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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本科教育背景下的网络学习空间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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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的发布，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必将进一步深化与规范。目前，

我国高校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顶层设计基本成型，基础条件基本具备，应用意识也基本形成，但是还存在

着软硬件建设水平不高、应用氛围不浓厚、质量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需要各要素的

融合发展，应该正确认识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在高水平本科教育中的作用，不断提高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

用的水平，持续完善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质量保障体系，推动我国本科教育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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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通两平台”建设的不断推进，教育管

理部门、学校、教师和学生对“宽带网络校校通、

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的建设和

应用逐渐达成共识。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

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不仅是信息技术发展的趋

势，更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要求。在实践中，

“三通两平台”建设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新观点、新制度，推动着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

不断向前发展，有利于本科教育水平的全面提高和

人才培养能力的提升。 

一、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现状 

(一)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顶层设计基本 

完成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化时代悄然降

临。信息化作为先进生产力的特征，孕育着巨大的

价值，并深刻影响着社会变革的方向。同时，信息

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人才培养的模式。

借助于“互联网+”，慕课、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

不断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着有益的补充。相对于

慕课、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的有章可循，更多的

师生借助于微信、QQ 进行教学任务的推送和信息

传递，呈现出显著的个人特色。为了更好地适应信

息技术的发展，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就开始大力

进行“三通两平台”建设。进入“十三五”以来，

国家基本完成了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顶层

设计，制定了《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2018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和《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两个规范性文

件，将网络学习空间定义为“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

校认定的，融资源、服务、数据为一体，支持共享、

交互、创新的实名制网络学习场所”，提出在 2022

年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在“课堂用、经

常用、普遍用”的基础上，形成“校校用平台、班

班用资源、人人用空间”。2018 年 10 月，教育部发

布《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能力的意见》，提出既要注重“教得好”，更要注

重“学得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形成“互

联网+高等教育”新形态。目前来看，网络学习空

间建设与应用已经成为引领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创

新、学习方式转变、教育技术升级的重要载体。这

是新时期高等教育适应互联网技术发展、满足人人

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教与学需要的自我革

新。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有利于推动我国高等

教育变轨超车，大幅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促进本科

教育高水平、高质量发展，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基础条件基本 

具备 

近几年来，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在多方力

量的参与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各类学校均搭建了网络学习空间[1]。网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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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建设与应用依赖于互联网和终端智能设备。从

目前的大学校园来说，不仅实现了“宽带网络校校

通”，而且实现了无线网络的校院全覆盖。网络的

传输速度、可靠性和稳定性基本满足要求。电脑、

智能手机人人有。课堂内外，师生之间、生生之间

的信息交流无障碍。这是实现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

应用的硬件基础。这些年来，市场上也出现了比较

成熟的网络教学平台，致力于为学校、教师、学生

提供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整体解决方案，如

清华教育在线、超星平台、天空教室、Sakai、

Blackboard、MoodleE 等网络教学平台。这些平台

的功能包括在线直播教学、课程录播授课、考试题

库、智能排课、教学管理等，支持 PC/APP/小程序

多终端自由切换，个性化定制搭建机构自己的独立

网络学习空间。不仅如此，更有针对性的网络学习

空间建设平台如学习通、校园帮等，针对网络学习

空间建设与应用提供了更具特色的解决方案。这些

软件与硬件相结合，使得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

成为可能。 

(三)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意识基本形成 

无线网络的全覆盖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已经对

人们生活、工作、社交、学习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

大影响，甚至达到须臾不可分离的状态。没有无线

网络和智能终端，人们会变得无所适从。教育行政

管理者、广大教师、学生的信息化意识与能力也普

遍得到增强[2]。人们对网络和智能手机的依赖使得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变得相对容易，为学习型

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大多数师生

都有慕课、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的经历。从管理

层面来说，“互联网+高等教育”新形态成为新时期

高水平大学教育的标配。从教师层面来说，也已认

识到了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不仅有利于学生

的学习，而且有利于教学资源的丰富与积累，能建

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学习模式。从学

生层面来说，大学生作为最活跃的青年群体，精力

旺盛、动力十足，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能够满

足他们个性化知识学习的需求。从社会层面来说，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不仅有利于社会各种资

源的融合，而且通过向社会开放网络学习空间，能

实现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在全社会的流动。 

二、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存在的问题 

(一) 网络学习空间软硬件建设水平不高 

虽然已经实现了“宽带网络校校通”和无线网

络全覆盖，但是由于校园网建设过程中需要巨大的

投资，而且不能向教师和学生收取费用，运行成本

居高不下。因此，校园网的日常维护和升级很难及

时完成，有时会出现上不了网的现象；智慧教室的

设备陈旧，不能及时更新。在软件建设上，向供应

商购买的网络教学平台在使用中存在许多问题，而

且供应商提供的网络教学平台服务存在期限，一旦

超过使用期限，供应商就不再免费升级和维护，导

致更严重的问题。 

(二) 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氛围没有形成 

虽然教师和学生对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应用

达成共识，认识到这是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但

是，目前高校教师利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教学改革

的积极性不高，缺乏实质性的、常态化的应用[3]。

教师队伍覆盖老、中、青三个阶段。对于年龄偏大

的教师来说，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运用了几十年，

驾轻就熟，运用自如，而且面临离退休，他们不愿

意尝试新鲜事物。虽然中青年教师对网络学习空间

建设和应用热情较高，但是大多数中青年教师在网

络学习空间建设和应用过程中会遇到技术瓶颈，往

往导致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应用水平不高、内容千

人一面。就学生来说，还没有形成通过网络空间进

行有效自主学习的习惯。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是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

来，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当然，网络学习空间建

设水平不高、内容单一也是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 

因素。 

(三)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质量保障体系

没有形成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质量保障体系有利

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达成、培养规格的实现。课

堂讲授的方式是我国高校长期以来采用的惯常方

式，也有着成熟的质量保障体系。教师在课堂上对

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专业知识的讲解，学生通过课堂

聆听和笔记掌握知识。可以说，这种面对面用言词

直接讲授的方式能够有效地传道授业，答疑解惑，

有利于师生之间建立情感联系，学生能够通过课堂

学习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

发展，这种授课和学习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信息化条

件下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泛在学习的

需求。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能够较好地解决这

一问题，但是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是新生事

物，我国高校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很多方面

还处在实验和摸索阶段，需要有一个质量保障体系

促进其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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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要素 

(一) 时间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能够赋予教师和学

生更多自由，增加了线上交流和学习的时间。但是，

教师和学生的时间是有限的、既定的。网络学习空

间建设与应用必定会占用师生较多的时间。在总体

时间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有些教学和学习时间就会

减少。在这一增一减的过程中，增加的是网络学习

空间建设与应用，减少什么呢？这取决于教学和学

习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该检视网络学习空间建设

与应用对目标实现的贡献，从而合理分配时间。 

(二) 技术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要“不知不觉”地渗

入教学环节中，“自然而然”地应用到教师的教学

与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平台建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不断地升级，始终在路上，不可能一蹴而就[4]。

教师课堂教学是基于深厚的专业背景与知识储备，

侧重于知识而非技术。而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

是把知识搬进网络，是教学与学习方式的转变。不

仅需要知识，而且依赖技术。实际上，大部分老师

不具备建设高水平网络学习空间的知识、技术与设

备。简单甚至简陋的网络学习空间不能有效促进知

识的传授与学习，打造成熟的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

应用，团队和后勤保障势在必行。 

(三) 内容 

网络学习空间与实体课堂空间有着明显的不

同，处在不同的时空里。实体课堂空间受到时空的

约束，参与的人员有限，时间有限。而网络学习空

间是无限的，突破了时空约束。在网络学习空间里，

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和

自由度。这就要求教师对网络学习空间的内容进行

严格的把控。网络学习空间的内容如果过于庞杂，

不仅令人望而生畏，而且会使人无从下手。网络学

习空间不是“人灌”加“机灌”，而是促进模式创

新、流程再造、方法变革[5]。所以，需要建立标准

以规范网络空间建设的尺度和边界，集中优势力量

进行标准化建设，让优质资源班班通、人人通。这

样做才是经济的、有效的。可以通过展评，评出示

范课，统一推送，任课老师再根据具体的学习情况

在内容上增减，形式上取舍，选择性使用。 

(四) 公平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必须考虑到城乡之

间的差异。农村学校的教学现代化起步晚，在教育

硬件方面与城市差距很大[6]。农村学生和家长对互

联网的认识和应用水平相对于城市学生和家长来

说，还有很大差距。农村家庭中互联网以及终端智

能设备的普及还不充分，导致农村学生的家长无法

深入参与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过程。而对于经

济困难的学生来说，他们可能缺少个人电脑或者智

能手机，无法满足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需

要。因此，必须考虑到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在

教育方面的公平问题。对于经济拮据的学生来说，

其学习状况不应因为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而

边缘化，或者因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加重其负

担，如是否更换手机或配置电脑以满足网络学习空

间建设与应用。 

(五) 评价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有利于构建全方位、

全过程、深融合的协同育人新机制，有利于对学生

的学习行为进行过程性考核和评价。利用网络学习

空间，能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评价维度的多样

化、评价结果的个性化，从而更好地发挥学习评价

的作用[7]。教师和学生在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

过程中都会有痕迹记录，不仅能够准确、及时地记

录学习过程，还可以自动生成考核。但是其弊端就

是，没有实现面对面的交流与学习。网络学习空间

毕竟是一个虚拟空间，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大多基于

学生的学习行为，更侧重于过程评价。这种评价还

是不能全面展示学生的学习状况，对于学习的结果

评价不足。 

四、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发展对策 

(一) 正确认识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作用 

“互联网+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

代潮流，为变革学习环境、创新学习方式、再造教

学流程带来了多种可能[8]。对于大学教育来说，网

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是对课堂教学的有益支撑

和补充，不能动摇课堂教学的基础地位。网络学习

空间作为课堂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应该守住边

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发挥好自己应有的辅助作

用[9]。人具有群居性的特征，师生聚集在课堂上一

起学习交流本身就是符合人性的。大学教育的根本

任务是立德树人，不仅要培养学生掌握、运用知识

的能力，还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网络无限，精

力有限，人与人的交流互动是情感表达的最高形

式。人机交互是补充，隔着时空在屏幕前可能是反

人性的。互联网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

教学方式，创设了泛在的学习场景，改变了知识传

播模式和信息交流状态。但不应忽视的是，“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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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高等教育”无法替代教师与学生之间面对面交

流时产生的化学反应。师生之间面对面交流的不仅

是知识，还有情感以及内心和身体语言交流带来的

欢快与相互激励。所以，即便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

应用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智能终端设备让学生随时

随地得到教学指导，但分处不同时空的师生隔着屏

幕很难体验彼此的心理波动和情感变化，因而在教

学互动上有很大的局限。目前，高校师生在环境、

心理上都远远地被隔离开来，很少有交流的机会，

导致关系淡漠，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应该避免

加剧这种趋势[10]。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不仅需要

教师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还需要通过情感、认知

和实践进行德育教育。教师与学生面对面的课堂交

流有利于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营造“师生围

坐，舒展襟怀，无拘无束，各言其志”的民主平等

交流和学习氛围，有效地激发学生追求“真、善、

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11]。因此，应该正确认识网

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作用，同时要避免网络学

习空间建设与应用过程中师生只“相见于网络”“只

见知识不见人”的网络依赖。 

(二) 不断提高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水平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还是新生事物，在一

些欠发达地区的高校还不能普遍开展，因此，网络

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呈现出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不

仅如此，基于学科的不同特点，课程网络学习空间

建设与应用也呈现出学科之间的不平衡。这就需要

克服地区之间和学科之间的不平衡，满足学生对优

质教学资源的需求。因此，要着力解决三个方面的

问题：一是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经费保障。

尤其要加大不发达地区的经费保障，满足网络学习

空间建设与应用的硬件需求。二是网络学习空间建

设与应用的网络平台搭建。教育部发布的《网络学

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指南》要求网络学习空间由教育

主管部门或学校认定，在这个过程中，学校通常是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实际上，过分强调网络

学习空间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认定可能会造成

其他不利的后果。实践中，有许多免费的社交平台，

如微博、微信、QQ 等，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需要。而且，人们对这

些社交平台运用更熟练，普及面更广，也更有利于

泛在学习场景的建成。三是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建设

与应用的技术提升。不同的老师由于年龄、性别、

专业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

的水平参差不齐。可以说，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

用的水平直接影响学习的效果。现有的网络学习空

间中并不缺乏信息、知识和资源，却无法有效促进

互动协作和知识生成。其本应具备的协作、互动特

征被弱化，网络学习空间成了存储知识的仓库，而

不是实现知识生成创造的空间[12]。在网络学习空间

中，学生就是用户，用户体验十分重要。目前，大

学生到课率、抬头率、点头率不高已经严重影响到

教学秩序。在网络学习空间这个虚拟世界里，如何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至关重要。英国在课程

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其有科学

的立项、开发、制作、反馈流程，不是由任课老师

单独完成，而是整合优势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信

息化教学的课程建设[13]。大学生爱上网，但不一定

喜欢学习，在网络上，学习空间的竞争对手可能还

是游戏、影视等娱乐软件[14]。所以，要想方设法地

提高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水平，吸引学生自

觉进入网络学习空间开展学习活动，而不提倡用更

多的外在强制力迫使学生进入网络学习空间。 

(三) 持续完善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质

量保障体系 

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是网络学习平台的搭建

者，老师是主要建设者，学生是使用者。为了规范

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与应用，推动网络学习空间的

持续改进和深入发展，进一步适应新形势下教学方

式的变革与学习方式的转变，创新教育服务模式与

管理体制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培养目标，

必须建立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质量保障体

系[15]。从网络学习空间的硬件、软件、内容、运行、

使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评价，网络学习空间不仅要

“建得好”，还要“用得好”，满足师生需求，坚持

特色发展、成效导向、持续改进，推动“互联网+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通过完善网络学习空间建

设与应用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适应学生自主学

习、自主管理、自主服务需求的泛在学习环境，形

成高水平人才培养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只依靠教

师的力量难以建成高水平的网络学习空间，因此，

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尽量避免网络学习空间建设

与应用过程中另起炉灶，受制于资金技术，低水平

起步。要发挥互联网的资源融合优势，尤其要善于

借助互联网公司，特别是网络巨头的技术优势，让

其较好地融入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过程中，

强化协同育人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保障网络学习

空间建设与应用能够高水平起步，把学习密切植入

网络使用的熟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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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learning sp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leve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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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Learning Space,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Learning Space will be further deepened and standardized. At present,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 learning spa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s basically 

taken shape with primary conditions in place, and application awareness being formed. However, there yet exist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level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construction, weak application atmosphere and imperfect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 learning space need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elements.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ole of network learning spac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in 

high-leve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 learning 

space,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 learning space, 

and promote the high-level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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