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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是当前高等学校继续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工作之一。基于对安徽区域高校

继续教育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分析,结合平台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的经验,探
究高校继续教育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的路径:搭建区域统筹的高校继续教育在线课程共享平台、构建

完善的在线课程资源建设机制、建立规范的数字化课程资源共享机制、组织各种高校课程建设与应用培训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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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对继续教育的发展提出构

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各地

高校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纷纷开展继续教育改革探

索,将数字化信息技术融入高校继续教育教学中,探
索在线课程资源的建设与应用,以满足成人学员对课

程资源多样化与实践性的追求,但是,在线上课程资

源共建共享的实践中,却面临资源质量参差不齐、资
源重复浪费等问题,无法满足继续教育线上教学的需

求,线上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亟待进行。安徽省在学

历继续教育教学改革模式方面率先引入继续教育共

同体的理念,成立了继续教育网络园区(以下简称“园
区”),开创了政府引领、高校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继

续教育融合发展的新机制。在课程资源建设方面,引
导区域高校共建共享,建立平台课程资源建设标准和

交易机制,有效实现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目前

已经初步实现多样化课程资源库建设,课程资源共享

规模不断扩大,充分发挥了不同高校的优势,不断优

化园区平台课程资源库,为教师和学习者源源不断地

输入优质课程资源。
为了解决当前继续教育在线课程资源存在的问

题,学者们纷纷开展研究,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果。钱

丰收等基于“互联网+”背景对安徽省继续教育共同

体构建进行研究,指出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平台在

探索构建在线课程资源共建共享的新模式,已通过高

校联动共同建设优质网络课程资源5000多门,普惠

广大继续教育平台学习者[1]。吴咏梅和谈雅君对“互
联网+”背景下继续教育在线学习资源的建设进行研

究,指出当前资源建设中存在优质教学资源不足、资
源安全性不足、资源浪费与共享不足等问题,并提出

相应指导性建议[2]。李欣雅以继续教育中的艺术类

课程为例,运用SWOT分析理论,对艺术类专业继续

教育在线资源的建设进行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从
学校、互联网平台、学员和社会四个维度构建了网络

课程的综合评价流程与指标体系,以发现课程体系中

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提供参

考[3]。王倩以公共安全教育为例,探讨了将公共安全

教育融入继续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丰富在线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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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库的意义[4]。以上研究均提出继续教育在线课程

资源库建设的重要性,但是却多是止步于理论性的探

讨,对课程资源系统化、一体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有

所欠缺。当前在线课程资源建设存在的优质资源欠

缺、建设标准不统一、重复建设等问题均是由于欠缺

统筹规划、统一的建设标准与资源共享推进机制造成

的。随着国家在继续教育远程化改革方面的深入,对
资源的建设也提出了诸多规范性与精品化的要求,这
些均是在线课程资源建设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因此在

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势在必行。
二、相关概念界定

(一)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的内涵

“一体化”也被称为整合,是将二个及以上相互独

立的实体通过一定的方式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的过

程[5]。对于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的概念,主要表

现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整合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2019)中明确了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要

求,除了资源库的共同建设之外,还要配备相应的资

源建设与评估标准,以及建立完善的交易机制,促进

在线资源的共建共享,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要求,建
立并认定一批优质的在线课程,倡导职业院校使用新

形态教材,采用新型活页和工作手册样式,并开发配

套信息化课程资源[6]。
该方案对高职院校提出了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

的要求,以实现专业课程资源库、在线课程和新形态

教材的统一。对于高校继续教育,结合成人学习的实

践性特点,以及与高职院校课程的重叠性,也应当采

取新形态教材,配有案例或者工作手册等,同时开发

配套的信息资源,实施线上课程教学,以方便广大继

续教育学员即时性的学习。因此,继续教育线上课程

资源一体化建设是指对专业资源库、在线课程以及新

形态教材进行一体化设计,做好统筹规划和顶层设

计,从而实现对课程资源系统化、优质化的整合开发,
建立优质的在线课程资源,通过完善共享交易机制,
促进资源在平台共享。

(二)在线课程资源的内涵

在线课程资源本质是一种数字化教学资源。虽

然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教学资源被越来越多的高校

推广,然而至今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王凤基指出

数字化教学资源是指融合了数字技术的、能够利用多

媒体运行的应用软件类教学资源,并具有多种表现形

式[7]。孙慧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教学资

源被信息技术改造成为了以数字信号形式的,能够借

助网络传播的多媒体信息,包括网络学习课程资源

库[8]。综合以上学术观点可知,虽然关于数字化教学

资源的概念有很多,但是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本

研究将“在线课程资源”界定为支持线上教学过程中

可被教学或学习者利用的各类数字化的教学材料、教
学辅助设施、教学服务支持系统。

三、安徽省继续教育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现

状及问题分析

(一)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现状分析

2013年,安徽省建立继续教育园区,进行继续教

育模式远程化改革,率先开启了全国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远程化改革。经过7年的发展,基于资源共建共享

的理念,园区在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截至2020年底,园区已有入驻高校

107所,高校间通过共建共享的方式,在园区平台建

设课程资源达30多万条,已积累资源数31.6万条,
其中视频超过19.69万讲,资源涉及7235门课程,
课程层次包括本科和高职院校课程资源。图1和图

2是部分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在平

台的创建资源。本科在线课程资源涉及法学、工学、
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其中管理学和教育学的资源

数量最多,占总资源的比例高达72.8%(如图3);专
科在线课程资源涉及财经商贸、装备制造、医学卫生、
教育与体育等大类,其中以财经商贸大类在线课程资

源数占比最高,高达39.5%(如图4)。不同类型的学

校充分运用自身学科优势,在平台进行资源创建,充
实在线课程资源库。课程资源类型逐渐多样化,包括

课程视频资源、基本信息、文本辅导、在线题库等(如
图5)。多所高校已经在园区内开展在线课程资源共

建共享工作,其中安徽开放大学与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签订了“中药学”(专科)专业资源共建共享合作协议。
安徽省教育厅曾牵头各高校,统筹规划,共建“学前教

育”“会计学”和“护理学”等一系列优质课程,并对全

省高校免费开放使用。
资源共建共享的统筹建设尚不足。例如财贸管

理、教育等学科作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中的热门专

业,其在线课程资源也是重中之重,多主体上传课程

资源,不仅资源质量良莠不齐,且容易重复建设,造成

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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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部分本科院校资源上线情况

图2 部分高职高专资源上线情况

图3 平台本科学科资源组成

图4 平台高职学科资源组成

  (二)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及共享情况分析

截至2021年5月 底,园 区 共 上 传 资 源 总 数

438386条,其 中 原 创 资 源104529条、共 享 资 源

333857条;依托资源创建课程9679门,其中原创资

源课程2557门,共享课程7122门,上线课程15239
门次。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是指在线课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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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课程和新教材三者统一设计,建设优质资源,并通

过平台共享。上线课程门次是园区平台高校对共享

资源的实际运用,因此对上线课程门次、共享课程数、
共享资源数、原创资源数和原创资源课程数进行相关

性分析,了解上线课程门次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
以了解平台资源的整体共享情况。由表1可以看出:
第一,上线课程门次和原创资源数、原创资源课程数

呈正相关。说明高校的原创资源数和原创资源课程

数越多,则高校的上线课程门次越多。高校对某门课

程的需求量越大,高校进行创建在线课程资源的次数

也随之增加,但是也有可能造成课程资源重复。第

二,上线课程门次与共享课程数和共享资源数呈正相

关。说明部分高校即使不自行创建资源,也可以上线

课程,享受其他区域高校创建的优质资源。这也体现

了经过一体化设计之后,课程资源、课程和依托多媒

体的新型教材之间进行了有效的整合。

图5 平台资源类型组成

表1 资源应用情况分析

课程门次 共享课程数 共享资源数 原创资源数 原创资源课程数

课程门次 1 0 0 0 0

共享课程数 0.521** 1 0 0 0

共享资源数 0.494** 0.964** 1 0 0

原创资源数 0.747** -0.024 -0.074 1 0

原创资源课程数 0.746** -0.035 -0.072 0.966** 1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三)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存在问题

通过7年的实践,安徽省已经初步实现了高校继

续教育在线课程资源的共建共享,但是距离继续教育

资源一体化建设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问题表现

如下:

1.高校课程资源建设标准不统一

目前平台对资源类型进行了简单的分类,但是各

高校在平台规定的资源类型框架内,资源建设的标准

并不统一,加之缺乏线上课程资源评价机制,造成各

高校创建的资源质量参差不齐,无法满足优质性一体

化课程建设要求。

2.资源共享机制推广范围不足

线上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离不开平台共享机制

的推广,目前平台虽然对各高校进行推广,但是推广

范围有限,资源共享也没有形成统一的交易机制,共

享程度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3.在线课程资源互动性不足

目前,线上与线下集中面授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

模式仍是继续教育教学的主要模式,虽然这种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但是线上课程

学习模式仍然欠缺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当前课

程资源仍然局限于单纯的素材形式,缺乏将数字化的

教学辅助设施、以及数字化教学服务支持系统引入,
无法提高学生的互动性,很难体现成人学生结合实际

工作进行思考与学习的探究性特征。

4.在线课程资源整体规划不科学

目前平台课程缺乏整体性安排,导致课程资源重

复。一些高需求的课程多所高校都进行创建,例如经

济管理类课程,从而导致建设的课程资源在一定程度

上是重复的,且只着眼于本校的教学需求,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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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线上课程资源建设优质性和集约性的内在要

求,也无法满足高校全部招生专业主干课程全部上线

学习的需求,需要进一步规范课程资源建设渠道。
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

路径探究

结合安徽省的经验与现存的问题,对构建高等学

历继续教育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路径进行探究。
(一)搭建区域统筹的高校继续教育在线课程一

体化建设平台

安徽省为加快全省高校继续教育远程化改革步

伐,由教育厅统筹规划、顶层设计,安徽开放大学负责

具体推进,搭建园区平台,成为汇聚安徽省继续教育

优质课程资源的主要媒介,不同高校交流与共享资

源,形成了具有安徽特色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和服务

平台。安徽园区平台目前是由政府主管,设立了专门

的单位进行承建和服务,由高校和第三方机构进行资

源创建。平台服务终端的组织机构是学生,目前成效

初显。因为学生在资源创建方面的主动性并未发挥,
所以应在借鉴目前园区平台组织架构的基础上,进行

优化(如图6)。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依托网络技术,将数

字化的教学材料、辅助设施、教学支持系统等交互显

示,提供智能视听解决方案,为区域高校及教师间提供

了沟通交流的平台,推动区域进行线上课程资源一体

化创建。区域高校继续教育在线课程共享平台是由社

会各界发挥自身优势,参与构建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的数字资源平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9]。

图6 继续教育在线资源一体化建设路径

图7 数字化共享平台组织结构图

  平台管理委员会由区域教育主管部门承担,为平

台建设提供顶层框架设计指导、政策与经费支持,同
时对平台的线上课程资源创建共享进行统筹规划与

推进;承建方负责平台的技术维护和平台性能更新;

服务方负责资源的创建和共享,包括资源创建标准与

评价、资源质量的日常监督、共享资源交易机制的构

建,以及对参与平台资源建设的相关高校和企业进行

培训;入驻高校和入驻企业是资源创建者,在平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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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资源创建理念与技能的培训基础上,利用自身

的学科优势,创建丰富的线上课程资源;学生是最终资

源的受益与使用者,在平台资源创建中对共享资源进

行使用、评价、反馈,以提高在线课程资源的质量。
(二)构建完善的在线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机制

第一,政府部门引导,对在线课程资源库和专业

课程资源库建设进行统筹规划。首先,为满足区域高

校继续教育招生全学科上线学习需求,应按照顶层设

计、统筹规划的思想,基于不同学科特点,对在线课程

资源进行分层分类的建设。按照基础教材将学科课

程资源分门别类,满足不同高校继续教育线上教学的

需求;其次,遴选一批优质在线课程,对于一些基础学

科,比如劳动教育学、美学等通识课,也应注重统筹规

划。分类建设在线课程资源不但能够提高优质课程

资源的共享率,而且能够将不同资源的使用群体进行

分类[10],以便于对不同课程用户的使用感受进行调

研,为优化、更新课程提供信息参考,从而有效地降低

资源重复建设与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同时学生在

课程资源质量监督体系中的参与,可以通过在线教学

系统设置问卷,了解学生对在线课程的想法及需求,
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充分发挥在线课程资源共

用共享、创新教学模式的优势。
第二,为在线课程资源制定科学合理的建设与评

估标准。教育资源类型应包括媒体素材、课件、案例、
网络课程及网络链接、文献参考资料、试题和试卷,这
些内容是在线课程资源建设规范的重点。具体可通

过如下做法:(1)区域应根据教育部规定的教育资源

建设规范,由平台服务方制定更加详细、可行、合理的

在线课程资源建设与评估标准,组织高校和企业等资

源创建者进行相关培训,明确资源建设与评估标准,
对在线课程资源建设的全过程进行指导、监督与评

估。(2)由平台委员会牵头,按照课程建设标准,统筹

规划,建设一批优质的在线开放精品课程。同时,为
了激发高校等创建者进行主动创新课程资源的动力,
应由委员会统筹,服务者具体制定资源创建激励机

制,设置专项奖励基金,同时设立专门的监督评价机

构,构建公平公正的考核标准,将激励落实至相关组

织团体和教师个人。
第三,拓宽在线课程资源建设渠道。当前安徽平

台已通过高校为大部分课程建立了优质资源,少量通

过第三方机构引入,并取得了一定的课程资源建设成

果。平台委员会应牵头引导,制定相应政策和引入机

制,促使相应部门合力开发优质的线上课程资源,通
过区域高校、第三方线上课程建设机构、线上资源整

合的方式,增加平台优质课程数量,共同丰富平台资

源,做到高校继续教育招生专业全面覆盖。
(三)建立规范的在线课程资源共享机制

目前安徽省已构建了针对平台承建者和服务者

的管理制度,平台资源出现问题能够及时处理;服务

人员做好资源建设与分享培训。但是对资源原创的

激励制度、共享资源的评价体系均有所欠缺。区域高

校继续教育在线课程资源的共建共享不但需要多方

力量的硬件支持,更需要规范的管理制度,为线上课

程资源的共建共享创造一个和谐的、利益共享的运行

环境,具体制度包括平台管理制度、资源创作激励制

度、共享资源评价制度、交流制度和共享交易机制等。
建立权限分明的平台管理制度,规范共享人对资源的

使用行为,明确平台承建者和服务者的职责,权责对

等、界限分明,将工作分门别类地落实到具体的岗位

和工作人员,支撑平台资源共享的良好运用;建立有

效的资源创建激励机制,激发资源原创动力;建立多

元化的、可行的、量化的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将教师和

学生对资源的使用情况和看法等纳入资源评价体系,
从资源源头创建、中间使用者到终端使用者,进行全

过程、全方位的评估,并由专人定期对在线课程资源

进行调查与评估,重视资源的优化工作,保证在线课

程资源的共享持续发展。
(四)组织高校在线课程一体化建设的培训交流

活动

为帮助平台高校利用信息化工具进行资源创建,
安徽省已经构建了高校教师培训体系,从培训需求调

查、培训计划、培训实施到培训评估对高校平台管理

者和教师进行培训。基本资源创建与使用的技能掌

握已推广,但是仍然存在在线课程资源互动性不足等

问题,因此区域平台一体化资源创建,除了基本培训

之外,还应当对高校教师如何利用多媒体进行资源创

建进开展能培训,包括教学辅助设施、数字化教学服

务支持系统引入使用等,以此丰富教学方式。第一,
一体化在线课程资源建设理念培训。对高校教师进

行一体化资源建设的培训,内容包括新形态教材、专
业教学资源库的使用和在线课程创建的理念培训,提
高教师对三者之间的统一关系的认知;第二,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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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课程资源创建的技能培训。平台服务者应组织

高校资源创建者与使用者进行专项培训,由权威机构

对高校教师进行培训,培训内容涉及新形态教材、专
业库教学资源使用和在线课程的融合教学设计方式

和方法,平台教学辅助设施和教学服务系统在教学设

计中的使用技能。通过网络对区域高校教师进行全

面覆盖,并借助线下培训进行强化,以促使教师运用

信息技术工具对课程资源开发进行创新,依托数字化

服务支持系统,利用线上教学抢答、问题讨论互动等

方式提高课程资源的交互性和情境性,满足成人学习

者对“做中学、模拟学习以及案例学习”等多样化学习

方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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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gratedConstructionPathofOnlineCurriculumResourcesof
ContinuingEdu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BasedontheRegionalPracticeinAnhuiProvince

ZHAOJiaqian1,QIANFengshou1,YUANShuwen1,DIAOYajie2
(1.AnhuiOpe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2.CityUniversityofHefei,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Theintegrationofonlinecourseresourcesisoneoftheimportanttasksinthereformof
continuingeducationteachingmode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Basedonthecurrentsituationandexisting
problemsoftheintegrationconstructionofonlinecurriculumresourcesofcontinuingeducationinAnhui
Province,combinedwiththeexperienceoftheintegrationconstructionofonlinecurriculumresourcesof
platform,thispaperexploresthepathoftheintegrationconstructionofonlinecurriculumresourcesof
continuingedu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buildingtheregionallycoordinatedonlinecurriculum
sharingplatform ofcontinuingedu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constructingtheperfectonline
curriculumresourcesconstructionmechanism,establishingthestandardizedsharingmechanismofdigital
curriculumresourcesandorganizingthevariouscourseconstructionandapplicationtrainingactivitiesin
collegesand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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