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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Ｒes 互动式网络教学平台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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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教学具有灵活、便捷、连通的特点，其高度的互动性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符合国家新课

程标准所倡导的探究学习方式和教学观。在充分分析 ActＲes 网络教学平台主要模块功能的基础上，针对工程

制图课程设计了电子课件、在线自测题库等网络教学资源，通过教学实践的反馈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及优势，为研

究型教学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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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2 年 3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倡

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2010 年 7 月发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年) 》中指出“加强网络教学资源体系建设，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创新网络教学模式”。［1 － 2］网

络教学平台是实现教育教学方法创新［3］，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的重要途径和基础保障。
“工程制图”作为机械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绘制和识读机械图样的

能力、空间想象和空间思维能力。我校绝大多数专业在大学一年级开设此课程，而巨大升学压力下和应

试教育下考入大学的一年级新生，工程意识极度淡薄，创新能力尚处在极低的水平。因此，在制图课程知

识传授过程中应当注意工程意识养成和创新能力培养。而在课堂教学中，许多学生感觉只听不练效果欠

佳，导致对课程产生畏难情绪，从而对课程学习失去兴趣。
为更好地为课程教学服务，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激发和培养学生利用网络学习的

兴趣，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作者参与并开发了 ActＲes( Ｒemote Education Solu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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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平台允许拥有合法账户的教师、学生在任意地方通过计算机、手机上网就可完成课程的辅导、自学

过程，网址链接在江苏理工学院网络课堂上，实现随时随地自主学习功能。用户管理模块为管理员权限

用户特有模块，教学公告和试题管理模块为教师权限用户特有模块。
“短消息”模块提供管理员、教师和学生的交互信息传递( 不采用第三方即时通讯软件) ，学生可就相

关问题向老师提问，老师可对学生进行答疑解惑。“个人信息”模块实现修改密码、查看修改个人资料，

如上传照片、问答、讨论问题等功能。“教学公告”模块使管理员可向本网站的全部学生和教师发布通

知、新闻等系统公告，让相关信息畅通; 并可将指定公告的标题置于网站欢迎页，让相关信息醒目。教师

可向本学期任教课程发布作业公告，以便督促选课学生的学习进度、完成自测试卷、上传课程作业，进而

把握教学进程，尽量控制教学质量。
“课程管理”模块为管理员提供网上排课、学生网上选课功能外，还提供课程信息、教学大纲等的在

线浏览、课程资料的上传下载功能。“试题管理”模块供教师在线添加、编辑、删除考题，形成题库，再由

题库生成试卷，并可查看学生在线答题的结果，对结果进行管理。“课程学习”模块则又包含课程中心、
网上教室、在线自测等子模块。

图 1 ActＲes 网络教学平台系统功能结构图

交互方式主要体现 3 个方面: ( 1) 师生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主要采用异步方式，即站内短消息; ( 2) 教

师通过教学平台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一是通过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访问情况及时间记录进行学习状态的

反馈，二是通过在线自测成绩及次数的统计进行学习效果评估; ( 3 ) 教师通过教学平台掌控并引导学生

的学习进程，主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对课程内容进行选择性发布，及时发布教学公告、作业自测公告，

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避免学生在丰富的教学资源中迷失方向。

2 电子课件等教学资源的准备与发布

网络教学平台和课堂教学一样，是将教师的教学理念贯穿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具体载体则是电子课

件、课程资料及自测试卷。针对不同专业的学时要求，分别设计的教学内容和自测题库，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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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程制图课程网络教学资源

项目 序号 内容 104 学时 88 学时

课程介绍资料

1 课程简介 √ √

2 教学大纲 √ √

3 教学日历 √ √

4 教学重点 √ √

5 制图测绘实践课程大纲 √

6 考核方式 √ √

7 制图测绘教学指导书 √

电子课件

1 绪论 √ √

2 正投影法基础 √ √

3 组合体的视图 √ √

4 轴测图 √ √

5 机件的常用表达方法 √ √

6 标准件与常用件 √ √

7 零件图 √ √

8 装配图 √ √

9 计算机辅助绘图知识 √

参考资料

1 绘图的基本知识 √ √

2 机考须知 √

3 课程电子书 √ √

4 课后习题解答 √ √

5 网络资源链接 √ √

6 学生获奖 √

7 教学录像 √

8 项目教学 √

自测题库

1 判断题 212 题 160 题

2 单选题 306 题 213 题

3 多选题 131 题 75 题

注:“√”表示有该项内容，空表示没有该项内容。

ActＲes 网络教学平台可支撑多门课程，单独一门课程的教学资源的准备与发布以教师为主。课程

介绍资料及电子课件均以高清的 flash 格式给出，供教师查阅及学生自学。课件浏览器支持缩放、翻页、
全屏等功能，为在线学习提供便利。教师将 ppt、doc 文件格式的课件上传后，网络教学平台在后台自动

将课件转换为 swf 格式文件。
教师用户登录后的软件界面及课程资料上传界面如图 2 所示。
参考资料直接以师生上传的原始文件格式保存，如图 2 所示，默认显示“文件名”、“上传者”、“上传

时间”、以及“大小”4 项信息，“全部文件 /我的文件”可以进行所有上传过该课程资料的用户与当前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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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所上传资料的显示切换，单击某项资料列表最后一列的“下载”即可弹出对应资料的下载提示信息。

图 2 教师用户界面及课程参考资料

自测题库目前需逐题手动输入，以避免用 excel 文件批量导入题库时个别存在公式、图片等非文本信

息的题干或答案无法正确导入数据库的不足。题库管理界面如图 3 所示。

图 3 筛选自测题目

3 课程教学实践分析

3． 1 实施方案

为探索本网络教学平台的助学效果，在我校 2012 级和 2013 级中德学院本科生中进行了试用，采用

研究型教学内容，其教学过程为: 为学生分配账号→教学平台使用方法简介→教学课件网络发布→任务

驱动下的网络自主学习→网上讨论和意见建议的提出→课堂交流→共性问题及自测试卷组卷→学习在

线自测→教师统计分析，这一研究式学习过程使学习不再受限于课堂和所谓的“正确答案”，激发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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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性思维，使学生全程将课堂教学与网络自学有益结合。
3． 2 在线自测成绩分析

因本次教学实践仅要求学生在线时长大于 10 h 即可，全班同学都超时完成在线时长要求，对学生的

在线时间记录不再进行分析。多数同学均能对教学公告要求的自测试卷进行 2 次以上的在线自测，平均

成绩均能及格。如图 4 所示学生的自测成绩统计:

图 4 学生自测成绩

实践中发现，个别同学自测次数较多，他们在较短时间内进行重复、随意自测，体现出对在线自测的

重视程度不够，或者有试题答案的嫌疑。虽然此类问题看似与网络教学平台应用关联不大，但也提示我

们需要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优化，并且利用网络平台学习的效果需要进一步评估和研究。这提示我们需

要做更多的工作，也是将来开展教学改革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4 结语

近年来，研究型教学方法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在利用现代辅助教学手段方面尚无成熟经验。本次教改通过互动式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现代

网络技术，为学生自主性、探究性的学习搭建了一个基础平台，对引导和激励师生进行研究型学习，具有

深远的现实意义。创新网络教学模式是一种深刻而艰巨的教学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在应用实践

中发现的如何提高网络教学平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有效监督及学习效果的正确评估的问题，尚需教育工

作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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