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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教学中的互动现象是教学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只是在不同的教学形态中，

互动所呈现的方式和特征有较大差别。在课堂教学中，除了教师提问、学生回答

这种语言的互动之外，教学互动主要通过教师和学生的表情，如点头、微笑、眼

神等体态语言的互动，以及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来实现；而在以网络教学平台为

支撑的学习情境中，教学互动主要通过平台所提供的各种互动功能来实现。 

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现有平台提供的各种实时、非实时的

互动功能己经能够满足网络教学环境下学生、学习资源及教师之间的基本互动需

求，并随着技术的进步与成熟愈加显现出网络互动的优势。但技术的进步并不能

直接促进互动的发生，为使网络环境下的教与学沿着既定目标有效进行，就必须

对其教学活动进行精心的设计与组织。教学互动的设计研究，尤其是作为互动设

计核心环节的互动策略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本论文在理论研究和调查分析的基础

上构建网络平台教学互动策略的设计模型，旨在为网络平台教学互动活动的设计

与组织提供指导，为网络教学互动策略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参考。 

论文首先从不同理论视角分析网络环境下的教学互动，并在教学设计理论指

导下界定基于网络平台教学互动策略设计的范畴；同时，在教学互动理论已有研

究基础上阐述个人观点，形成基于网络平台教学互动类型、层次与教学互动活动、

互动方式一览表。其次，论文在关于教学互动策略设计现状依据的调查包括网络

教学支撑平台互动功能设计的调查、基于典型平台 WebCL、Blackboard、Moodle

的问卷调查以及 BBS 论坛样本的内容分析，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了目前基于

网络平台教学互动活动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在理论研究和调查分析

的基础上构建本论文基于网络平台教学互动策略设计模型，包括宏观层面教学互

动策略设计指导原则、微观层面教学互动策略体系。在简述宏观层面指导原则和

微观层面各教学互动策略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微观层面教学互动策略

体系中各策略的具体实现方法，既具系统性、指导性，又具操作性。 

 

关键词：网络教学支撑平台；教学互动策略；策略设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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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structional activity，but in 

different situation，there are different interaction forms. In classroom，interaction 

appears not only through interactive language，but expressions such as nodding，

smiling，eye contact and other body language，as well as the feel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But in network platform，interaction is achieved by 

interactive function provided by platfor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m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 technology， the 

existing real-time interactive functions have met the basic needs of interaction among 

resources , student and teachers. What’s more, it shows the advantages of interaction 

in network. However, technical progress does not directly promote interaction. To 

make the instruction effective, it is necessary to be designed and organized well in 

network.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surveys, this thesis 

establishes the design model fo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 strategy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designing and organizing interactive instruction activities and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to interactive strategies. 

    The thesis firstly analyzes interactive instruction in network from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and defines the scope of strategy fo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 

on web-based platform, it creates the list of interactive instruction types, levels and 

interactive instruction activities. Secondly is about the survey of design fo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 strategy including the interactive design of web-based platform，survey     

for students on typical platform WebCL，Blackboard，Moodle，and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BBS forum sample. On the basis of these surveys，the thesis elaboratedly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main problems of instructional interaction activities on 

web-based platform. Thirdly based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and analysis of 

surveys，the design model fo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 strategy is put forward，including 

principles in macro-level and interactive strategy system in micro-level. After 

discussing principle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active strategies, the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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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的互动策略研究 

illustrates the methods to achieve interactive strategies which are both systemic and 

practical. 

 

KEY WORDS: Web-based platform；Interactive strategy；Design model for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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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运用的普及，许多院校开始意识到网络这一资

源的潜力，纷纷尝试开发、利用网络资源，开展网络教学。网络教育的灵活性，

也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教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自我的

发现过程，而互动是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元素。从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教学到弗莱

雷的解放教育，从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到莱夫和温格(Lave&venger)的情景认

知，互动一直被看作教育中的重要元素。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这

种统一的实质是交往与互动。现代教学论指出，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

共同发展的过程。没有交往、没有互动，就不存在或未发生教学，那些只有教学

的形式而无实质性互动发生的“教学”是假教学。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借助网络来进行教学或辅助教学，是计算机网络在教育中的杰出应用，己经

在世界各国的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中开展得如火如茶，是

对传统教育形式的挑战和有益补充。 

大约在 90 年代末开始出现支持网上教学的软件平台，其发展经历了以下几

个阶段[1]：(1)web 网站+网页的方式。即将一些教学讲义、课外阅读资料、上课

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做成静态网页放到 web 网站上供浏览和下载。(2)利用动态网

页和数据库技术，将多媒体网络教学资源整合在数据库中，学生能够方便地登录

到平台进行学习，平台具有网络教学比较系统的功能。(3)利用 XML 等技术，营

造一个仿真的教学环境，能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着力发挥网络教学个性化

学习、创造性学习和合作学习的优势。下一代网络教学平台将重点考虑平台的智

能性使得学生利用平台来学习能获得更多“真实名师”的“亲自指导”，这将利

用人工智能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现有的网络教学平台大

多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其能支持以视频点播、在线视音频会议、BBS 和 email

等为主要互动方式的各种实时、非实时的网络教学，实现了网络环境下、尤其是

远程教育中处于分离状态的教与学的再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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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而现代通信技术只是消除了教学双方物理上的距离，而教育的核心问题，

即通过教学促进人的发展，仍是信息技术无法直接解决的问题。许多网络教学设

计者很容易把主要精力放到网络教学媒体和网络教学平台的设计，认为只有更形

象更直观的课件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拥有技术先进功能强大的网络教学平

台便能自然而然地促进学生主动参与课程资源的学习以及同他人的讨论交流。但

实践告诉我们，技术的进步除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数量外，并不能直接促进

学生的学习。为使网络环境下的教与学沿着既定的教学目标有效进行，就必须对

其教学活动进行精心的设计与组织。 

按我国远程教育专家丁兴富教授三代信息技术和三代远程教育的理论，远程

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函授教育、多种媒体教学以及开放灵活的远程学习即网络教育

三个阶段[2]。前两个阶段以信息的单向传播为主，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

的互动主要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与前两代远程教育相比，第三代远程教育即

网络教育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双向通信和互动上，即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同

步和异步通信，使教与学更加开放和灵活、多样化和个性化。 

网络教育最重要的一个特性是具有良好的互动性，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

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更加充分。这一切都可以利用 BBS、在线聊天、电子邮件、

网络讲座、网络辅导与答疑等信息技术实现。网络环境降低了通常的社会限制，

学生容易克服畏惧、羞涩心理；使用 email、BBS 等互动工具，放慢了交流节奏，

避免了外界干扰，便于学生自由发表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并能与其他学生

随时交流，听取他人意见，吸纳他人可取之处，对有异议的地方提出个人观点。

通过交流与沟通，集思广益，对同一问题得出更为全面、科学的结论。 

教学中的互动现象是教学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互动是

传者与受者双方的信息交流，因而在各种形态的教学活动中都存在着互动，只是

在不同的教学形态中，互动所呈现的方式和特征有较大的差别而已[3]。 

研究教学互动的规律对教学活动，特别是对以计算机、网络为基本教学媒体

的各类教学形式和教学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

术和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为远程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而远程教育

中师生时空分离的特性决定了互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关于教学互动，在

远程教育中的探讨比较多且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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