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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人数激增，高校

教学资源相对紧缺，尤其是公共课（例如，高等数学、
信息技术基础、政治理论等课程），通常十几名教师

需要组织成千上万名学生的教学， 教师的教学任务

越来越重，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在实际教学中，出现

了以下几种问题：
（一）重复的劳动导致教师负担过重、教研组的

概念淡化

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以每门独立课程为基础 ,各
自为阵,各负其责，由于高校公共课教师数量有限，
教学负担较重。各自为阵的重复的、繁琐的劳动进一

步增加了教师的负担，严重影响了教师分析、研究问

题等创造性活动的进行。 教研往往因忙碌的工作而

被搁置，教研组的概念逐渐淡化，并且，目前高校普

遍改系建学院，使得教研组进一步虚化。教师虽想开

展教研，但没有了组织保障，力不从心，教研组形同

虚设。 此外，高校教研环境缺失，使得教研活动即使

存在，也只是泛泛探讨，无法深入。
（二）从内容建设来看，教学内容更新缓慢，缺乏

前沿性

学校公共课通常在同一个学期由多位教师在不

同院系授课，由于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不一，对于新手

教师和专家教师，虽然课程教学目标相同，但是，教

学内容的差异性较大。 并且随着教学内容的日益综

合化,一名教师不可能精通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即使

在一门课程之中, 也很难对每一个问题都有深入地

研究。教师都处于彼此孤立的状态，在各自封闭的圈

子中孤军奋战，较少与同事分享观点和新知，无法互

享优质教学资源，从而导致教学内容更新缓慢，前沿

性了解缺乏等问题。
（三）课程重复建设严重，共享重用程度低、生成

性资源丢失

公共课通常会在不同的学期开设， 但是现有的

网络教学平台一般都不支持同一门课程在不同学期

直接重用， 致使教师每年都需要新建一门新的课程

（包括内容、活动、资源等）。并且，不同教师之间的网

络课程也无法直接持续性共享， 重复建设的现象非

常严重，浪费了教育的第一资源———教师。
学 生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也 会 形 成 很 多 有 价 值 的 资

源，例如，对问题的精彩讨 论、优秀的作 业、学习日

志、师生交流心得等，这些资源成为生成性资源。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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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资源不仅对后来的学习者起到示范、支架作用，而

且是课程内容进化的重要营养[1]。但由于缺乏相应的

环境与共享机制， 这些资源往往随着课程学习的结

束而丢失，难以共享或复用。
（四）涉及人数较多，管理复杂

公共课的教师少则 3-5 人，多则几十人，管理和

协调相对困难， 且高校公共课一般是给一二年级的

学生开设，学生的学习背景和基础差异较大，对高质

量的教学有着更强烈的需求，需要分层教学。 全校性

的公共课（例如，信息技术、英语等）往往是 100 人以

上的大课堂，师生之间难以形成有效地交流和互动。
老师很难针对学生的不同层次采用各种灵活的教学

方法、有针对性地安排教学内容[2]。
（五）团队教学中缺乏现代教育技术与方法的应

用

目前，在高校某些公共课的团队教学中，有很多

只是一种形式低效的团队协作， 后一名教师不了解

前一名教师教学的具体内容和学生参与的情况，课

程的连贯性与衔接性差， 教学过程中有价值的信息

难以保留和分享， 团队成员之间的教学工作缺乏有

效协同。 知识的高度专业化使得基本工作群体之间、
教师个体之间的联系趋于松散, 不仅削弱了高等学

校组织作为整体的内在一致性， 而且弱化了一般组

织所具有的秩序超强的结构, 使得高等学校组织呈

现出一种有组织的无序状态,成为一种“松散联合系

统”[3]。公共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相似性较大，如

果能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将这些内容和活动共享，将

极大地降低教师的低水平重复劳动， 让教师有更多

的时间参与课程建设和深度教研。 现代教育技术与

方法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支撑， 但缺乏

一套系统的解决方案，教师之间难以协同。
真正的团队教学是指在一门课程的规划与传授

中， 所有环节都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师开展一

定水准的合作[4]。 团队不仅存在，还必须开展深入的

协同教学， 通过团队协同教学这一创新的教学组织

形式,把不同智慧、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认知风格

的教师凝聚在一起，让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启发、交

流，来达到优势互补,并改进教学方式方法 [5],充分发

挥团队教育的优势，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成长，有利于

从整体上提高教育教学效果[6]。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 真正的团队教学强调团队中的教师之间的协

同教学。 在我国公共课的教学中， 除了受到相关制

度、 评价标准的影响之外， 缺乏团队协同教学的理

念、机制与支撑平台，也是导致团队协同教学无法实

施的重要原因。

二、协同教学的理念与机制

（一）协同教学的理念

协同教学的定义主要有两种。 美国华盛顿大学

普林教授认为， 所谓协同教学就是一种教学组织形

式，在两个以上教师的合作下，负责担任一群（组）学

生的全部教学或其主要部分 [7]。 我国张德锐教授认

为， 协同教学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师及教学助

理人员，以一种专业的关系，组成教学团队，共同计

划与合作，对某一单元，某一领域或者主题进行教学

活动的一种教学模式[8]。 因此，协同教学的基本特点

可以归结为：（1）发挥教师的集体力量和个人特长，
形成教学团队；（2）制定共同的教学计划，合作开展

团队教学。
笔者认为，上述概念忽视了两个因素：第一，课

程的协作构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
知识更新的周期从在 18 世纪的 80-90 年代，已经缩

短为 2-3 年。课程的建设、维护和更新已经成为了协

同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二，没有明确协同教学的

目的———发挥协同效应，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根据

上述分析，本研究中将协同教学定义为：为提高教学

质量，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教师，组成教学团队，互

助合作，共同建构网络课程，设计和制定教学计划，合

作完成一门课程对应多个班级教学的组织形式。
协同教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教学团队的

组建；（2）协同网络 课程建 构；（3）协 同 教 学 班 级 管

理；（4）教学计划的制定和个性化教学的实施。
1.教学团队的组建
教学团队是指以学生为服务对象， 以一些技能

互补而又相互协作沟通的教师为主体， 以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为主要途径， 以系列课程和专业

建设为平台，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提高教育质量为

目标而组成的一种创新型的教学基本组织形式[9]。一

个高水平、高效的团队教学必须具有共同目标、知识

技能互补、分工协作、良好的沟通和有效的领导五个

特征[10]。 一名教师很难精通一门课程内所有知识，教

师存在知识结构、教学方法的差异，教师团队协同教

学可以使这种差异互补，促进专业发展，提高整个群

体专业知识水平。 同时，在团队教学中，教师之间既

合作又存在竞争， 无形中有利于激发教师教学的积

极性，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教学团队的组建是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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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开展的重要前提。
2.协作课程建构
教师协同建构课程并非指由教师团队在一起开

发完成一门完整的网络课程， 然后在各自教学中应

用的模式， 而是指将协作共建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中。 这种协作共建既包括教学开始之前课程内容的

协作建设，也包括在课程的应用过程中，教师彼此合

作，分担责任，共同维护共享课程，以实现课程的良

性进化。
斯滕豪斯认为， 知识不是学生必须接受的现成

的东西，而是激发学生思考的起点。 课程发展的主

要任务不是精确地设计教学目标，而是确定内容和

详述程序原则， 这些内容随着课程的开展而发展，
随着学习程度的改变而改变；学生的学习不是直线

式、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参与和探究的过程[11]。
学生在主动参与和探究的过程中，会生成很多有价

值的资源，这 些资源是课 程进化发展 的基石，通过

积极融入学生的智慧，可以为学生提供更满足自身

需求的课程。
因此， 协同教学中的协作课程建构的过程是一

种以教师团队为主导， 师生共同参与协作知识建构

与进化的过程。 这种课程建构形式不仅能够保证课

程内容的前沿性， 而且能够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3.协同教学的班级管理
协同教学包括两种情况：（1）一门课程同一学期

在不同的班级教授；（2）同一门课程在不同的学期中

的不同的班级教授。 这两种需求的实质都是希望同

一门网络课程能在不同班级之间共建和共享， 打破

网络教学平台中课程的封闭结构， 解决学校内教授

同一门课程的多个教师重复开设各自的课程， 教师

各自形成信息孤岛难以共享资源的问题， 并有利于

帮助教师在不同学期开设同一门课程时重复使用之

前建好课程，避免重复劳动。 因此，应该设计有效的

班级管理机制来确保协同教学的实施。
4.协同教学计划的制定与个性化教学实施
协同教学因为涉及到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和教

学的具体开展， 团队成员不仅要决定协同教学的具

体组织形式，明确团队成员的角色和职责，而且要共

同精心制定教学计划， 包括需求分析、 教学目标制

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选择等[12]。 协同教学计

划的制定有利于发挥教师团队的力量， 最大化共享

教学设计，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为个性化教学的开

展奠定一个较高的基础。 公共课教师团队教学的过

程，实际上是一个共性和个性统一的过程，协同教学

计划的制定并不意味中整齐划一地开展教学。 在教

学实施的具体过程中， 班级教师可根据本班级学生

的实际情况对协同教学计划进行修改， 形成班级个

性化的教学计划。这样既能有效协同，又能满足各个

班级的个性化教学需求。
（二）公共课教师团队协同教学概念模型

公共课教师团队协同教学是利用公共课的共性

特征、 充分发挥教师团队的集体智慧和各自的专业

知识、特长以及学生的聪明才智，协同建设课程和设

计课程教学计划， 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班级实际教学

的需求，个性化地实施教学的过程。 该过程的概念模

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公共课教师团队协同教学概念模型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教授不同班级的公共课教

师组建成为一支教学团队， 该教学团队必须具有共

同目标、知识技能互补、分工协作、良好的沟通和有

效的领导这五个特征才能达到最优的协同。 在教学

团队中，所有的教师都参与，课程的建设与维护，协

同建设课程和教学计划，从而实现课程内容、学习活

动、课程资源、课程题库、生成性信息、协同教学计划

等最大范围的共享， 所有教师可以共享该课程和教

学计划。为了保证教学适应不同班级的差异化特征，
教师在班级教学中， 可根据班级特征进行修改、调

整协同教学 计划，自定 班级教学计 划、班级教学 进

度、自主管 理班级，从而 满足班级 个性化教学 的需

求，实现了协同教学中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在班级

教学实施的 过程中会 产生很多有 价值 的 生 成 性 资

源，因此，在课程建设 和维护的 过程中应该 及时吸

收资源，促进课程的进化和发展。
这种教学形式既促进教师之间的深层次地交流

和合作，使得教研组的教研活动真正落到了实处；充

分促进了教学资源和集体智慧的最大程度的共享；
又在有效协同的基础上因材施教， 让所有的学生都

得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水平教育，真正提高团队的

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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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同教学支撑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一）实践与项目背景

在协同教学支撑系统的设计中， 并不主张对现

有的成果视而不见或者一味批判， 而主张积极借鉴

已有的成果来进行升级改造， 促进这些平台在教学

中的深入应用并真正有效地促进学习的发生。 网络

教学平台在国内外都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 并且各

个平台到目前为止都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基础功

能 体 系 。 笔 者 对 主 流 的 平 台 Blackboard、Moodle、
Sakai、清华教育在线、4A 等调研发现，这些平台都有

课程复用的功能，例如，Blackboard 拥有课程内容复

制、课程资料导入导出；Moodle 有一个中央共享资源

库， 可支持教师和学生的在系统级别和单位级别的

内容共享；4A 平台具有课程导入导出、系统资源库、
系统课程、 系统论坛等功能来支持课程的复用。 但

是， 它们都不支持多个教师对同一门课程的共建共

享，不能实现在多个班级间的复用，这满足不了教师

协同教学的需求。 笔者所在团队在推广 4A 网络教

学平台的过程中不断收到用户的反馈， 其中对多名

教师协作共建共享同一门课程， 并允许该课程同时

在多个班级使用， 且能有效地聚合教学中生成的资

源的呼声最为强烈。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依托于北京

师范大学开发的 4A 网络教学平台，开展了协同教学

支持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二）协同教学系统的设计

公共课协同教学系统， 以同一课程下班级教务

管理、教学开展为核心。 通过实行“一门课程、多个班

级”的新形式，支持教师团队协同建设并应用一门课

程，开展协同教学，增强教师间的互动分享，不仅要

能实现该课程在最大范围的共享和重用， 还要能促

使网络课程的持续进化， 帮助教师在不同学期开设

同一门课程时复用之前建好课程， 提高资源利用和

教学实施的效率。
主流的网络教学平台都具有学习内容编辑和管

理系统、学习资源系统、学习活动系统、课程论坛、课

程考试系统等功能，但是，这些功能之间基本上相互

独立，不能为教学设计提供支撑。 协同教学系统的设

计需要协同网络教学平台中已有的功能， 为协同教

学的开展提供支撑。 因此，一方面需要重组已有的功

能模块来支撑协同教学； 另外一方面又要根据协同

教学的实际需要开发新的功能。 基于上述考虑，设计

出的教师团队协同教学支撑系统结构如图 2 所示，
该系统包括以授课计划为核心的班级管理子系统、

网络课程协同共建子系统 （包括学习内容、 学习活

动、学习资源、答疑等）、课程 内容共享系 统几个部

分，下面分别对其做详细的介绍。

图 2 教师团队协同教学支撑系统结构

1.班级管理
公共课教学具有同一学年不同班级的教学和不

同学年班级的教学两种情况，因此，班级管理也对应

的分为同一学年不同班级的管理和不同学年班级的

管理两种。 在班级管理的实现中， 存在两个关键问

题：（1）系 统中多个角 色如何分 工、协同管理 班级？
（2）为了保持班级管理的共性和个性相统一，平台中

哪些功能是所有班级共有的？ 哪些是每一个班级中

私有的？
第 一 个 问 题 关 系 到 系 统 中 的 多 种 角 色 协 同 管

理、 有效分工的问题。 在教师团队系统教学的系统

中，包括四类角色：管理员、课程教师（助教）、班级教

师、学生，通过对这些角色赋予不同的权限来协同管

理教学。 例如，管理员负责院系管理和课程管理；课

程教师，默认为教学团队中的领导者，负责整个课程

的管理，并且创建班级，指定班级的班级教师；班级

教师负责本班级学生的学习管理，根据学生特点，有

针对性的调整本班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 学生参

与课程学习，接受来自管理员、课程教师和本班级教

师的管理，各角色之间的关系如图 3 所示。
第二个问题的解决采用的是在满足最大限度

的共建共享的基础上进行， 让系统支持对所有班级

的统一管理，同时为满足每一个班级的个性化需求，
还允许班级内部适当调整。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结

合已有功能、实际教学需求和用户意见，为不同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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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模块设定不同的功能权限。 例如， 在 4A 平台中，
所有人发布的学习内容、资源库、试题库、学习活动、
论坛、答疑均为共有，课程教师所发布的公告、制定

的授课计划、设计的评价、作业与考试也均为课程公

有。 而班级教师发布的公告、班级授课计划、班级教

室的评价、作业和考试为班级私有。
对于公共课的教学，教师团队形成以后，需要确

定一名课程教师，负责团队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具体

到网络教学平台中，则负责教师团队协同机制管理、
班级管理和课程内容协同共建共享、 公共授课计划

的管理。 而班级教师则负责课程内容的协同共建、协

同教学计划的制定、班级教学管理等工作。 各个教师

分工协作，高效协同。
2.课程内容协同共建
学生也是课程内容的重要建设者， 课程内容的

协同共建不仅允许教师协同共建内容， 也允许学生

贡献自己的智慧，实现群体智慧的最大化共享。 该系

统以资源管理系统、学习活动管理系统为基础，将各

种资源、活动在该系统内进行重组、整合与发展。
在协同课程共建阶段， 教师团队通过需求分析

教学目标，确定公共课的教学大纲，课程教师设计好

教学大纲以后， 所有的教师可以基于大纲进行课程

内容的编辑。而在课程内容使用过程中，教师和学生

都可以在页面中添加链接、资源、活动，评价作业并

参与答疑等。
为保证多人协同的情况下内容的有序进化，系

统设定对应的权限管理机制，对课程内容进行控制，
所有用户对内容的编辑都将形成一个临时版本，经

课程教师或拥有审核权限的教师审核、 评分后即可

生成一个正式的版本。 通过历史版本可以查看课程

内容的进化过程，当内容进化得较完善后，课程教师

可以锁定版本的修改权。
为了最大化利用系统资源， 并提高系统的可用

性， 系统还需打通课程内容编辑与系统中其他功能

模块之间的通道。 课程内容编辑器除了支持对文本、
图片、公式的编辑外，还要支持将测试、答疑、调查、
发布作品、资源等在编辑器中的直接插入，更重要的

是要支持将学习过程中生成的内容直接引入到课程

内容中，促进内容的持续进化和发展。
3.课程内容共享
课程内容共享是指教学团队中的教师及其学生

根据自身需求个性化地选择、享用课程内容。 课程内

容的共享包括学习内容共享、 生成性资源共享和授

课计划共享。
（1）学习内容共享。 学习内容共享包括课程学习

页面共享以及与之关联的活动、论坛、资源、答疑、题

库等的共享。 课程学习页面是指所有的教师可以共

享师生共建的内容页面中的任一版本。 班级教师既

可 选择某一个 历史版本作 为本班级 课程 学 习 的 页

面， 也可重新创建一个新的版本作为本班级独有的

课程学习页面，从而实现有针对性的、分层次的个性

化教学。 此外，活动共享功能允许同一课程中不同班

级的教师设计的学习活动通过学习活动管理系统统

一管理，所有的教师都可以查看、引用其他教师设计

的学习活动（包括学习活动序列），以实现教学过程

中的互帮互助。题库共享与之类似。论坛共享功能支

持同一课程的所有班级可以共享同一个论坛， 所有

的教师和学生都可在论坛中交流思想，碰撞火花，进

行跨班级与年级的深层次互动。 资源共享功能允许

教师和学生均能够查看、 下载和引用课程资源库中

的资源， 个人也可以通过设置访问权限来限定个人

资源库的共享范围， 这种共享能够充分挖掘集体的

智慧，互荐互享优秀资源。 答疑共享功能将学生的问

题统一推动到答疑库中等待教师、 本班或其他班级

学生的解答，需解答的问题被自动存入答疑库中，当

学生提出相似问题时，系统将自动反馈答案。这种共

享不仅能减轻教师的负担， 而且能提高学生的学习

参与度和学习成就感。
（2）生成性学习资源共享。 在教学实施的过程

中，课程负责人或教学团队的教学经验、学生的学习

经验与体会、师生教学交流心得、优秀的作业和作品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生成性学习资源， 应该在整个课

程范围内共享。这种共享不是一种简单的资源分享，
而是通过生成性资源与课程内容的整合， 实现课程

图 3 课程中各个用户角色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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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进化发展。生成性资源的聚合功能与论坛、答

疑、发布作品及 Wiki 等模块相关联。 用户发现了有

价值的生成性资源， 则通过聚合功能将这些资源聚

合到内容库中， 当用户在共建共享子系统中编辑某

知识点时， 即可将该资源引用到课程学习页面中并

进行编辑，形成新的学习内容，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学

习资源在整个课程范围内的共享。 这种自下而上的

共享机制不仅避免了平台中该类资源的无形丢失，
还聚集了所有的教师和学生的智慧， 为课程内容的

进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源素材， 促进了课程内容

的持续进化，让课程内容更易满足学习者的需求。
（3）授课计划共享。 教师团队在课程内容共建共

享的基础上协同设计教学， 制定公共课的教学设计

方案，该方案在平台中以教学授课计划来呈现。该授

课计划不是一个文档型的教学设计方案， 而是一个

集成系统中所有功能， 能够直接组织教学和开展学

习的页面，教授借助授课计划组织教学，学生可以直

接基于授课计划页面开展学习， 而不需要在不同的

功能间跳转。 授课计划可以使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

以日期顺序或教学内容逻辑顺序来呈现， 为网络教

学提供了一种灵活、便捷的教学组织方式，能对以内

容为中心和以活动为中心的网络教学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 课程教师和班级教师通过管理授课计划来管

理和控制课程学习的进度， 是教师开展教学和学生

参与学习的统一入口。
授课计划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课程级别的计

划，由课程教师建立并管理，默认状态下，所有班级

都可以看到该计划；另一种是班级级别的计划，该计

划只能够由班级的学生看见。 通过课程授课计划和

班级授课计划的有机结合， 保证了协同教学的共性

和个性的统一。
课程教师可以在授课计划模块下将教学设计方

案实体化，实现教学设计在各个班级的共享。各个班

级的班级教师可根据班级实际教学情况， 从协同教

学设计方案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单元作为班级授

课计划，学生通过班级授课计划直接参与课程的学习。

四、结语

本研究基于公共课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和教师团

队协同教学的需求，从教师团队的组建、协同网络课

程建构、协同教学的班级组织、协同教学计划的制定

和个性化教学四个方面阐述了公共课协同教学的理

念与机制，构建了公共课协同教学概念模型。然后从

班级管理、协同内容共建、课程内容共享、教学实施

四个关键方面为着力点， 设计和开发了公共课团队

教学的协同教学支撑系统。 通过教师团队中课程教

师与班级教师的协同，将统一性和多样性、共性教学

和个性化教学有效结合， 促进公共课教师教研的深

入开展和实施。 该系统可支持解决公共课教学中存

在的教研层次低、 内容更新缓慢、 课程重复建设严

重、共享程度低、人员难以管理等问题，实现该课程

在学校范围内最大程度的共享重用， 也为教师团队

与学生协同构建网络课程， 促进网络课程的持续进

化与更新， 设计和开发出反映时代要求的高质量的

课程提供了支持。当然，该系统只提供了一个教师团

队协同教学的平台，要做到高质量的协同，离不开教

师之间共同、良好、有效的领导与分工协作以及有效

的教学设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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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Teacher-team Cooperative Instruction and Its Supporting System Design
Wang Zhijun1 & Yu Shengquan2

(1.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2. 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of the public courses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such as overloaded teachers, lacking
deep teaching and research，course content updated slowly，repeated construction of the same courses by different teachers which are
hardly to be reuse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the concept of teacher-team cooperative instruction based on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 including teacher team building, cooperative course construction, classes’ management, coopera-
tive instruction plan for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is proposed. The system i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on 4A LMS, which has func-
tions of class management,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programs, aggregation of generated resources, per-
sonalized instruction. The system can promote the course sharing among more teachers and more classes, and help teachers to build
high-quality courses for cooperative teaching.
【Keyw ords】 LMS; Teacher-team; Cooperative teaching;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Suppor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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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期刊专业委员会 2014 年会 12 月底在哈尔滨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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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4 年 12 月 28 日至 31 日，中国教育技术

协会期刊专委会 2014 年会在哈尔滨召开。 黑龙江省教育

厅教育信息化处处长门海，黑龙江电教馆馆长汪海，中国

教育报主编黄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 生 导

师匡文波，黑龙江高教学会现代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孙柏祥，期刊专委会主任、中国电化教育 杂

志社社长/主编许林，期刊专委会副主任、远程教育杂志副

主编/编辑部主任陶侃等以及来自教育技术专业期刊代表

40 余人参加了本届年会。 年会的主题是“新时期教育技术

类期刊发展改革与创新”， 旨在深入研讨当前期刊改制大

背景下，教育技术类期刊的数字化与国际化等问题。
许林代表专委会作了 2014 年工作报告， 他回顾和总

结了专委会一年来在加强组织建设，完善自身发展；架设

桥 梁，促 进 交 流 协 作；提 升 专 委 会 国 内、国 际 的 整 体 影 响

力；教育技术类期刊数字化、国际化等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提出专委会将结合宏观形势，加强对会员单位的支持和沟

通，创新工作机制；坚持“服务大局、紧贴基层”的方针，进

一步促进期刊专委会科学发展； 进一步探索期刊数字化、
国际化建设的工作机制和实施措施；积极组织高水平的学

术研讨活动；继续开展好专业委员会已制度化、规范 化的

各项活动。
陶侃以“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提升策略”为主题，介绍了

办刊中的一些探索与有益尝试。 一要定期进行选题分析，
关注领域内的一些热点问题究竟是哪些？在一段时间内有

什么变化？ 抓住了多少？ 哪些热点问题被忽视了？ 选题策

划的重点在哪里？ 经常进行这样的选题分析，可更多地为

今后的选题策划提供依据。 二要追踪与捕捉前沿信息。 教

育技术领域的新概念、新内容、新方法、新理念不断涌现，
作为这一领域的学术期刊，必须密切关注前沿信息、动态、

进展，通过一些大 型、品牌 的 国 际专 业 性 学术 会 议 的综 述

与深度解读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三是践行动态式约稿，通

过各种交流方式， 及时发现并挖掘一些具有创新的选题、
观点，尤其是关注、培育原创性的本土学术观点或理论。

《现代教育技术》宋 述 强以“想 法、做法、困 惑 及期 待”
为题，介绍了办刊经验。 他认为教育信息化已成为教育领

域的时代主题， 作为教育技术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相关

期刊是推动学术研究和服务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要注重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通过不断扩大影响力，带动学

科、领域、行业的创新发展，进而服务于教育事业的现代化。
在今后工作中，要以“学术化、行业化、数字化、专业化”为发

展抓手，反映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和应对期刊转型的新挑战。
匡文波教授作了题为“教育技术类期刊的数字化转型

策略”的主题报告。 他提出，从学术价值看，纸质版学术价

值被认可，一直被认为是其纸质版生存的理由。 但在西方

高校，网络文献的学术价值正在被认可。 网络文献的学术

价值作为评定职称、学 术 奖励 的 重 要依 据，只 是一 个 时 间

问题。 从阅读习惯看，从小就接触新媒体的新一代读者，阅

读新媒体甚至 比 阅 读传 统 图 书报 刊 更 习惯。 从 储 存成 本

看，新媒体的最大 优 势 之一 是 信 息存 储 密 度极 高，单 位信

息存储成本极低。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正在成为最

重要的新媒体，使得纸质媒体所具有的便携性等优势完全

丧失。 传统报刊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在手机媒体，包括教育

技术类期刊在内的传统报刊， 必须要做颠覆性的改变，做

好数字化转型，才能生存下去。
与会代表围绕期刊数字化、国际化等主题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和交流。 本次会议深化了对期刊数字化、国际化的

思考和认识，加强了各 会 员 单位 之 间 的相 互 交 流，取 得 了

良好的效果。 （灵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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