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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校园中教学资源的架构、规划与设计

征宇，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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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简要阐述了当前教学信息化在教学资源组织与管理上所面临问题与挑战，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数字校园的研

究、规划与设计方法，尝试利用一体化学习环境合理的进行网络教学资源构建与应用，并对构建完善的网络教学平台提出

了自己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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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about Teaching Resources of Digital Campus
ZHENG Yu, WANG Yang

(School of Mathematics & Computer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describ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bout current teach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propose on digital campus research, planning and design method, try to build a right way to use the
teaching resources with Integrated learning environment, proposed an tentative idea about how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net⁃
work teach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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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校园是以高度发达的计算机网络为核心技术，以信息和知识资源的共享为手段，强调合作、分享、传承的精神，是网络化、

数字化、智能化有机结合的新型教育、学习和研究的教育环境。这种新型的、开放式教育模式提供了适应学习者个性化成长和发展

需求的学习环境和自主选择多种媒体组合的学习资源、能够创新的运用和创造资源。数字化校园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

讯技术以及科学规范的管理对校园内各类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数字化以后进行统一的用户管理、统一的资源管理和统一的权限控

制，最终实现教育信息化、决策科学化和管理规范化。1主要包括校园基础信息化环境的建设和校园应用系统的建设。其中，校园基

础化环境包括校园网络化环境，基本的信息化终端，数字教室。校园应用系统应包括基础应用系统和功能应用系统。

1当前数字化校园中教学资源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教学资源平台开发的较为成熟，但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造成教学资源匮乏的情况。即通常所说的“有车无货”。

2)数据中心的建设与统一身份认证在建设中数据准备不足，缺乏数据标准，对于一卡通和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问题较大。

3)由于学校规模、经济基础、信息化进程、应用水平等不同，其在数字校园规划、设计、应用等方面差异很大，而在实际应用中存

在着一味追求开发课程的数量，反而忽略了教学需求的需要，对教学质量评价、维护和管理关注不够。

4)网络教学平台成为简单内容的传送系统或课堂搬家的工具，并没有从深化辅助课堂面授教学和绩效支持高度去研究、认识和

应用。

5)随着教育教学信息化的深入，课程资源、课程资源库、教学平台、教务管理缺乏有效整合，各自为战，形成“信息孤岛”。

6)有的教学资源库开发以后不能及时进行更新，知识陈旧，无法提供后续的有效服务。

7)资源建设思路不够开放,缺乏分布存储和统一管理的理念。

2资源中心建设的意义

韩锡斌等人在2005年提出了数字校园的5E架构，即E-Learning, E-Research, E-Management, E-Service以及E-Living2，将数字

校园分为五个基本层次：计算机网络设施、网络基本服务、基于网络的数据仓库、应用支撑系统、信息服务系统五个层次，提供的基

本职能可以归纳为：组织管理、教学活动、学术研究、公共服务和学校社区服务。笔者认为，首先，数字校园资源中心应当是一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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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放、拥有丰富信息和良好支持服务能力的资源共享环境。最大限度的保持了信息的完整性。教师能够利用资源中心开展主

动式、协作式、研究型的网络教学，学生可以利用资源中心丰富的内容获取高质量，可信赖的信息资源，通过自主学习培养其研究性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习和创造的能力。其次，资源中心提供了统一的用户交互接口，可以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与知识管理，提

高了资源的使用率，将教学模式的革新、学习资源的利用和建设等整合到自身的功能中来。第三，教学资源中心具备的自我动态扩

充的能力，通过信息代理和信息推送等方式，将资源制作的权利直接下放到一线用户的手中，同时，为了方便用户主动的参与教学

资源的构建，应当提供简单易用而又丰富强大的编辑功能，对内容、形式、流程等方面进行个性化构建，从而保证知识的有效更新。

最后，资源中心支持数字校园其它应用支撑平台，教学资源中心应当能够通过开放式接口方便快速的与数字校园的管理、科研平台

进行信息交换，从而有效地促进高质量教学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共享。

3数字化校园中教学资源架构的理念、思路、内容与原则

3.1设计理念和思路

数字化校园中教学资源需要在“共享、聚合、交互”三个方面加以建构，所谓共享，是指通过各种方法、技术和策略对数字校园中

分布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统一规划、整合和共享。聚合是指综合运用相关的技术标准达到多种形态的分布资源共享的目的，解决多

个层次上的资源共享问题。交互，是指为不同类型用户提供良好的、易操作的使用环境和开发手段，提供个性化的资源使用、开发

与信息决策支持服务，建立起遍布校园的教学资源节点，集成网上各类教学资源，开放式地向全校甚至全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教学资

源（信息）服务。

3.2数字校园中教学资源的内容

笔者根据自身特点，提出适合笔者所在学校的数字化校园教学资源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网上学习资源库以及网上学习平

台。网上学习资源库主要内容如图1所示：

图1
网上学习平台如图2所示：

图2
网上学习资源库可以根据教学种类分为不同类型，以资源数据库的相关性分为不同级别，并建立适合多用户进行分布式管理

的大型教学资源管理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院、系、教研室进行自主分层，合理的建立教学资源子库和不同专业的资源库，方便师

生进行教学资源的上传、下载、分类、检索与共享等。建立网上学习平台的目的是提高网络教学质量，更好的帮助教师进行课程、作

业管理，更加有效的支持学生的学习，帮助师生之间进行互动交流，并对网络教学进行管理和监控，进一步减小时间、空间对教学的

限制。一个好的网络学习平台应当具备以下主要功能：

1）课程管理功能：能够创建和设置课程，实时进行课程的编辑、导入和导出。

2）课程发布功能：支持教师根据课程内容和活动定制教学路径，根据教学进度有选择、分步骤地将内容发布给学生。

3）同步交流功能：同步交流功能能够帮助师生实现实时的教学行为、随时分享教学资源、教学信息，通过同步交流进行解惑答

疑、分享学习心得。

4）异步交流功能：通过论坛、邮箱、协作白板、教学服务器等教学协作工具进行异步交流。

3.3教学资源架构的原则

在构建数字校园的教学资源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指导原则：

23



Computer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电脑知识与技术

本栏目责任编辑：冯蕾网络通讯及安全

第9卷第01期 (2013年01月)

1）以硬件建设为基础：良好的硬件条件是各个平台能够顺畅运行的前提条件，应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提高系统

的负载能力，建立基于数据库的网络化知识共享、搜索、交流和管理的平台，逐步采用基于互联网的全新教育技术服务模式，以满足

各个单位和个人的使用需求。

2）以软件建设为核心：教学资源服务中心、网络教学平台、教学参考资源平台、精品资源课程中心、电子图书馆等软件平台的建

设，直接决定了整个教学资源的质量，因此，构建层次清晰，高度共享，灵活开放、应用方便的软件支撑环境对教学资源架构极其重

要。

3）以满足使用者的应用需求为目的：教学资源的服务对象是广大使用者，架构时应当充分考虑使用者的实际需要和技术水平，

全方位的提供灵活多样、方便快捷的服务，在内容上也要不断进行更新。

4）以高效的管理为保障：有关部门要对教学资源建设的重要性有高度的认识，尽可能的提供良好的软硬件条件，制订相关激励

政策，建立良好的规章制度，以保障相关工作稳步持续向前发展。

4教学资源中心的架构设计

在上述理念与原则的指导下，对数字校园的资源中心进行了设计与构架，图3是资源中心的各功能模块的基本结构。

图3
数字校园资源中心主要由共享型网上学习资源库、网上学习平台、通用模块以及信息发布模块四个子系统组成，网上学习资源

库主要功能是建立知识体系，利用知识管理对资源进行采集、存储、加工、组织和再利用，建立知识库体系，最终生成科学的教学研

生态系统；网上学习平台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各种方法论和技术手段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科学建立学习路径，良好的呈

现知识导航，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知识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知识的传播；通用子系统和信息发布子系统的主要的作用是进行

资源管理工作，规范数据标准，完善基础数据组织，进行数字资源整合，进一步规范平台使用者的角色定义，按角色和用户个性化定

制资源、知识与构件规范与标准，对其进行组织和整合，建立完善的网络教学平台；通讯连接和安全服务以及数据交换服务子系统

主要功能是进行网络管理，通过分类元数据管理等功能进行资源整合，制定数字资源研发的标准，保障网络安全和畅通，具备诸如

数据库的访问量、访问频次等统计功能，提供诸如域名服务、目录服务、文件传输和用户认证等基础网络服务。

5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

1)数字校园中教学资源的构建应当以网络为基础，科学地制定数字校园规划、设计与实施方案，率先深化教学与教务管理信息

化使信息资源数字化，对教学资源进行系统、全面、有目的地规划、建设和应用。 （下转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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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安全路由协议

路由协议的设计与应用是维护物联网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现有的路由协议主要考虑的是节点间数据的有效传输，忽视了

对数据本身的安全考虑。由于物联网中路由既跨越了基于 IP地址的互联网，又跨越了基于标识的移动通信网和传感器网络，物联

网中的路由协议的设计就更加复杂，不仅需要考虑多网融合的路由问题，还要顾及传感器网络的路由问题。对于多网融合，可以考

虑基于 IP地址的统一路由体系；而对传感器网络，由于其节点的资源非常有限，抗攻击能力很弱，设计的路由算法要具有一定的抗

攻击性，不仅实现可靠路由，更要注重路由的安全性。

3.4恶意代码防御

由于平台、应用、设备的多样性和公开性，物联网的复杂性远远大于传统的因特网，这给有效防止恶意代码的攻击带来了新的

挑战。在物联网中，大多数终端设备都直接暴露于无人看守的场所，一旦受到恶意代码的攻击，将会迅速蔓延开来。因此，恶意代

码对物联网的威胁比普通网络更大。

物联网中的恶意代码防御可在现有网络恶意代码防御机制的基础上，结合分层防御的思想，以便从源头控制恶意代码的复制

和传播，进一步加强恶意代码的防御能力。

4结束语

物联网的安全问题是物联网服务能否得到大规模应用的重要保障，而物联网的复杂结构使其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在现

有网络安全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物联网的安全机制将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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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成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的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及校园文化生活的新形态，构建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高校的办学新模式。

3)数字校园中教学资源的构建需要学科教师的积极参与，不断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能力，勇于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与

教学手段。

4)处理好校园网络基础、教学与管理支撑平台、网络教学资源、资源与知识数据库管理、一线教学应用、以及应用效果评价之间

的关系，特别是提高应用和评价的质量。

5)加速松散耦合的教学与教学管理“一体化”环境的构建。尽可能的采用规范的标准框架体系，为各种数字资源提供统一的检

索界面，建立各数字资源之间的联系，将数字资源整合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资源的效益。

6)构建校级、省级和国家极标准化的分布式优质网络教学资源中心。

6总结与展望

资源中心的构建在数字校园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文结合数字校园资源中心构建的实践，探讨了资源中心在支持网

络教与学、实现资源的共享与知识管理、资源自我扩充以及与其它数字校园应用支撑平台相结合等方面的现实意义。提出了注重

“共享、聚合、交互”的资源构建理念，并对资源中心软件平台的若干设计原则和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由于我国高校层次和办学条

件和方向不同，在进行数字资源架构时，需要注意从规划、建设、应用、管理等各方面进行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分阶段分层次地建

设，使之真正成为便捷化，网络化、个性化的服务型数字资源，为使用者更加优良的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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