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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办好网
络教育”，可见网络教育对优化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
的推动作用。其实早在2012年，教育信息化被提上日程，
就已经吹响了网络教育的前奏。为保证网络教学的效果，
设计和开发高质量的网络课程是关键。当今信息技术的发
展，教学资源设备和平台的普及，为网络课程的开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一、网络校本课程
网络校本课程，即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和本校办学

特色、学生的认知等基础选择教学内容，设计编制成多媒
体教学软件、网络课件、网络视频等形式的网络课程，发
布到网络资源平台，学生通过网络，登录平台，自主选择
感兴趣的课程，进行学习。

首先，网络校本课程具有共享性和开放性。传统的物
理课堂中，学生明显听得多，做的少；听得懂，做不会。
从行为主义的角度分析，传统教学忽视学习者内部心理过
程的作用。网络形式的校本课程线上线下的结合，使得平
台更加开放，资源更加丰富，共享更加高效。其次，网络
校本课程更体现出交互性和自主性。网络人机交互的及时
性,给学生自主选修课程带来了可能，因材施教成为现实。
网络校本课程采用多元化教学形式，使学习内容可自我选
择，学习方法可自我确定，学习时间可自我计划，学习过
程可自我监控，学习结果可自我评价。

开发物理学科的网络校本课程，其意义不仅在于使校
本课程迅速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使
物理课程具备多层次，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无疑是
为个性化素质教育创造了条件。2017年，天津高考进入全
新阶段，普通高中课程由必修、选修I、选修II三类课程构
成。其中选修II是学生自主选修的课程。在这种政策背景
下，将网络选修课程同校本课程进行有机整合，势必大大
推进网络选修校本课程的进程。

下面以笔者主持开发的高中物理校本课程《实用电路
设计与制作》为例，谈谈该课程的开发的理论基础和技术
支持，以及具体的开发过程。

二、网络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基础
为适应新课程体系的需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斌华

先生提出：校本课程开发应以三个基点作为决策基础，分
别是学科中心论、学生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这三大理论
也是学生进行创新性学习的理论精华。
（一）学科中心论

学科中心论的出发点是学科本身。随着电子信息化生活
的到来，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电路。开设《实用电
路设计与制作》这门网络课程，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二）学生中心论

法国著名教育家卢梭认为，学生的发展为一种自然的
过程。课程学习完全通过网络平台，学生自主选择实现。
通过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电学基础知识，熟悉
科学制作的程序和实施办法，为今后从事科学技术工作打
下良好的基础。
（三）社会中心论

社会中心论认为，教育的根本价值是社会发展。《实用
电路设计与制作》课程本着“一切为了学生未来发展”的出
发点进行课程开发，以广泛存在于社会的电路现象为中心，
组织相关材料与活动，提供有利于当代生活所需的重要电路
知识，为学习者提供平台，学习具有社会价值的技能。

三、网络校本课程开发的技术支持
（一）依托教育服务平台，实现网络校本课程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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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
实施了“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工程。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作为最重要的载体，最大限度实现教育资源的集约共享。

（二）使用慕课新形式，多元化呈现网络校本课程

慕课(MOOC)，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
指大规模的开放性在线网络课程，是时间和空间更为灵活的纯
自动化的在线网络学习系统。中国的超星慕课、超星尔雅等网
络课程，均制作了好的网络课程模板。像随堂测验、自我管理
学习进度等，保证教学互动以随时全年和及全天的开放。

四、网络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

目前，网络校本课程开发的一般过程，笔者主持开发
的高中物理校本课程《实用电路设计与制作》，课程总目
标是学生掌握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实际操作能力，提高
他们实验的技巧和创新能力。根据教学大纲，分析所选教
材的教学内容，对整个网络课程进行了总体设计，设计的
功能模块及结构所示。

在开发课程中第二章第一节《电阻的识读与测量》
时，开发了文字脚本样式。有了文字脚本后，我们就可以
根据文字脚本的内容，充分考虑利用计算机的各种多媒体
表现方式来实现具体内容的呈现。

五、网络校本课程实践的结果预估
目前天津市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开通，依托的

网络空间人人通系统，经过统计现有实名制网络用户186万
名，覆盖全市1500余所中小学校及教育专业机构的教师、
中小学生及其家长。通过“一人一空间”为师生提供了基
于国家和地方课程的备授课系统、数字教材等教育资源，
做到了科学性、精准性教育教学资源供给服务。

同时2018年天津市普通高中信息技术学科学业水平考
试，首次通过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系统完成了应用实践考
试，取得圆满成功。网络空间不仅可以记录学生的学习进
度以及知识掌握程度等状况，方便教师对学生进行过程性
评价和问题诊断。同时教学管理者基于系统内“人人用空
间”的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可以较为准确地加强对教与
学过程的监管。   

基于以上基础，网络学习空间已初步实现了教与学应
用、教学管理的服务功能，同时教育部门也开展了网络精
品课程的评选活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网络学习空
间的不断建设与深化，网络校本课程作为有效的载体，将
进一步推动网络教育和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