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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型专题网站在教学中的优势
高职院校搭建自主学习型专题网站，其教学中的优势是非常

突出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网站响应迅速、系统结构安全
一般来说，高职院校都建设有具备防火墙功能的数据中心，

其安全性不容置疑。校内各教学楼、行政楼等楼宇都与数据中
心进行连接。学习型网站就可以放置在数据中心的专用服务器
上，网站相关的文本与视频内容以数据库形式存于与服务器内，
服务器通过学校的千兆光纤网络，连接到各个教室和办公室，
并通过租用的电信百兆光纤外接互联网，师生不管是在课堂上，
还是在课堂外，都能实时地浏览网站。

1.2 相对开放的资源与便捷的浏览
学习型网站经过相关人员的努力，建成后可以面向全校师生

开放注册。师生通过实名注册，经网站管理员审核。通过审核
后的教师用户可以轻松地上传自己录制的教学视频及配套课件
等；通过审核后的学生用户可以轻松地点播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或
其它想要学习的课程内容。

1.3 可以建成比较完善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在学习型网站的建设过程中，资源建设是关键。学校要特别

注重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应用，并深入探索其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
值，并结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提出的“数
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网络学习空间覆盖”等要求，可以建成比
较完善覆盖全校多个学科或专业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1.4 建设教师优质教学应用课例,推动在线课堂教学更加高效
学习网站建设与应用，旨在通过在线课堂的方式，提高教师

授课质量，提高课堂效率，以打造高效课堂。
学习型网站的建成，使得课堂教学不仅仅局限在教室里，一

定程度上颠覆传统教学模式。师生间的问与答的模式也从点名式
变更为双向实时性。

1.5 可以提升在线教学互动的实效性
传统的视频或课件学习，互动性实效性更弱。为了解决互动

的实效问题，学习型网站可以在技术上对每个教学视频及其配套
课件，除有留言功能，还配备有该任课老师的QQ、微信等互动工
具。学生在学习中，发现有不理解知识点，学习途中可以暂停教
学视频的播放，实时地向任课教师提问，教师会在第一时间对学
生的问题进行解答。

1.6 可以构建新型的课堂教学模式
通过学习型网站的互动，可以构建基于网络学习的课堂教学

新模式。任课教师利用学习型网站中的网络资源的与学科相应章
节有关的素材创设问题情境，诱导学生积极，引起学生的注意
和期待，激发学生的思维。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充分利用学习型网站中的各种网络素
材，引导学生进行积极思考，探究课程学习规律，从而促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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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构建新的知识。
1.7 促进了教师的角色转变
在学生通过学习型网站进行学习、互动、交流、协作，不仅

仅是对学生学习方式、学习习惯的培养，而且还能促使教师的教
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改革的转变，让教师从指导者转变
为合作者。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实践表明，参与课课题研究的大部
分教师，基教育理念发生了变化，在课堂教学中注重以学生为主
体，让充分地发挥学生的巨大潜能成为新常态，教师从传统的知
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辅导者，成为学生学习的合作者。

1.8 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质量提高明显
通过学习型网站建设与应用的研究，激发了学习的兴趣，改

变了学习方式，渐渐地学生学会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
题，培养了创新精神，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学生使用通信工具
相互在网上进行交流、学习、评价及协作，学生始终处于主体地
位，极大地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提高学生的理
解能力和学习成绩，其学习质量明显提高。

2  学习型专题网站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学习型网站在校内运转过程中，虽然有明显的优势，也能

切实促进老师和学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知识的传授与学习，
但也存在不足，需要引起管理员的重视。

2.1 部分教师的教学观念亟待转变
受到“以教为中心”等传统教育模式及其观念的长期影响，在

对信息技术的学习方面，一些教师仅仅停留在掌握技术的层面，
没有意识到在教学理论上应该有新的突破。在使用学习型网站这
个平台中，部分老师受传统教学与思维方式工的禁锢，依然存在
着灌输的现象，不能有效地使用数字化教学平台提升教学质量、
构建课堂教学新模式。

2.2 授课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亟待提升
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培训，不仅仅是教师适应教育信息化发展

的需要，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教师实施有效课堂
教学的需要。老师众多，但信息技术的能力掌握程度不一。针对
信息技术能力较弱的人员，学校要加大培训力度，对他进行信息
技术能力的培训，以适应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当然，随着技术的深入发展，教育信息化的技术手段也会随
着跟进，高职院校在探索课堂教学模式也要与时俱进，为我国的
职业教育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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