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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教室直播的开放大学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
——以甘肃开放大学为例

杜东绪

（甘肃开放大学培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国家开放大学云教室是在线面授教学系统，实现了总

部、分部、地方学院和学习中心的互联互通，与开放大学学习网

相互配合，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缓解边远地区师资不足问题，

是教育均衡化发展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本文分析了甘肃开放大

学云教室系统建设和应用对教学的影响，提出了基于云教室系统

的开放大学面授教学建议，以期为各开放大学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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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面授教育形式是开放大学远程教育的显著特点，而基于教

学平台开展的教与学大多是异步教学。为了保障教学质量，实现

全系统同步教学，视频是重要的教学手段和方式。电视教学、卫

星传输 + 视频点播教学、学习网 + 云教室教学，开放大学视频教

学形式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调整。云教室视频直播教学，

改变了原有的教学环境，构建了新的教学模式。

一、云教室概述

开放大学大力推进互联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互联网 +

教育”的有力践行者，为了在互联网和教室结合方面，探索远程

教育教学新模式，实现“全国一堂课”，2013 年，国家开放大学

在本系统内开启云教室建设项目。其定位是：在全国范围内利用

云计算技术，完成远程教育的资源共建和优质师资共享，完成线

上云平台与线下云教室的教学互动  。云教室与开放大学学习网相

互依托，共同组成数字化学习环境，为开放大学教育教学提供新

的环境支撑。

经过三期的建设，开放大学在建设云教室中不断发现问题、

研究问题、改进方法，经历了起步、深化和融合三个阶段。2013

年一期建设基本构成是“硬件视频会议 + 录播系统”，建成后各

点主要用于视频会议，由于操作复杂，环境限制等因素，实际教

学应用不明显。2014 年二期建设在技术集成方面进行了创新，采

取当时最优的技术架构，优化了设备，简化了操作。基本实现了

录播系统和国开学习网的整合对接，在一站式管理与服务方面进

行了基础探索。2018 年，第三期云教室建设启动，设备清单见表

1。控制系统总部统一部署，按照权限给全国教师和管理员开放；

智能黑板、智能讲台实现教室教学功能，摄像机、智能网关及传

感器是视频会议的主要部件；一体机是远程教学的设备。视频存

储和运营服务部署在公有云上，与移动端结合，老师和学生均可

通过手机、平板电脑和 PC 端进行教学互动。三期累计建成云教室

近 500 间，总部建成控制中心，各分部设置分控中心。

云教室建成使用，基本解决了以前网络单向传输、非实时、

无交互的教学方式，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面授教学质量和

面授到课率等方面效果显著，也为开放大学发展直播（录播）+

双向互动的教学服务模式奠定了基础，完善了网络教学机制。采

用智能终端 + 云模式搭建的云教室体系，将教室搬到电脑、平板

和手机上，有力地推动了开放大学教育教学改革。

表 1　第三期云教室设备列表

 货物名称

教室类型

智能黑板 智能讲台 摄像机
智能网关及传

感器
触控一体机 智能教学一体机

播控服务器

软件

运营服务平台

及定制开发

总部 ü ü

省级云教室 ü ü ü ü

市级云教室 ü ü ü

县级云教室 ü

二、云教室建设与教学实践

项目实施以来，甘肃开放大学在全省系统内共建设 45 间云教

室、一个分控中心，通过总部控制中心与全国互联。2020 年，学

校对云教室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更加方便了教师操作和管理。通

过云教室系统，在远程实时教学、课程实时录播、远程课堂观摩

和教学研讨、远程论文答辩、高清视频会议等方面做了大量应用，

在教学改革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

省校云教室应用情况。2020 年春季特殊时期，仅 6 月份期末

辅导，安排直播 39 门课，录制视频 1950 分钟；2020 年秋季，专

业导学视频直播涉及 24 个专业，课程辅导 51 门，期末辅导 35 门，

合计 249 课时。

分校云教室应用情况。定西分校，2018 年秋季，本科 11 门，

58 课时；2019 年秋季，本科 13 门，66 课时利用云教室系统开展教学。

2020 秋季，本科 12 个专业、专科 18 个专业的形势与政策、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四门课程全部依托云教室系统开展教学。平凉分校，将

省校在线直播教学辅导安排与学员精准对接，制定出分校在线直

播教学辅导安排，分阶段重点督促班主任组织学生按时收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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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教室直播教学模式创新

云教室与开放大学学习网结合，构建了新的混合式学习环境，

让开放教育困难重重的面授辅导焕发生机，对开放大学教育教学

改革与创新具有重大意义，取得的成效也非常显著。

（一）再造开放大学新的混合学习环境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开放大学的基本教学特征。无论早期

的“面授 + 电视”，还是现在的“网络自主学习 + 面授辅导（视

频直播）”教学形式，都是基于远程和面授相结合的学习环境。

这种学习环境有利于混合式学习模式的开展，有利于发挥在线学

习与面对面教学的优势，适合成人在职学习、灵活学习的需要，

对学习效果有重要影响。

“面授 + 电视”教学。教师在专门的环境下录制教学内容，

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等频道播放。这个阶段的视频教学，都是录播、

单向、无交互的，不能称为真正的直播教学，但是电视教学有效

解决了各教学点课程师资力量短缺的问题，弥补了基层教学点面

授教学的困难，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

“教学平台 + 三分屏视频”教学。远程教学平台实现了电大

远程教育实时可学、处处能学、师生互动、交流增强。视频教学

出现了三分屏课件，即通过技术手段，把教师视频、教学内容和

课件目录集于一体，在屏幕三个区域均显示出来。三分屏课件所

含教学信息丰富，使用方便，教师直播或录播后，系统自动生成

课件，深受师 生的欢迎。

“学习网 + 云教室直播”教学。云教室直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标志着全远程式混合教学环境的实现，近似现场的教学，提高了

教学互动交流。远程教育面授辅导，是学生网络自主学习的补充

与辅助教学，教师就学生自学过程中产生的疑问进行辅导，它强

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面授辅导时的师生互动，突出面授辅导的针

对性，而云教室把面授辅导从线下搬到线上。云教室课堂是一种

虚拟课堂，对受教育人数不再限制，他们可以是来自不同地方的

学生，且教师可以利用云教室联合授课，以图文、声音、视频等

多种媒体形式教授教学内容，大大改善了教学条件和环境。

（二）区域内师资共享进一步加快

为了解决师资问题，开放大学课程教学实行团队管理、协作

教学方式，省级电大课程教学团队由省校、分校、工作站三级教

师组成。省校教师赴教学点开展面授辅导，基层教师到省校参加

课程资源建设和直播教学是一种常态。云教室架构参照开放大学

四级办学体系，采用总部、分部、学院和学习中心四级标准部署，

其管理系统除了总控中心对全国云教室集中管理外，还设置分控

中心，对区域内云教室单独管理、分级部署，通过信息技术实现

各地教室互联互通，从而达到教师的互联、学生的互联。

（三）大规模直播，多终端覆盖

云教室系统采用“云 + 端”的先进设计。基础设施如主机、

存储、数据中心、安全等均由公有云支撑，总部与分部云教室之

间也通过云服务互联，这些保障了云教室支撑大规模直播教学的

基础条件。云教室端除了在各教学点建设的教室端外，还支持学

习者利用个人计算机、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终端通过应用程序、网页、

微信观看直播，进行视频、语音和文字交互。这些交互打破学习

空间限制，多终端无缝接入的环境以及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与服务，

实现了无处不在的学习与交流  。

2020 年，甘肃省脱贫攻坚网络培训班依托甘肃开放大学云教

室系统举行，培训班采取网络直播方式，全省 24 万多脱贫攻坚干

部，利用云教室系统、PC 端、平板电脑或手机端收看直播授课。

四、几点建议

云教室是开放大学在“互联网 +”教室领域的重要探索，是

开放大学信息化架构的组成部分，在云教室的实践应用中，需进

一步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做好教师云教室应用培训，让所有教

师尽快熟悉、适应云教室直播教学，教学研讨等远程教学活动，

提高教学效率。

（一）加快推进云面授辅导

面授辅导是开放大学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基层教学点

因师资不足、学生分散，实际教学中面授辅导实施存在诸多困难。

云教室直播，教师以图文、声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教授教学内容，

且方便与学生互动交流，具有面授辅导的效果。老师、学生均不

受地理限制，可彻底解决基层教学点面授辅导的困难。一是开放

大学应积极推进教学模式改革，加大云面授辅导比例，提高远程

教育教学质量；二是利用云教室系统，加强省内或省级开放大学

区域内教学共享，实现异地课堂教学同步；三是积极推进系统内

优势专业合作，任何一所学校的优势专业和师资，面向全国实施

直播教学。

（二）提升教师信息素养

云教室直播需要技术人员全程参与，由于技术力量不足，直

接影响云教室授课的推广和效果。通过简化操作、培训等手段，

提高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和信息化教学的参与度。让一线教师具备

独立使用云教室教学的能力，或者自主利用系统开展网络直播授

课的能力。

（三）转变教学方法

教学环境的变革是实现学与教方式变革的基础。云教室直播

教学，师生之间实时互动和教学反馈增加，学生听课中遇到的问题，

教师能及时解答。新的教学环境，老师需转变教学方法，从新规

划“怎么教，教什么”，优化课程设计，适应直播教学。这种新

的教学环境也增强了学生学习方式的选择性，学生能够根据自身

的特点进行学习方式的组合和优化  。

五、结语

开放大学在云教室建设和应用中进行了创新和实践，是远程

教育领域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重要探索。基于云教室构建了新

的开放大学教学模式，提高了远程教育教学质量，更加方便了师

资共享、资源共享，实现了教学过程精细化管理，促进了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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