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6, 5(5), 746-752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16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6.55105   

文章引用: 王青松, 秦利. 基于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教学实践探索[J]. 社会科学前沿, 2016, 5(5): 746-752.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6.55105 

 
 

Teaching Practice Exploration Based on 
Network Autonomous Learning Platform 
—The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Qingsong Wang1, Li Qin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Received: Nov. 3rd, 2016; accepted: Nov. 19th, 2016; published: Nov. 22nd,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has become the direction of the higher educa-
tion teaching and reform that make full use of multimedia and network technology to improve 
teaching mode which is given priority to with teachers. Through the actual teaching and ques-
tionnaire survey, we found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on the 
course activities by the on-site SMS, email, BBS etc. This can realize th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 It can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teachers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ppeared some problems 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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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改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已经成为高

等教育教学和改革的方向。通过实际教学及问卷调查，发现平台使用两年来，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站内

短信、邮件、论坛等就与课程学习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交流和互动，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学生、教

师之间的交互学习，从而满足学生、教师学习、教学的实际需求。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在实

践中不断摸索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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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改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已经成

为高等教育教学和改革的方向[1]。在十年的教学实践探索中，本人经历了从单纯依靠书本及学习资料授

课到多媒体授课的过程。依靠书本和学习资料授课，形式单一，学生学习效果通过期末考试成绩来评价

检验；采用多媒体课件之后，情况有所改善，多媒体可以将找到的影音资料、新闻报道等涉及专业知识

及理论的东西添加到 PPT 中，能较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

题，主要是课堂时间有限，资料的传播有限。2014 年，东北林业大学开通了网络学习中心，课程实现了

依托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教学的转变。经过实践，较之前两种教学方式形式灵活、考核方便、资料丰富多

样，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了提高。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指的是学生利用学习资源进行自主的学习，或者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自主、协作

的交互学习，并对学习结果形成总结性评价[2]。这一自主学习平台是基于资源的学习平台，是一个集成

了学与教的学习平台。该平台融入了学、教并重的教学理论与“主体–主导”模式的教学思想，使得学

生的整个自主学习过程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教师指导的自主学习过程。 

2.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体系结构 

东北林业大学课程学习中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学习中心，学生–学生，学生–教师可以进行相

互协作，形成实时或非实时的交互，学习更加灵活和个性化。 
在这一课程学习中心，自主学习平台体系结构如图 1 所示，主要由两个子系统和“三库”组成：学

生子系统、教师子系统以及公共资源库、私有资源库、个人资料库。在自主学习平台体系中，教师和学

生可以利用站内短信、邮件、论坛等就与课程学习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交流和互动，实现学生的自主

学习和学生、教师之间的交互学习[3]。 

3. 基于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教学的现状调查 

本研究选取了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本科生 2012 级和 2013 级两个年级开展网络自主学习教学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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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etwork autonomous learning platform system 
图 1.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体系 

 
级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共发出 100 份，回收 93 份，问卷回收率为 93%。其中有效问卷为 87 份，问卷有

效率为 87%。 

3.1. 问卷设计  

针对学生基于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教学情况，选择了 5 个维度进行考察，分别为学习条件、学习能力、

学习内容、学习意愿和学习效果，5 个维度下设了 23 个指标进行考察。题目选项为完全不符合、不符合、

不确定、符合和完全符合，给定选项答案赋分，分别为 1 分、2 分、3 分、4 分和 5 分，分数越高说明对

此问题同意程度越高。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3.2. 调查结果 

3.2.1. 学习条件 
硬件设备拥有率：进行网络自主学习，首要的条件是有能上网的电脑，在被调查者中，92%学生拥

有个人电脑，图书馆及学院机房可以保证学生的上网需求，这个问题不构成障碍性因素。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使用频率上，在被调查的学生中，70%学生一个月只使用 2~3 次网络自主学习平

台，使用频率较低，有 12%学生一周使用 2~3 次，还有 18%学生一学期才使用 2~3 次网络教学平台。使

用频率较高的时间段集中教师要求进行网上讨论和提交作业，期中和期末复习阶段。在被调查者中，有

80%学生只在上课的学期使用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只有 20%学生使用网络教学平台 2 个学期以上。 
平台使用的培训及问题解决方面，学校有专门的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维护人员，并设有专门的办公室。

调查中，学生对此问题的回答 90%以上选择了不符合，说明有关方面对于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介绍、培

训以及相关宣传工作仅仅停留在教师层面，学生层面缺失。学生在平台中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大部分是求

助于课程的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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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earning index system of network autonomous learning platform 
表 1.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学习情况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体系 

学习条件 A1 

B1自己拥有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学习的硬件设备  

B2学校的硬件条件可以满足使用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要求 

B3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使用频率高 

B4学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解决使用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中遇到的问题 

B5学校为师生开展网络学习提供了专门的培训服务  

学习能力 A2 

B6能熟练使用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各个模块 

B7知道采用网上哪些资源和工具来完成学习任务 

B8学习时会把一个大问题分解成几个小问题去完成 

B9学习之前会根据学习任务的特点制定一个具体的学习计划  

学习内容 A3 

B10教师网上提供的课程重难点指导便于学习内容的掌握 

B11教师网络课件翔实生动 

B12教师网上发布讨论和作业频率较高 

B13教师提供网络资源内容丰富新颖 

B14教师课程任务设置难易适中 

学习意愿 A4 

B15老师要求进行网络自主平台学习 

B16愿意参加老师在网上布置的作业、测试及讨论内容 

B17课余时间会利用网络自主学习平台补充学习上课时不懂的知识 

B18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在网络平台互动中能及时得到帮助 

B19能够从网络学习活动中获得满足感 

学习效果 A5 

B20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提供的内容能很好的满足学习需求 

B21网络自主学习平台能很好检测学习任务和目标的完成程度 

B22网络自主学习平台能很好提高自我学习的能力 

B23网络自主学习平台能提高学习效率 

3.2.2. 学习能力 
通过数据统计发现，学生通过网络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高低不同。只有不到 5%学生在开展网络自主

学习前能够制定学习计划。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没有在网络学习前制定学习计划的习惯。在应用网络

自主学习平台学习时，能将学习任务分解完成的比例为 35%，有 60%以上学生不会分解任务，喜欢在连

续的时间内一次性完成学习任务。还有 5%左右学生会在本次任务最后期限那天突击完成。在完成任务的

时间段中，能有计划并合理利用时间的比例只有 23%，多达 55%学生不能够有计划的利用时间，还有 22%
学生对此问题不确定。在应用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学习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学习方法的比例有

67%，有 10%左右学生不能够及时调整学习方法，另外有多达 23%学生对此问题不确定。 
在进行网络自主学习时，93%以上学生知道采用哪些资源和工具来完成学习任务问题，说明学生对

于利用网络检索资源的能力较高。在这些学生中，56%学生能够自如应用网络进行学习，快速找到自己

需要的资源。有 12%学生认为自己不能够很好地利用网络资源和工具，原因有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理解

能力偏差，也有自身平时对网络的使用频率较低。通常对网络资源和工具使用效率高，能力强的学生，

遇到障碍快速调整学习策略的能力也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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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学习内容 
学习内容部分考察的主要是教师上传资源、发布参与讨论及作业，设置课程内容和重难点的情况。

从统计数据来看，教师网上提供的重难点指导及课程任务设置方面，学生的满意度很高，56%学生选择

了完全符合，37%学生选择了符合。说明教师在网络教学平台使用中，能很好的掌握平台模块，结合多

年教学经验和学生学习的特征，准确给定任务内容。 
教师网上发布讨论和作业频率方面，以每个单元发布一个讨论题目，发布一次作业为频率较高。从

数据统计结果看，有近一半学生认为不符合(48%)，选择符合的占 10%，选择完全符合的有 6%。从这组

数据可以看出，对于作业或讨论的发布并不是每个单元或者章节都有设计的，这可能是出于课程教授内

容的限制，以及学生做出判断是由于教师对于讨论和作业参与互动的频度不够，以致学生做出不符合的

选择。 
教师网上发布课件详实生动，提供的资源内容丰富新颖方面，获得的数据显示，网络资源丰富新颖

占 78%，课件内容详实占 59%。可以看出，网络资源的提供方面，教师自己搜集以及通过学习平台拓展

的资源比较丰富，新颖性较强，相对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传播及分享内容的有限性，网络自主学习平台

提供了获取更多资源甚至利用国内外优秀相关资源的途径[4]。课件内容的详实方面，有 41%学生认为不

够详实，原因可能是由于教师考虑课件的下载及传播的不可控性，所以网络上传课件会选择精简版。 

3.2.4. 学习意愿 
对于是否是教师明确要求学习者使用网络教学平台的情况，被调查者中有 94%学生参与学习是因为

教师明确要求其使用网络教学平台辅助课堂教学学习。 
在教师要求进行网络自主平台学习的前提下，“愿意参加教师在网上布置的作业、测试及讨论内容”

一项，学生选择符合和完全符合的比例总计 63%，可见，学生还是愿意参与交互学习的。“学习中遇到

的问题在网络平台互动中能及时得到帮助”和“能够从网络学习活动中获得满足感”可以部分解释学生

的参与意愿，一方面是由于在网络互动中需要帮助的学生能够比较及时的得到来自老师或同学的帮助，

这一选项选择完全符合和符合的占 68%；另一方面，帮助了别人的同学能够在网络学习活动的满足感和

成就感，获得帮助的同学能够享受解决难题的满足感，这一项选择完全符合和符合的也占到 57%。“课

余时间会利用网络自主学习平台补充学习上课时不懂的知识”这一选型选择符合的占 46%，说明在网络

自主学习平台使用中，学生的主动性调动还需要进一步激发。 

3.2.5. 学习效果 
对自身网络自主学习能力及效果的评估，被调查者中有 70%学生认为自己完全具备网络自主学习的

能力，可以适应网络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有 3.5%被调查者选择不符合，更倾向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对

于“网络自主学习平台能很好检测学习任务和目标的完成程度”，“能很好提高自我学习的能力”这 3
个题目，被调查者的认可度较高，分别为 77%和 73%。对于“网络自主学习平台能提高学习效率”这一

题目，选择完全符合和符合的占 53%，选择不确定的占 34%，选择不符合和完全不符合的占 13%，说明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对于学习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取决于学生参与学习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学生利

用网络学习的自觉性和自主性[5]。 

4. 提高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使用效率的途径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突破了传统教学中的时空限制，如运用得当，能更加丰富师生交流，实现学习的

开放性、交互性和自主性。针对调查中发现的学习条件、学习能力、学习内容、学习意愿、学习效果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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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完善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使用和培训制度 

第一，学校应根据需要做好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硬件配置。可以开放学校或学院的固定机房作为没

有私人电脑的同学自主学习的教室，保证这部分学生学习的条件和稳定的学习环境。应加大对教师教学

设备的投入，让教师可以随时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第二，开发新的学

习媒介或学习 APP。随着校园无线信号的覆盖，可以考虑开发新的学习 APP，使得学生和教师通过手机

就能链接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更加方便学生学习，师生互动。第三，要根据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反馈的

意见，不断完善和规范平台的使用。第四，学校要加大对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使用的培训，尤其是针对学

生的培训，教会他们如何正确、高效地通过平台获取需要的知识，从而提高平台的使用频率、效率，真

正的为学生服务。 

4.2. 加强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意愿的培养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引导学生养成独立学习的主体意识，学会自我规划和自我管理。首先，

在学习前，要做出学习计划或制定小的学习目标，选择实现学习目标的方法和步骤，具有自我规划的能

力。其次，在学习计划执行阶段，要会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学习计划，达到学习效

果。会根据自己实际水平和自己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地追

求知识。最后，在学习结束后，能根据知识点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监督自己的学习效果和知识

的掌握程度，对自己的学习负责。 

4.3. 充分发挥教师在学习内容和效果评价中的主导作用 

教师是自主学习资料的提供者、方向的掌握者、效率的衡量者，教师的组织和监督极大地影响自主

学习的效果[6]。因此，在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模式中，教师对于课程资源的提供应该注重时效性、新颖性

及广泛性。对于课件资源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保障知识产权，为开课学生提供丰富详实的课件资源。教

师可以采取积极干预的原则，对学生在自学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完成自

主学习任务，教师还应注意在教学实践中传授学生自主学习的策略，如目标设置、计划拟订、自我监控

复习等，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自主学习的优势。 

5. 结语 

东北林业大学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体系，为课程建设提供了一个网络学习平台，不仅支持学生在网络

环境下进行自主学习、小组协作讨论学习，而且有比较好的交互平台可以支持教师在线指导、评价。东

北林业大学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中有数据统计模块，教师通过这一模块可以获得如下数据：学生浏览网络

课程资源、完成作业、参与讨论，在线测试，参与答疑等情况。教师从这些统计数据中可以获得每个学

生的学习状况，作业完成情况，参与讨论情况等，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辅导，能较好的满足教学需求。

在今后的平台使用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师生两方面的主动自觉参与。学生要形成使用网络自主学习的习

惯，提高自主学习的主动性，教师要增加参与答疑、互动、在线交流的频率，并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

有了解，从而有针对性进行辅导和监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教师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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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探索”(DGY2014-16)；东北林业大学重点课建设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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