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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教学空间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的教

学应用服务形式。在现有网络空间的基础上建设方法，提出了基

于空间教学教研的具体应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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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教育”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雏形，正处于发展阶段。

截止到 2017 年末，我国很多教育领域都实现了多媒体教学，也有

部分学校构建了网上学习平台，在实际应用中也颇有成效。绝大

多数人都接触过计算机网络，并且具备一定的操作能力，这就给

构建网络学习空间，为网络学习空间应用奠定了基础。

一、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工作 

网络学习空间是指通过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在网络中构建

一个学习平台，实现网络化教学模式以及学习环境，从而提高为

师生学习、教育提供线上服务。对于教师来说，构建网络学习空间，

教师能够拓宽教育领域，打破课堂教学的时间与空间限制。与此

同时，通过网络学习空间，能够为师生互动、教研工作提供极大

的便利性，从而推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进程。因此，在建设网络

学习空间中，需要重点以师生需求为出发点，制定更加人性化的

网络学习系统平台。

二、具体的建设流程 

（一）教学、学习计划

该课程的教学难点为：第一，计算机是由特定功能的各种设

备组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第二，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概念。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从教学目标与教学难点作为出发点，从而

制定相应的教学资源，保障课堂教学质量。

（二）课程公告

课程公告是网络学习空间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在平台中投出

一些课程学习要求，对学习内容给予公告。主要包括：课程作业

开启、问答安排、考前辅导安排、学习内容、预习内容、复习内

容等。

（三）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作为网络学习空间中的核心内容，能够让学生通过

网络平台预习明天将要讲述的内容或者对今天的知识进行复习。

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学生中途要停止即可点击“暂停”，同时也

可以采用网络书签来标识学习进程。

（四）学习论坛

学习论坛就好比 QQ。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论是课堂教学还

是网络模块学习，都可能存在知识漏洞，这时当学生遇到困难之

后，学生可以登录“学习论坛”板块进行讨论，从而提高网络信

息教学效率，在网络平台中打破学生的瓶颈。例如，在学习《指

法练习》中，虽然让学生短时间内学会盲打是非常困难的，很多

学生会混淆不同手指对应哪个键位，这时学生即可在“学习论坛”

板块进行问题，给出问题题目。如“左手中指主要对应哪些键位”，

通过学生提问其他师生会通过像贴吧那样给予回答，并且问题内

容与回答内容都是全面开放形式，其他学生如果遇到同样问题，

只需要查询该问题主体即可。 

三、网络学习空间应用

（一）明确使用对象

在构建网络学习空间中，必须要明确网络学习空间的使用对

象，从教学本质上来说，其使用对象应该是学生与教师。对于学

生来说，学习空间建设必须要以趣味为主，操作内容也要尽量简

单，在“测试模块”中尽量追求习题少而精，这样才能够切实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教师而言，需要保障功能板块的实用性

与多样性，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积极作用。基于此，

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将整个平台分为三大板块，即“学生板块”“教

师板块”“公共板块”等，从而实现针对性学习，这就需要明确

学生使用对象，这对学生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二）保障网络学习空间的质量性

这里所说的质量性不是网络信号等内容，而是功能等内容。

对于网络学习模式来说，其资源质量至关重要，要求教师所传

的内容必须要精细，不能只注重资源数量而忽略了资源质量。

反之，如果资源数量过多，学生也很难接受。对于资源质量来

说，为了能够保障教学资源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教师尽量不要

采用网络教学资源，最好的方法是本校教师自主录制视频资源，

这样才更加符合学生学习习惯，如果一定要采用网络资源必须

要经过资源过滤，也就是保障资源质量。这就要求学校能够根

据教材内容构建课件制作师资团队，追求课程资源的少而精，

宁缺毋滥。并且，要充分利用“优秀可见”为向导，从而推动

精品可见的普及。 

（三）构建评价机制，实现线上评价

在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中，除了上述的功能模块以外，工作人

员还需要构建评价板块。学生通过点击网络学习平台，将自己测

试内容上传到“评价板块”中，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从而给

予学生评价（以表扬和鼓励为主），为了能够加强学生间的合作，

也可以采用匿名形式的学生互评方法，从而提高学生表达能力，

让学生能够根据其他学生的学习情况反省自己，从而发挥“评价

板块”的积极作用。

可见，建设网络学习空间与信息技术学习不仅相吻合，同时

也相互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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