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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对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学资源的现状及在教学中的利用情况进行调查。方法 使用直接网络测

试和对教师、学生进行电话调查等多种方式, 对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的可及性、知晓度、资源类型、管理以及利用情

况进行调查。结果 初步得出如何优化精品课程网络教学资源的可行性方案。结论 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是国家精品课程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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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自然以教学为根本。国家精品课程建设

是教育部实施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

工程 的重大举措。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评出 1500门

国家精品课程。教育部在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

实施办法∀中明确要求: 精品课程建设是高等学校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

挥名校名师和名课的示范作用,以期对全国各高等

学校的优秀教学资源进行有效地整合, 起到推进教

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的目的。其中,网络教学资源

的建设是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利用

现代化的教育信息技术手段将精品课程及其相关内

容上网并免费开放,以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提高

高等学校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本文拟对目前药理

学的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的现状和利用情

况做一分析,以期能为药理学的课程教学提供更为

优化的方案。

1 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学资源的可及性调查

通过对国家精品课程共享服务信息平台 ( ht

tp: / /www. jpkcne.t com )提供的链接进行统计, 笔者

发现隶属于教育部本科专业体系中的药学类国家精

品课程总数有 10门。其中药理学有 6门, 另外还有

动物药理、临床药理、麻醉药理和兽医药理各 1门

(此 4门本文暂不做研究 )。加上军队院校本教研

室的 2008年通过的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 药理学国

家精品课程总共是 7门,分别属于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哈尔滨医科

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那么,针对这 7门药理学精

品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的现状, 笔者首先进行了

可及性  的研究。

可及性的英文名为 Accessib ility , 顾名思义,

即指能够顺畅地访问网络,并通过点击进入,从而有

效地获得网站上的资源的过程。国际上较早并且比

较完善地开展了网站可及性的研究及其标准制定。

但国内关于网站资源和内容可及性的研究和实践正

在慢慢起步,而在教学资源的开发中关于可及性则

鲜有考虑
[ 1]
。可及性是网络资源发挥作用的先决

条件。没有可及性,一切的教育作用及后续的功效

都是空谈。笔者从国家精品课程共享服务信息平台

进入,根据该网站提供的链接尝试访问各课程。经

过测试,这 7门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教学课程中, 共

有 3家无法进入,显示网络无法连接。通过 Goog le

搜索引擎,笔者找到了其中 1家 的网络课程, 但网

络地址有所改变。因此,从目前的情况看,已经获批

的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课程的可及性不是十分理

想,有近一半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无法访问。估计

原因和这些网络资源的服务器并非独立、托管式的

服务器有关。这其中,属中山大学的国家精品课程

的网站可及性建设做得最好, 表现在其将全校所有

的精品课程都综合起来,放在一个独立的服务器上,

保证了访问的顺畅性。总体上来说, 药理学精品课

程的网络资源的可及性并不理想, 它们的情况也可

以从侧面或者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网站的可

及性设计情况。需要说明的是, 本研究只代表其在

可及性方面的结果,不代表精品课程及网站总体建

设水平。

2 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学资源的知晓度调查

知晓度的英文名为 Awareness ,意思为人们对

某一事物的知晓程度, 也叫认知程度。知名度可用

两种方法来测试: # 有提示知晓 ( A ided Awareness

或 Prompted Aw areness); ∃ 无提示知晓 ( Unaided

Awareness)或自然式 ( Spontaneous)。药理学国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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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课程作为药理学教学方面的优秀示范, 必须要让

更多的学生甚至公众能够知晓,并访问之,才能达到

学习的效果。构建精品课程网络资源, 能够更好体

现出精品课程的意义, 充分体现精品课程网上资源

的价值,让学生可以找到提高自己知识的地方,并能

便利快捷地获取网上课程资源,让精品课程更好地

作用于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笔者对 10名本教

研室的低年级硕士、博士生进行了知晓度的测试。

向他 (她 )们提出两个问题: # 你是否知道我们教研

室的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 ∃ 你是否知道我们教研
室的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有网络教学资源平台可供

学习、利用。测试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对本教研室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的调查结果

问题 1

(你是否知道我们教研室的
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 )

问题 2
(你是否知道我们教研室的
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有网络

教学资源平台 )

知道 7 0

不知道 2 10

不太清楚 1 0

总人数 10 10

从表 1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拥有药理学

国家精品课程的本教研室, 对于药理学国家精品课

程的知晓度推广工作比较好。知道的人数达到 7

人,而不知道或不清楚只有 3人。但对于网络教学

平台,知道的人数为零。这一调查结果凸显了网络

教学资源平台在学生中的知晓度之低。那么, 实现

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实现在线免费共享, 充分发挥

名校、名师和名课的教学示范与辐射推广作用 这

一国家精品课程的重要目的就很难保证。因此,在

以后的教学中,无论是在实验课还是理论课上,笔者

建议应当多宣传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比

方说, 在每一堂课结束后, 教员可以提示学生课后若

有疑问或者没有听明白的, 可以上网通过网络教学

课程来重新学习或梳理知识。这样将有助于学生的

复习效率,也有助于提高教学示范与辐射推广作用。

3 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学资源的资源调查

在国家精品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中, 课程资源主

要是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条件两大项来评价, 这两

项分值一直占很大比重,是课程的核心部分,是教学

信息设计、组织与呈现等教学设计思想的具体化表

现
[ 2]
。众所周知, 网络课程资源作为一个小型的

网上知识超市  , 资源要充实, 类型也要丰富。国

家精品课程也要求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强大功

能,采用各种多媒体技术来呈现教学信息, 如图片、

Pow erPo int、Word、Flash等等。笔者对可以访问的 5

门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进行了仔细的查看, 发现绝

大多数课程均有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学安排、授

课录像和试卷习题等,尤其是以授课录像为主,但实

验 /实践、资源拓展稍差,学习 /教学指导和素材库等

仍较薄弱。通常,课程资源类型可分为演示型、过程

型、交互型、知识管理型和评价型 5种。在所分析的

课程中,课程资源类型分布从图 1可以看出, 绝大

多数课程都以演示型课件呈现教学信息,过程型资

源也较少,基本忽略交互型、知识管理型和评价型资

源的建设。在网络资源多元化的今天,药理学国家

精品课程的资源建设确实需要进一步增强。

图 1 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类型调查结果

4 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学资源的学习管理、

互动交流调查

在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建设中, 学习

管理过程是指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环节的管

理, 包括注册用户信息、互动交流、课程作品以及学

生学习跟踪等四个部分的管理维护。而互动交流则

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主要是指网络上的直接

交流。一般而言, 网络上的互动交流的方式比较多

样, 包括 BBS、ema il、B log (博客 )等, 当然电话也是

交流方法之一。笔者对于可进入访问的 5门药理学

精品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发现

这些课程的学习管理环节做得都不佳,没有一个统

一的登录窗口,教师没有办法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

课程作业做到网上检查、网上解决。而对于互动交

流方式,各家都比较重视,较多的是采用了 ema il或

电话联系, BBS使用也比较常见。总而言之, 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对于学习管理, 各家的网络教学平台做

得还有欠缺,而互动交流基本都可以做到。注册功

能课程偏少的话, 将不利于管理员分析学习群体特

征, 也难以开展师生、学生间的学术交流,从而导致

对学生课程作品管理力度不够。这样不仅无法记录

学生成长过程,而且不利于过程性资源的积累,教师

难以把握学生学习动态, 无法给予个别化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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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这种教师缺乏对学生具体情况掌握的现状可

能是今后网络教育资源值得关注的改进方向。

5 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学资源的利用调查

在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建设中, 教师

如何利用好网络课程是非常重要的。本人对目前本

教研室的 5位教师针对在教学中利用网络教学资源

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1位老师在课堂

上向学生提到过网络课程, 并给出了网址。其他几

位均没有向学生提及网络教学资源的使用。因此,

在利用方面,教师们对药学类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

资源的宣讲需要投入一定的注意。只有这样, 学生

们才有可能在课后去使用网络教学资源, 发挥其对

课堂教学的加强、补充作用。

6 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学资源的优化调查

通过对以上情况的综合,笔者反思总结目前所

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药理学精品课程

设计方案的优化,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6. 1 继续加强药学类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课程资

源建设 应当大力加强精品课程网站宣传, 拓展网

络资源的形式和内容。一个网站的内容是其最基础

的资源,它关系着能否吸引人的注意力、能否让人有

兴趣停留在网站上甚至将来继续访问该网站。因

此,对于日新月异的教学内容, 必须保持一定的更

新,保持网站内容的及时性。

6. 2 学校统一建立精品课程资源中心
[ 3, 4]

可以

统一负责对所有申请校级、省级以及国家级精品课

程评比的课程资源进行统一制作和网站的管理,这

样便于按照要求制作出统一格式的资源文件, 便于

以后资源的交流和重用。同时,可以对各种资源的

使用情况进行网络维护, 做到网络的集中化管理。

最后, 还可以进行网络调研, 统计资源的使用率,对

学生使用率不高的资源, 将信息反馈给课程负责教

师。从而改进教学资源以及课程存在的教学过程问

题.最大限度的从课程本身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6. 3 课程平台的选择 在课程平台架设上,开发者

是选用专业的 CMS系统如天空教室、eYouCT、方正

奥思等这些已有的网络教学平台, 还是自己搭建平

台,值得慎重考虑。从性价比上看,选用稳定且功能

完整的 CMS平台较为明智。其功能多样, 操作简

单,设计精巧,专业化程度高,应当是网络教学平台

的最好选择。当前世界上最流行的 CMS是 Moo

dle
[ 5, 6]

,作为免费的开源软件, 不仅技术门槛低、易

于操作,而且是一款相当不错的网络课程平台。而

在国内使用最多的可能是天空教室网络平台。与其

他学科如工科类相比,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

教学平台几乎没有采用这类平台的。原因可能与药

理学从业人员不熟悉此类网络平台和软件等有关。

笔者还是建议今后可以更多地采用此类平台。

6. 4 对教师、学生的培训 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

教学资源服务对象是高校教师和学生, 如何通过

精品课程提高教与学质量, 首先必须指导教师正

确利用课程资源, 提供足够的对教师的培训工作。

其次是指导学生使用网络平台。因此, 若要充分

发挥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的优势, 做好

对教师、学生双方的培训工作是前提。如果是自

己开发的平台, 可能需要做专门的讲座来教会教

师和学生使用。如果采用的是前述各种已经开发

好的网络教学平台的话, 则培训工作可以在平台

的 操作指南  或 操作帮助  等功能菜单中实现,

无疑是大为简便。

6. 5 加强网络互动管理 例如,学生的实验报告、

课程作业可网上递交、网上批改、网上指导。实行教

师轮流值班制度, 定期开展网上答疑等。你可根据

上述学习管理、互动交流存在问题, 再提些改进措

施。

总而言之, 国家精品课程代表了高校课程建设

的最高标准和水平,是进行资源共享和传播的重要

平台。加强药理学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建

设, 是目前药理学教学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向。

在当前教育面临全球化、网络化的大举冲击的时

候
[ 7]
, 加强对网络教学的建设, 同时对网络教学环

节进行指导,这将更有效地促进精品课程建设,更好

地发挥网络教学的优势, 最终使教学的效率和效益

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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