教学平台开展“互联网+教学”应用，

已成为新时期教学改革的必然发展趋

势，对于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促进教

学创新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1 网络教学平台现状问题 

网络教学平台是基于互联网实现

的教学应用系统，从课件发布、教学组

织、教学交互、学习支持、教学评价等

教学过程，到用户、课程的组织管理，

再到与教学资源库、业务系统的对接，

构建了完整的网上教学环境。当前，随

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国家、社

会、学校对信息化教学改革的需求，高

职院校纷纷建设网络教学平台，开展教

学信息化应用，但在建设中普遍存在着

以下问题。 

1.1重建设，轻管理 

高职院校在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

中，重点放在硬件设施和平台软件的建

设上，对于如何利用平台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及转变教育模式，如何搭建具有职

业教育特色的数字化学习环境，如何创

新课堂教学形式等方面,缺乏管理机制

和管理措施。 

1.2重数量，轻应用 

作为教学信息化的典型应用，高职

院校都纷纷要求教师通过网络教学平

台，建设在线课程资源，开展线上教学

活动。但在线上课程的建设中，只强调

了数量的要求，并没有明确要求通过线

上课程进行教学的改革，对于网络教学

平台的应用，缺少统筹安排。 

1.3重形式，轻成效 

国务院和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

列的政策和措施，推进网络课程的建设，

从精品课程、视频课程、微课到在线课

程，都在积极的推动网络教学平台的应

用。然而，很多学校注重的是依托平台

进行相应课程数量的建设，满足要求建

设的数量指标，但对于课程的实际使用

成效，缺少监管和要求，没有充分发挥

平台的作用。 

在网络教学平台普遍建设的同时，

如何行之有效的应用好平台，充分发挥

好平台成效，成为了当前教学信息化改

革研究的焦点。 

2 网络教学平台建设机制研究 

网络教学不是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

模式的简单叠加，只有真正的将线上线

下的教学方式与教育理念相融合，才能

依托平台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

为主导”的新型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校

教学信息化的改革中，可通过顶层设计、

课程生态、质量评价、考核激励、教学

环境五个层面的措施与要求，形成网络

教学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推进平台

的建设和应用。 

2.1加强顶层设计规划，统筹课堂教

学改革 

教学改革需要与教学观念、教学形

式、教学内容等改革相结合。网络教学

平台的建设是高职院校一项全局性工

作，要从顶层设计层面，优化“人才培

养方案”，制定“课堂信息化教学实施意

见”、“课堂信息化应用考核办法”等政

策和制度，搭建统一的网络教学平台，

进行课堂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建设，促进

教学资源共享和网络学习空间的常态化

应用，真正意义上改变教师的教和学生

的学，让师生切实感受信息技术对教育

教学带来的改变。 

2.2构建课程生态体系，推进平台循

序发展 

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基础和落脚

点，要实现专业培养的目标，需要各类

课程形成的生态体系进行综合学习。结

合国家、教育部开展“互联网+教学”的

要求，依托平台开展网络课程建设，必

须构建完整的课程生态体系，包含搭建

网络课程体系（必修课程、选修课程、

特色课程）、设计网络课程形式（文本、

视频、动画等资源）、创建网络课程团队

（教育专家、同行教师、教研室）、分析

网络学习轨迹（教师上课、学生学习），

从课程生态层面推进平台的循序发展，

构建更加完善的学习空间。 

2.3形成质量评价体系，提升平台建

设品质 

质量评价是促进发展的有效途径。

结合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由学科专家、

教学管理部门、学生用户进行评价，利

用评价体系与保障措施确保网络教学平

台质量的不断优化。通过课堂听课、督

导点评、教师互评、学生满意度调查并

结合课堂教学数据、在线学习行为、在

线学习成绩等信息分析，发现网络教学

平台中的薄弱环节，形成对教学过程中

在前期规划、中期执行、后期总结的质

量把关，促进网络教学平台的质量监督，

并从实践与评价中迭代更新各项措施，

从质量评价层面，提升网络教学平台的

建设质量。 

2.4制定考核激励政策，提高平台使

用率 

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目的让师生广

泛的使用。围绕建设在线优质教学资源，

培养网络教学名师的目的，建立平台使

用考核激励政策，一方面可以把“互联

网+教学”工作纳入高职院校教师年度教

学业绩考核；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激

励制度，也能促进广大教师积极参与“互

联网+教学”创新工作。多维度、多层级、

多元化的激励措施，能有效提升教师使

用积极性，提高平台的使用率。 

2.5改善智慧教学环境，满足教学应

用需求 

教学环境是保障教学活动开展的前

提和基础，网络教学的创新改革需要网

络化、智能化、情境化、多样化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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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教学环境。根据适用性、实用性、

先进性等原则，构建日常教学、精品研

讨、远程互动、实时录播等不同类型的

智慧教学空间，从多媒体教学设施、网

络服务等环境保障层面，改善“互联网+

教学”设施设备，有效支撑信息化课堂

教学模式的改革，满足师生教学信息化

的应用需求。 

3 网络教学平台建设机制成效 

依托顶层设计、课程生态、质量评

价、考核激励和教学环境形成网络教学

平台建设机制，能有效推进平台的可持

续发展。 

3.1通过顶层设计和课程生态，形成

平台长效建设机制 

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它的建设和运行涉及到教学、技

术、管理和服务等多个部门，需要多方

面人员的共同协作和完整规范的建设机

制。通过顶层设计和课程生态一系列的

政策和措施，强化平台建设的领导与协

调，从宏观上指导和引导平台的建设与

应用，形成全面覆盖且长期稳定的网络

教学生态体系和高品质高水平可持续发

展的长效建设机制。 

3.2通过质量评价和考核激励，形成

平台质量提升机制 

根据多元化评价要求，从课程内容、

教学设计、用户体验、信息技术等方面，

构建科学的课程资源建设评价机制，评

价监管的队伍融合教育专家、同行教师、

技术人员和学生。从资源建设制度、规

范和整体规划的合理性和前瞻性，从教

学设计、内容和形式，从对课程制作、

呈现方式，从满足用户体验的需求等维

度，优化平台质量，形成长期有效的质

量提升机制。 

3.3通过智慧教学环境建设，形成平

台运行保障机制 

构建集教学、研讨、互动、推广、

共享于一体的智慧教学环境，为学生专

业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教师课堂创

新改革的教学需求、教学资源的最大化

利用需求，定制软硬件相结合的智慧教

学空间，创建融合课程需求分析、设计

开发、资源共享、技术支持和管理维护

于一体的网络教学课程资源研发团队，

开展与推动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与应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运行环境，

为高职院校培养专业型、高水平、高品

质的人才提供保障。 

4 结束语 

网络教学平台是现代教育改革中

的一个重要系统，需要从长远的角度

考虑平台的建设。通过实施顶层设计、

课程生态、质量评价、考核激励和教

学环境五项举措，可充分发挥平台服

务教学的促进作用，从而实现“互联

网+教学”的创新改革，坚定不移的落

实好国家以教育信息化推进教育现代

化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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