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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块链技术具有多方共享与维护、动态存储、公开透明、高度信任、可追溯等特点，其是包含智能合约、

分布式存储等技术的综合体。对于高等教学而言，因区块链不需中央权力机构或受信任的第三方来进行

相应操作的协调互动、验证监管，区块链的智能合约、高度自治等为高等教学中的诸多环节提供了新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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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ockchain technology which is a complex including smart contract, distributed storage etc. has a 
number of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ulti-party sharing and maintenance, dynamic storage, open-
ness and transparency, high trust, traceability. For higher education, because the blockchain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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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need the central authority or trusted third party to coordinate, interact, verify and supervise 
the corresponding operation, the smart contract and high autonomy of blockchain provide new 
ideas for a variety of process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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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初，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会议中曾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

创新发展”。区块链技术被上升至国家战略，至此之后，“区块链”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逐步在各个

领域得到推广与应用。本文通过介绍区块链技术，探索区块链技术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 

2. 传统教学考核面临的问题 

2.1. 缺乏互动性 

传统教学模式多为室内课堂教学，主要形式包括：板书、电子课件、图片及视频播放等，主要以师

生系统地传授和学习书本知识的教学模式。传统教学模式侧重从教师如何去教学生，缺忽视了学生如何

学的问题，使得课堂缺乏有效的互动性，导致学生缺乏参与感、兴趣度低等问题。课程中及课程结束后

的考核方式多采用考试(开卷、闭卷)或考查(论文、报告等)形式。这些考核方式多由学生通过对课堂知识

的理解与消化进行准备，学生之间缺乏交流与互动，学生与老师之间缺乏引导与探讨，老师之间缺乏教

学经验与技巧的交流。 

2.2. 考核机制单一 

考核目的是了解学生对相应课程的掌握情况，促进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与消化，便于授课老师获得

课堂效果的反馈，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仅以课程中或课程末的考核结果进行判定，难以全面反映课程效

果的真实情况。课堂中的课程教学是以专业理论知识为主线，行业实际需求是以实践能力为标准。将考

核机制贯穿于部分或整个课程学习过程，以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为重要指标，有助于综合评定学生掌握

情况及课程效果。 

3. 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最早起源于网络中流行的比特币，比特币应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了传统货币支付中的信任问题，

实现了网络货币不易伪造、不能篡改、来源可溯等优势特性[1]。本质上区块链是一种新型信息技术，其

具有多方共享与维护、动态存储、公开透明、高度信任、可追溯等特点，区块链是包含加密算法、智能

合约、分布式存储、共识机制、激励机制等技术综合体[2] [3] [4]。对于高等教学而言，因区块链不需中

央权力机构或受信任的第三方来进行相应操作的协调互动、验证监管，区块链的智能合约、高度自治等

为高等教学中的诸多环节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这些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提升高等教学考核效率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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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3.1. 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本质上是一种计算机协议，其通过信息化方式进行传播、验证或执行合同。智能合约不仅

使得在没有第三方监管的情况下能确保交易的可信任性，而且，交易记录可被追溯并不可篡改。一个智

能合约是一份经多方参与协商拟定的数字形式承诺，其被数字化地存储在区块链中，并使用加密技术强

制执行协议。智能合约如同一款软件程序，通过相应操作，智能合约中的条款细节是可协商的，经确认

后其能自动验证履行，甚至执行约定的条款，均不需通过中央权力机构来审核或批准。简而言之，智能

合约具有去中心化和高度自治的特征。无需中心化服务器的参与，在实际操作中可降低成本，同时也能

通过的共同协商并确认的合同条款解决操作过程中的信任问题；当预先协商确认的合约条件满足并被触

发时，智能合约将会被自动执行，这有助于合约的自动化，提高自治效率。 

3.2. 分布式存储 

区块链是一种点对点的分布式记账系统，包括父区块与子区块，子区块通过哈希指针链接到父区块

上，将各个区块连成一个链条，构成链状结构。每一个点都可以在上面记录信息，采用区块链分布式结

构进行数据存储和操作记录存储，可以到达分散部署、集中执行的目的[5]。在区块链系统，每一个参与

方或终端就是一个节点，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记录信息，而且直接连接另外一个点，中间无需第三方服

务器的参与。当其中两个节点发生信息交互时，每一个操作都会告知其他所有节点，有助于防止交互信

息被篡改。 

4. 区块链在教学考核中的应用 

随着移动客户端应用的发展，结合区块链中智能合约和分布式存储技术的优势，可将课程多方互动

(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授课老师之间)信息以不可篡改的方式记录下来，其流程如图 1 所示。

该流程可分为两大模块：教师模块与学生模块，两模块间通过授课、线上线下答疑等互动环节衔接。教

师模块流程为：首先，确定课程教师教学团队，教师团队名单确定后由任课老师共同讨论与协商该课程

工作量的评定方式与方法，并通过智能合约的方式将详细条款进行约定，如授课时间与次数、线上线下

答疑次数、作业批改次数、授课效果等；然后，教学团队教师以教学大纲形式明确课程教学内容、重难

点及学生对课程内容应掌握的程度，并将其进行分解，分发至教学团队各成员教师，此环节通过分布式

账本全程记录各教师在本课程中的参与信息，并将各成员累计工作量公开化；最后待学生成绩评定完成

后，按智能合约中规定的课程评价与考核条款，对各授课教师的工作量进行量化评定。学生模块流程为：

首先，同学通过选课系统选修该课程，并明确课程要求掌握的内容与深度，如课程中需多人小组共同完

成相应课程任务，则通过自愿形式组成相应小组并进行任务分工，并通过智能合约的方式将详细条款进

行约定，条款内容包括任务分配原则、任务完成度评定、任务参与度等，若需学生单独完成，则直接根

据相应课程任务要求进行；然后，学生通过自学、成员间讨论、与授课教师团队交流等方式逐步完成课

程任务，并通过分布式账本全程记录各位学生在本课程中的参与信息；最后，待各小组成员完成相应任

务后，将课程作业任务进行综合与优化，并根据智能合约条款约定综合评定各位成员的贡献率，按智能

合约中的规定，如所有成员认可并确认作业完成即可提交，课程教师团队对作业任务进行评定。教师模

块与学生模块各自通过相应的智能合约条款进行约定，但两模块间以课程为载体，以授课内容(知识点)
为中心进行多成员间的互动与交流，交流信息分别在各模块中均有相应记录。教师对学生成绩的评定以

智能合约规则下各成员的综合表现为依据，学生对各授课教师综合表现的反馈也将作为教师评价与考核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1002


任磊，苗建明 
 

 

DOI: 10.12677/ae.2021.111002 9 教育进展 
 

的一个指标。以不同智能合约为约束的全流程分布式记录有助于两模块间的有效交互，促进不同参与体

的积极性，提高信息交互与共享的效率，从而提供课程质量。授课教师创建父区块，包括哈希值、时间

戳和课程介绍，哈希值为数据标号和随机数组成，时间戳为操作信息的创建时间，课程介绍包括课程内

容、重难点、课程计划进度等；子区块由参与学生或授课教师创建，并通过哈希指针链接到父区块上，

构成链状结构。为满足多名学生或授课老师使用同一服务器的需要，达到分散部署、集中执行的目的，

采用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的加密分布式记账本)，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分

布式的公共账本，将各个区块连成一个链条，实际上是一种点对点的记账系统，每一个点都可以在上面

记录信息。随着交流信息的不断获取以及使用者的增加，信息体量在不断增加，在交流与反馈过程中采

用区块链分布式结构进行数据存储和操作记录存储。在区块链系统，每位参与者都是一个节点，任何一

个节点都可以记录信息，且直接连接另外一个点，中间无需其他服务器。当其中两个节点发生交互或共

享时，加密操作会广播到其他所有节点，以防篡改交互信息。分布式存储系统是分享分布式节点的存储

资源，数据存储采用分布式德管理模式，所有节点并不维护相同的存储信息，这样可提高分布式系统的

效率。 
 

 
Figure 1. Curriculum record flow chart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图 1. 基于区块链技术课程记录流程图 

5. 结论 

区块链技术优势已在多个领域得到充分应用，但在高等教学中的应用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区块

链技术独特的优势，本文重点介绍了其在高等教学中的应用，以课程教学为例，探究了智能合约与分布

式存储技术的运用，这些为高等教学中的诸多环节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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