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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e-Learning是信息社会中关于教与学的一个新理念，也可以说是一个泛指的称谓，其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媒体技术、传播技

术、以及各种教育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应用等等方面。本文就e-Learning与教学改革的关系、当前的状况等几方面的问题表述了看法，并据此

对教育的革新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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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Learning代表着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Internet的发展将计算机辅助教学带入到一个新的领域，Internet使一个能够远程进行实时交互的传播媒体

变得廉价而方便，Internet关于媒体技术方面的一系列标准又使教学媒体能够向一个规范、统一的方向发展，Internet还将远程教学

的潜在用户群大大扩充，为其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互联网这个大背景下，教学资源，教学管理，教学双方的交流都能够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e-Learning的概念正在形成，体

现e-Learning的各种教学方法正从辅助教学手段变为主要的教学方式。 

“教育事业将成为互联网上继电子商务之后最大的产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正是要应用先进的媒体与信息技术。互

联网这个信息技术的骄子无疑将为未来教育系统注入新鲜的血液，未来的教学系统将带有明显的技术特性，特别是信息技术特性，

这也是e-Learning这个理念的一个侧面。e-Learning将以网络为依托，体现出“远程”与“系统化”的特点，网络教育将是e-Learning

最先进、最恰当的表现形式，同时，e-Learning将会从整体上体现系统理论的思想。“教学系统”将成为e-Learning的具体化的表现

形式。 

2. e-Learning的社会反响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网络教育。作为远程教育在互联网上的体现，网络教育也带有e-Learning思路，特别是近几年教

育逐步朝着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可以说，现在e-Learning理念的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就是网络教学。 

目前，我国出现了很多已经应用于实际的远程教学系统的实例。例如北京101网校面向中小学普及型教育，清华大学网络学堂

面向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各个大型网站也在积极建设网络教学系统，例如国内的大型门户网站http://www.sohu.com。 

我国目前这些教学系统的效果又如何呢？评价一个教学系统的效果，应该从这个教学系统中人的感受去获取，一个教学系统里

边施教者和受教者是系统的中心，因此势必要从这两个角度去评价目前我国这些远程教学系统与多媒体教学系统的整体效果。 

《北京青年报》曾刊发过一则报道： 

虽然没有面对面，但同一个课堂上，4000个敲击声同时响起，你选择谁回答问题？当4000分作业塞进你的电子信箱，面对这一

件件洗不完的“脏衣服”，你累不累？当你同时面对4000个无情的指责，你的脸皮是否足够厚？虽然你知道指责你的是你的学生，你

想同时向4000张嘴解释，却不知该向谁说！这就是WEB教授将面临的困惑… …人民大学张教授当了半个多月的WEB教授，他发现这并

不是个轻松的职业。而最让他感到难堪的是，当教师十几年，头一次遭到学生的痛骂，还是集体痛骂。不仅如此，当WEB教授还要

有超凡的“教授技巧” … …  

上海《青年报》也有一则关于网络教育的报道： 

复旦大学新成立的“网络教育学院”去年招收了157名全日制本科生。复旦大学团委日前对其中的135位网络生所作的调查却显

示：超过半数的网络生至今仍无法适应这种教学模式。网络教育学院采用分点教学的方式，老师在主教室给部分学生上课，而分教

室的同学则通过屏幕看老师影像，通过电子白板看讲义上课。调查表明，54.3%的学生无法适应网络教学的原因，一是硬件设施不

完善，传输经常出现问题导致画面中断；二是无法与老师沟通，52.6%的分教室学生觉得老师不关心自己；三是学习气氛不浓厚，

有74.3%的同学表示没有老师在，学习积极性下降，同时也导致班级纪律不好。此外，整日面对电脑学习也带来了负面影响：18.5%

的同学承认自己经常在上课时上网、玩游戏、长期闷在电脑房对学生视力、体质也有不良影响。有趣的是：调查中发现老师也还不

适应这种教学方式。很多老师表示在授课时受到限制。  

看来，无论是从施教者的角度还是从受教者的角度，网络教育这种先进的教育形式的发展远远没有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特别



是施教者与受教者的切身感受似乎体现了目前的网络教学体系中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而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从根本

上是由于远程教学体系的设计思路仍然局限于传统的教育体系，换句话说，就是对e-Learning的理解还需要去深刻的挖掘。 

3. 正确解读e-Learning  

笔者认为，e-Learning应该被理解为“信息时代的教与学”，而不应被看作是“信息技术在教与学过程中的简单应用”。《中

国青年报》与上海《青年报》报道的两则案例都是在传统的教学体系中将某些环节中使用到的技术替换为目前比较先进的技术，而

整体的教学系统设计还是沿用原来的已经应用多年的设计方案。 

2000年2月，北京蓝色调查公司首次开展了“为什么选择网络教育”的市场调研活动，并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http://www.cmr.com.cn）作为数据来源。这次调查针对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山东、河北、江苏、浙江、四川、辽宁、河南

共11省市的“网上人大”高中起点和专科起点的本科生，发出问卷5000份，收回2000份。报告对学生的群体构成、动机、目的、疑

点困惑以及网络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发展前景作了具实的分析和总结。从这次调查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选择进行网络学习的人群

中，21-35岁所占比例高达88.83%，20岁以下占3.89%，35岁以上占7.28%。21-35岁这个年龄段对“再教育”的需求最为强烈，所以

对于不同类型的教育，目前的网络教育更加适合于“再教育”，也就是成人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从职业状况看，学员中全日制工

作的学员所占比例为87.33%，这个数字则可以表明，网络教育之所以被看重，是因为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让受教者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接受教育。需要注意的是，“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对前面提到的选择网络

教育的多数人来说，往往意味着“不太重要的时间”和“不太重要的地点”，或者是“比较零散的时间”和“随意性很强的地

点”，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恐怕对于任何一种教育形式来说，效果都未必理想，学员选择这样的时间也说明自身对网络教育未必很重

视，因而教学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此报告还显示，学生把学习时间、地点灵活和国家承认学历分别放在选择网络教育理由的前三

位，分别占到88.90%、70.83%和62.37%，自由掌握学习进度的比例也高达58.80%。网络教育对学员最大的诱惑还是它所带来的方

便，而对学历的追求也是选择网络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通过网络教育，拿到一个国家承认的学历能够比较容易。对选择网络教育

的疑虑，主要则是“能否通过考试并拿到文凭和学位”、“怀疑文凭社会认可度”、“教育实践和考试方式的安排”、“怀疑学习

效果”、“怀疑教学质量”和“自己的适应性”，因此，单独就网络教育模式本身来讲，学员对教学管理、教学效果还是持比较怀

疑的态度。 

4. e-Learning需要教育技术的强有力支持  

信息时代的教育技术不应该局限于在传统教育模式下部分应用信息技术，而应考虑到信息时代受教育者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和时

代对人才的需求情况，重新按照“程序教育”的思想来设计教学系统，这个教学系统也许并不需要过多的高技术，并不需要受教育

者有多么高的信息技术背景。 

如果按照受教育者的层次和对教育内容的需求来分类的话，可以将教育分成针对学龄前儿童的幼儿教育、针对中小学教育的普

及型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信息时代的、以受教者为中心的个性化教育模式应该针对这些教育类型分别进行

设计；即便是针对同一种教育类型，也应该针对诸如受教育者学习目的、信息技术背景、环境因素等等去为一个具体的受教育者或

者群体设计出一个合适的、易于接受的教育系统。 

按照教育工业化的思想，未来的教育产业将更多的使用教育产品来服务受教者，这个教育产品不应该是从生产线上下来的“光

盘课件”或者“某某网络教学系统”这样的成品化的教育产品，而应该是具有很强针对性的教育服务。 

这样的教育服务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仔细考虑目前种种教学系统在实用阶段总结出的经验，可以为未来的教学服务归纳

出如下这些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e-Learning系统的必要条件： 

●         此系统应该是交互的。这里的交互不单纯是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的交互，而应该是围绕受教者、系统中的其它

所有环节与受教者的交互，而且这种交互是高效率的，比如前文提到的“WEB教授”的案例中，虽然在系统中提供了教学双方交互

的可能，但是这种交互对受教者来说是低效率的，而目前其它许多网络教学系统提供的交互比较偏重于受教者与施教者、受教者与

教学资源的交互，而忽视了受教者之间、受教者与教学系统，或者受教者与教学系统所处环境之间的交互。 

●         此系统能够为受教者营造出一个较好的学习气氛。对于普及型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部分课程，一个良好的学习气

氛对于受教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实际中，受教者往往对学习气氛的要求要高于对授课教师的要求。远程教学目前之所以仍然不

能很好的应用于普及型教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远程教学系统无法保证受教者处于一个良好的氛围中去完成课程的学习。因

此，e-Learning若要能够覆盖到普及型教育市场，则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         此系统能够表达多种类型的信息，这些信息除包括文字信息、图形图像信息、视频音频信息等，还要包括例如

情感信息、表情信息、行为信息等等比较个性化，但又比较抽象的信息。 

一名优秀的教师不仅需要具备很强的专业知识，还要具有让受教者容易去接受这些知识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并不是单纯依靠语

言、文字就能够表达出来的，它需要受教者与施教者之间有多方面的沟通。教育工作者的价值之一在于经验的积累，对于具体的受

教者，对于多数的教学内容，很难想象一个课件，一张光盘或者一盘录像带能够体现出一个老教师几十年的授课经验，或者说几十

年来对此门课程的认知规律的理解。 

●         此系统应该具有表达所需教授的知识的能力。这需要系统在设计时不光要考虑到“机械制图”、“高中物理”

这样的课程，还需要充分考虑到“英美文学赏析”、“哲学概论”、“欧洲美术史”这样比较抽象的课程，这一点，传统的教育模



式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高中语文教学中，施教者仅仅依靠一支粉笔、一张嘴、一块黑板、一本书就将语言的深邃内涵表

达给受教者，这种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经历了千百年教学实践的检验，符合认知规律且行而有效。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对于表达

一门课程的信息，不一定非要依靠对受教者的感官刺激，找到一种有效的表达课程信息的方式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         建设这样一个服务系统应该是低成本的，这种低成本对教育产品供应商来说，应该是能够为其争取到比较大的

利润空间，进而能够降低其投资风险，而且能够提高服务质量；而对于受教者来说，教育产品应该在其购买力允许范围之内，这一

点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我国以广播电视大学为代表的远程教学体系，在这一点上要优于现在依靠网络的远程教学。当然，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Internet接入成本正在不断下降，而且，上网所需媒体也不局限于计算机，但是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技术的发

展往往并不体现它们的需求，所以要通过未来的教学系统去实现“全民教育”则必须要强调这一点。 

●         此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也是信息化时代的本质特征之一。需要提出的是，这一点

中的“跨越时间限制”与“实时交互性”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并不是不可调和。在这个必要条件中，跨越空间限制是需要强调的部

分。 

●         教学服务系统从行业上应该受到国家的调控，教育系统中的教学管理部分应该符合一定的国家标准，对教学效

果的评价也应以国家颁布的标准来执行。国家能够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国家政治体制的要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等等，规划

与调整各个教育系统，不管这些教育产品是国有、私有、乃至外资公司生产或者维护的。国家应该具有监督机构，对所有教学活动

进行监控，并裁决教学双方可能产生的纠纷与冲突。 

5. 关于如何实现e-Learning的初步设想  

       要实现完全满足上述几点要求的教学服务体系现在看来并不容易，需要依靠不断的实践与摸索，在大量的经验积累与理论研究

上去总结和创新。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各种层次的教育对上述几点的要求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学龄前儿童教育和普及型教育，对

学习气氛、教学双方的交流等条件的要求是很高的，而对于部分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以及职业技能培训，这些方面的要求则可以略

微降低。同样，不同科目的教育内容，对上述几点要求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此，规划设计一个以e-Learning为核心思想的教学

服务系统，需要针对课程的特点、受教育者的特点以及其它环境因素等，多方面予以考察，灵活运用各种现代化教学技术，构建出

具体的教学服务体系。 

       这个规划设计的大致过程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国家应该对课程的教学效果制定一系列的评估标准，当然也可以由对此门课程

内容比较权威的机构提出这样的标准。国家或者相关机构对教学管理也应提出指导性建议，并有责任进行监督。在建立了一定的教

学效果评估标准的前提下，各个机构与公司即可以按照自己对e-Learning具体表现形式的理解、自己的教学能力和自己的创造性构

思去设计自己的教学服务产品，受教者也可以自由选择具有相似功能的不同服务商提供的教学服务产品。 

       由教学服务提供商独立完成具体的教学服务产品的设计与开发过程，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可以高效率的利用有限的资源，但是

这种“百花齐放”的状态也很容易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等。因此，从行业角度还要对这些能够独自进行

教学服务产品开发的机构或者公司做出一定的管理或者限制，也可以针对部分需要规模化建设的环节，以合作的形式统一进行开

发，比如教学资源库的建设。 

       在有了统一标准和全局管理的前提下，各个开发商可以将精力集中到一个具体产品的设计环节中去，并尽可能的按照一个以e-

Learning为核心思想的教学服务系统的各项特征去不断完善、强化自己的设计或者改进自己对客户的服务。 

6. 结束语  

e-Learning是一个抽象化的教育理念，它代表着信息时代教育的核心思想，即以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艺术为

基础，以受教者为核心，强调受教者自觉去享受教育服务。现在，正处在传统教育理念转向e-Learning的过渡阶段，一方面，不能

忽视各种使用先进教育技术的教学实践，另一方面，还要基于多年对教育技术的研究去设想应该如何将e-Learning具体化，去服务

广大受教者，振兴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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