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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Learning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已然被大众接受，随着国家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的实施，

E-Learning课程的发展得到了极大地推动，大量E-Learning课程涌入市场之中，但随着数量的增加，课

程的整体质量却逐渐下降。评价对于E-Learning课程是否取得了应有的效果，教学过程是否合理来说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本研究介绍了一种E-Learning课程设计成熟度模型，可以对E-Learning课程设计进行

成熟度评价，从而达到改进E-Learning课程设计的目的，提高课程设计者设计E-Learning课程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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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arning, as a way of learning, has been accepted by the public.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ntry’s policy of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arning course has been greatly promoted. Increasing the number,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course gradually decreases. Evaluation has a decisive effect on whether the E-Learning course has 
achieved the due effect and whether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reasonable. The study introduced a 
mature model of the E-Learning Course design, and evaluated the maturity of the E-Learning course 
desig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E-Learning course design, thereby improving the 
skills of the courses designer design E-Learn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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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传统课程向 E-Learning 课程的转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影响日益扩大，课程的形式逐渐丰富。处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如

果一个传统的教育机构没有开展网络教育，就将失去应有的地位和优势。而随着 E-Learning 越来越被大

众所接受，大量学习者涌入 E-Learning 课程学习中。国家 2020 年发布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学校联通，

学生赋能》与欧盟发布的《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 年)》也指明了未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方向，

E-Learning 课程建设也将会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点。 

1.2. E-Learning 课程设计的质量评价困难 

在过去，课程的“质量”是根据内容、教学和学习结果来“衡量”的[1]，而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一

个与过程相关的系统的转变，并考虑了有助于教育体验和学习的各种因素的组合，比如：学生的需求、

技术支持、学习环境等。 
E-Learning 课程设计是复杂的，取决于多种因素：技术、组织、计划等。因此，在对 E-Learning 课

程设计进行评估时，要考虑到各种要素的影响，不能对其进行一刀切的评估。现有的 E-Learning 质量管

理、保证和评估的方法与标准要基于不同的方法。尽管关于影响课程质量和有效性的不同方面和标准的

现有文献存在差异，但有一个明显的共识，即当前的标准应适应每个课程的需要、目标和特点。 

1.3. 成熟度模型有助于 E-Learning 课程的评价 

相关技术的设计也可能也会影响教师教授在线课程的方式[2]，而随着 web 3.0 技术的更新，以及协

同式 E-Learning 的发展，课程设计变得愈加复杂化。 
能力成熟度模型(CMM)最初被用于改进软件设计的过程、产品和交付的组织。能力成熟度模型是一

个五级模型，分为五个层次：初始级、计划级、定义级、管理级和优化级。课程质量被描述为一个持续

的过程[3]，而成熟度模型本质上提供了持续/增量的过程改进。融合这两个过程将有利于在整合新技术和

策略的同时保持课程质量。 

2. E-Learning 课程设计 

2.1. E-Learning 

E-Learning 产生于 20 世纪末，由美国的 Jay Cross 于 1999 年首次提出。关于 E-Learning 的定义有很

多。根据不同的研究学者的不同理解，E-Learning 被翻译成为各种各样的名称，目前文献中常见的主要

有：数字化学习、电子化学习、在线学习、网络学习等等。不同的译法也发表了不同的观点。而随着概

念的不断演变，目前国内外比较统一的是将其翻译为“数字化学习”，数字化学习强调把数字化内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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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结合起来，在 E-Learning 中要注重技术和网络资源的使用[4]。 

2.2. E-Learning 课程设计 

为了将某种明确的结构强加给这种实践，研究人员开发了大量的模型来规定如何设计课程。从写作

目标和学习成果开始，然后是确定和排序主题、选择教学方法和资源、规划评估，最后是评估设计。 
E-Learning 环境下的设计提出了如何将技术融入教学的特殊问题。Diana Laurillard 的学习会话理论对

思考数字技术在学习中的选择和使用产生了影响。Laurillard 区分了五种不同的媒体类型：叙事型、生产

型、互动型、生产型和适应型，它们具有不同的调节学习的能力[5]。选择合适技术的第一步是知道有哪

些技术可用。Beetham 在 2007 年就已经对 E-Learning 课程设计给出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提供了相关的

模型，并在书后附录中提供了学习活动设计清单，课程设计清单，学习活动分类等[6]。为 E-Learning 课

程设计提供了框架和各种有效支持。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 E-Learning 的成熟，社会状况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学习者，但也间接影响了正在

进行的教育过程及其各自的教学实践，导致了 E-Learning 课程设计的复杂化。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进

行的协同式 E-Learning 课程设计已经成为潮流，但很多教师只是将技术运用到课程设计中便是认为已经

达到了 E-Learning 课程设计的要求。真正好的课程设计需要理解技术是如何被用来在学科内产生和分享

知识的，然后理解这些技术是如何被用于学习和教学的。 

2.3. E-Learning 课程设计质量 

2000 年，位于华盛顿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关于远程教育课程质量的报告，旨在确定它

们的成功标准。2002 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出版了《在线学习标准》，为示范性在线远程学习课程的

“跟踪”提供了指南。Barker (2002) [7]和 Herrington、Herrington、Oliver、Stoney 与 Willis (2001) [8]也发

表了关于电子学习标准的研究。所有这些报告或研究都包括以下一个或多个领域的标准：质量保证机构

的支持、课程开发和教育规划、教与学、课程结构和资源、学生和教师支持、评价和评估、技术的使用、

产品和电子学习服务。 
欧洲电子学习质量基金会创建的 ECBCheck 认证和欧洲联盟为远程教育教学创建的 Excellence 模型

都旨在衡量电子学习课程的实质性质量。更具分析性的是，ECBCheck 认证分析程序的组织、与用户需

求相关的目标、内容质量、程序规划、通信媒体规划、技术、评估和检查。E-Excellence 模型衡量战略管

理、课程规划、课程计划、课程交付以及对教师和学生的支持。 
ISO/IEC 40180 是一项国际标准，它“为信息技术强化学习、教育和培训中的质量保证、质量管理和

质量改进提供了基础和参考框架”[9]。ISO/IEC 40180 是一个可扩展的标准，因为包括协调性、灵活性、

情境化、过程导向和兼容性在内的特征使其成为一个整体框架，可满足所有教育层次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8]。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辅助技术的出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分析任何高等教育背景的过

程更加有效和一致。采用 ISO/IEC 40180 将有助于未来的改进。 
根据 Jung、Wong、Li、Baigaltugs 和 Belawati (2011) [10]的研究，许多高等教育机构对体系的认可表

明，在质量方面实施了受商业启发的方法。例如，中国开放大学和许多其他大学一起，创造了一个多指

标质量保证框架。这些指标围绕五个质量领域：教学资源的开发、教学过程的管理、学习支持服务、教

师的支持服务以及最后的学习环境。 
根据 Barnard 和 Echols (2015)，在线课程应包括学生概况、主题内容、学习策略、教育技术的特征

以及学习过程的评估策略[11]。Rushby 和 Surry (2016)提出了在线课程的不同组成部分：课程数据、一般

学习目标、课程内容、学习活动、信息来源、交流工具、媒体使用和学习过程评估策略[12]。据此，Marcini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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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提出了在线高等教育课程质量评估的综合模型，该模型包含两个变量、十四个维度(在线方案论证、

在线课程的教育目标、学生简介、在线方案的专题内容、学习活动、教师简介、学习材料、教学策略、

辅导、对学生的学习评估、虚拟平台的质量、在线课程的初步评估、在线课程的过程性评估、在线课程

的结果性评估)和八十一项指标[13]。 

3. 成熟度模型相关研究 

3.1. CMM 模型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 SW-CMM (简称 CMM)把软件过程分成从无序到有序的五个等级，形成一个逐

步升级的平台[14]。其中下一级的过程能力作为上一级的过程能力的基础，其成熟度不断提高，这个成熟

度等级不断提升的过程代表了其过程能力的逐步积累。 
CMM 除了的每个等级(除初始级外)都可以分解成三个层次：关键过程域、关键实践类和关键实践

[14]。每个成熟度等级可以由几个关键过程域组成，每个关键过程域又分为几个关键实践类，这些过程实

践相互协同，最终以实现每个关键过程域的目标。 

3.2. eMM 模型研究 

E-Learning 成熟度模型(eMM)是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教授 Marshall 于 2003 年提出的[15]，eMM 模型

的框架构建参考了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和 SPICE。 

3.2.1. 过程指标体系 
Marshall 参照 SPICE 模型，将 E-Learning 实施能力分为五个过程[15]，如表 1 所示，这一分类与 SPICE

模型关键的区别就在于用学习过程(Learning)取代了客户/供应商(Customer/Supplier)。其将 E-Learning 的

实施过程分解为相互联系的几个过程，可以对这些过程进行独立的评估，并进行各个过程的对比研究。 
 

Table 1. Process classification 
表 1. 过程分类 

过程类别 详细描述 

学习(Learning) 直接对 E-Learning 教学方面产生影响的过程 

开发(Development) E-Learning 学习资源的制造与维护相关的过程 

支持(Support) E-Learning 管理与支持相关的过程 

评估(Evaluation) E-Learning 生命周期中评估与质量控制相关过程 

组织(Organization) 教学机构计划于管理相关过程 

3.2.2. 过程维度 
Marshall 参照 CMM 模型建立了 E-Learning 实施过程的维度体系。定义了五个阶梯式递增的成熟度

等级，分别是初始级(Initial)、可重复级(Repeatable)、已定义级(Defined)、已管理级(Managed)和优化级

(Optimizing) [15]。Marshall 参照这一模型构建了成熟度模型的 5 个维度，如表 2 所示。 

4. E-Learning 课程设计成熟度模型 

4.1. 基于 eMM 的 E-Learning 课程设计成熟度等级 

结合 eMM，研究将 E-Learning 课程设计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初始级的设计、重复级的设计、定义

级的设计、管理级的设计和优化级的设计，具体描述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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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eMM process dimension level 
表 2. eMM 过程维度等级 

维度等级 详细描述 

初始分析级(Delivery) 对改过程投入使用后的分析，决定是否开始付诸实施 

可重复级(Repeatable) 预定义该过程实施的目标和计划 

已定义级(Defined) 定义该过程实施中的文档化标准、指引、模式和政策 

已管理级(Managed) 管理该过程的实施以保证产出的质量 

优化级(Optimizing) 提升其他等级的实施能力，使该过程进入良性循环 
 

Table 3. E-Learning maturity level of curriculum design 
表 3. E-Learning 课程设计成熟度等级 

成熟度等级 简要描述 

优化级的设计 通过实时收集的学生的学习数据，通过软件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并根据动态的数据设计

个性化的学习活动和策略。 
管理级的设计 关注学生的反馈，根据学生的反馈修正课程设计，设计更加多样化的活动。 

定义级的设计 突出 E-Learning 课程的特点，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去支持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活动，丰富课程资源，

创设更加真实的教学环境。 
重复级的设计 根据规范化的流程去设计课程，根据教学目标去设计活动，创设数字化的教学环境。 

初始级的设计 根据教师本身的教学经验进行设计，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学活动设计单一，多采用课件教学，

评价以课程的大作业为主。 

4.2. E-Learning 课程设计的关键过程 

早在 2007 年，钟启泉就已经提出课程四要素：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习活动方式、课程评价[16]，
而 E-Learning 课程除了包括这些基本要素外，还需要充分考虑课程交互、支持服务、充分利用多媒体技

术和线上课程资源等。因此，课程的构成要素也应根据 E-Learning 的特点进行重构。武法提提出网络课

程应包含六个要素，分别是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策略、学习支持、学习评价、学习资源[17]；在此

基之上，陈丽进一步提出网络课程的核心要素包括教学设计、学习活动、教学资源、学习支持、学习评

价与反馈、技术手段[18]。 
结合 E-Learning 课程质量标准、在线课程设计要素和成熟度模型，以及前期的研究与实践，本研究

提出 E-Learning 课程设计应包含以下五个过程：资源开发、活动设计、学习支持、学习环境、学习评价，

如表 4。 
 

Table 4. The key process of E-Learning curriculum design 
表 4. E-Learning 课程设计的关键过程 

关键过程 描述 

资源开发 媒体与教学内容的结合，包含文本、视频、内容等多种类型的资源 

活动设计 强调互动活动设计，活动设计包括活动目标、活动时间、活动步骤和活动反馈四个部分 

学习支持 
为促进在线学习和个性化发展，在学习的不同阶段，对学生的个体、小组和群体的认知、情

感和系统需求做出响应的所有活动与元素，分为四类：认知支持，情感支持，系统需求支持

和产品定制支持 

学习环境 在线学习环境是一个使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习资料之间相互链接且

不受物理限制的系统 

学习评价 
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学习进展、学习结果进行观察、记录和测量，评价方式有多种，包括

形成性的，如测验、作业、练习、问题、研讨会、演示等。和总结性的，例如考试、课程、

作品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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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Learning 课程设计成熟度模型分析 

基于 E-Learning 课程设计的五个关键过程域进行分析，结合前述对成熟度模型构建的考量，笔者初

步构建了 E-Learning 课程设计成熟度模型，并总结了 E-Learning 课程设计成熟度模型的核心要点。 
该模型包含五个等级和五个关键过程域，如表 5，其中五个关键过程域分别是：学习资源、活动设

计、学习支持、学习环境、学习指导、学习支持。 
 

Table 5. E-Learning curriculum design maturity model 
表 5. E-Learning 课程设计成熟度模型 

 课程资源 活动设计 学习支持 学习环境 学习评价 

优化级的设计 支持学习偏好的 
资源 个性化活动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

学习支持 
基于大数据的学习

环境设计 
基于大数据的 
个性化评价 

管理级的设计 集成资源和链接 
供学生自行选择 

围绕学习者和学习

目标设计特定的 
互动学习活动 

根据学生反馈针对

性地提供学习支持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环境设计 精准化评价 

定义级的设计 网络资源平台， 
资源丰富 复杂教学活动 多种学习支持 跨学科、复杂的、

系统的环境 多元化评价 

重复级的设计 网络资源稀少 简单教学活动 简单学习支持 适用于在线学习的

环境 
过程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初始级的设计 无网络资源 无教学活动 无学习支持 传统课堂学习环境

的迁移 总结性评价 

4.3.1. 第一级：初始级的设计 
通常在这一级别教师只是基于自己以往的教学经验去进行课程设计，将传统课堂的经验迁移到

E-Learning 课程中，而正是因为如此，教师通常不会采用网络资源或者设计一些在线学习活动，只是简

单地通过在线平台进行授课，对学生的评价也比较单一。 

4.3.2. 第二级：重复级的设计 
在这个级别，教师可能采用一些系统性的方法去设计课程，在 E-Learning 课程中也会设计一些简单

的教学活动，比如课中的讨论环节。在课上或者课后，教师也会为学生提供一些简单的学习支持，比如

问答。课程设计者会在这个阶段着力于为学生构建一个合适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能够在进行课程学习时

感到存在感。当然，在这一级教师也会从网络上寻找一些网络资源供学生学习，在评价学生这一点上也

从单一的总结性评价变成了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4.3.3. 第三级：定义级的设计 
在这个层次上，教师逐渐意识到需要合理地通过使用技术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在第三级，教师

更注重的是创建一个能够产生更多学习的在线环境。 
教师会对这一级别的在线教学更加适应。学生的学习也将变得更加舒适，因为教师会在学习课程内

容以及如何在线思考、管理自己的时间和以及使技术管理方面给学生提供帮助。课程的活动和资源等都

由教师统一控制，但同样鼓励学生将发现的网络资源整合到作业或者讨论中去，在线的讨论可以让学习

者对课程内容有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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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层次的教师鼓励更多的师生互动。频繁的师生互动是学生动力、智力投入和个人发展的最重要

因素。教师在评价学生方面也会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采用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相结合的过程

化评价与利用信息技术的进行的电子化评价方式[19]，对学生进行更加多元化的评价。 

4.3.4. 第四级：管理级的设计 
在这个层次上，教师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设计，以学习者为中心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强

调以人为本，核心是尊重学生、方便学生、发展学生。在这个水平上，学习变得部分由学习者控制，教

师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课程资源也允许学习者根据学习者的需要进行选择。 
在这个级别设计学习活动时，要强调互动性，开始进行学习社区的建立，因为在线讨论经常由学生

发起，所以活动要围绕学习者和学习目标。在线学习社区的建设能够创造归属感、连续性、与他人和思

想及价值观的联系。学生的学习会受到社会交往、人际关系和与他人交流的影响。当学生加入一个互相

支持的学习社区时，孤独的感觉就会被克服。广泛的研究证实，建立学习社区至关重要，因为它会影响

学生的满意度、保持力和学习。 
因为教师由讲授者转变为指导者，在这一级别需要注意学生的反馈，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提供更多

的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对学生的评价也更加精准化，可以采用电子档案袋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精准评价

[20]。 

4.3.5. 第五级：优化级的设计 
在第五级，教师将越能认识到课程的设计能够很好地激励学习者，他们的创造力、更高层次的思维

和好奇心都有助于激发学习动机。 
个性化在这一级别是关键。教师需要利用技术软件来为学生创造更加个性化的学习环境。教师在这

一阶段必须学会使用大数据技术或者含有大数据分析技术的软件来辅助教学，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识别

学生学习偏好的机制，将学习者与适当的学习资源相匹配，以便为其创造最佳的学习体验。学生很容易

在这个层次上进行反馈。教师也能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支持。 
学习者将对选择的学习路径有很大程度的控制。学习者可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或他们可以深入研究

的主题。网络资源将以有意义的方式将新信息与现有知识联系起来。此外，许多策略将用于实现复杂的

学习目标，如场景、案例、游戏和角色扮演。 
第五级侧重于建立一个学习社区，如上文第四级所述。学习者群体是否存在会影响学生的满意度、

保持力和学习。使用协作学习小组将会增强学习互动，最好是由每个学习者提供想法，一个接一个地讨

论，直到建立起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中，学习关系产生知识，学习社区赋予学习真实性。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也更加个性化，能够利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对学生的学习投入度、课程和任务的

完成度、学习的主动性、对学习的调控度和学习的联通度进行个性化评价[21]。 
每一个级别都旨在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观点，以制定一个更加一致和综合的方法来支持 E-Learning

课程的设计。虽然这些关键结果的分离目前是一种类比的方法，主要基于比这对文献的阅读和一些国家

的实践经验，但笔者认为该模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大纲，用于考虑可能导致 E-Learning 课程设计改进的

关键过程。 

5. 结语 

后续将继续采用基于设计的研究范式对 E-Learning 课程设计成熟度模型的实践进行设计，注重模型

的实施、改善和评估。通过学习模型的实践设计，对 E-Learning 课程设计成熟度模型的关键实践进一步

补充与完善，通过问卷调查教师和机构的对于 E-Learning 课程设计的关键过程和关键实践的满意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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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完善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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