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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以三门远程学习课程的教材开发为案例，探索优质远程成人学习教材的设计方法

与开发方法，并形成了工具性的教材模板，用以引导和规范当前远程学习教材的编写。本研

究是国家开放大学（原中央电大）最早关于交互式文字教材的试验性研究。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调研、比较分析、基于设计的研究方法。其中基于设计的研究方法

是本研究的主要方法。它非常重视设计开发与实践应用相结合，是采用“逐步改进”的设计

方法，把最初的设计付诸实施，检测效果，根据来自实践的反馈不断改进设计。本研究对该

方法的应用体现：教材设计模板形成 1.0 版本后，开发两门课程教材，然后形成设计模板 2.0

版本，再开发一门课程教材，收集该教材的使用反馈。 

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远程学习教材关键要素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1） 远程教育学习者学习行为及其对教材的设计要求研究。通过文献调研，对中央

电大学习者的访谈调研，了解成人学习者对教材的学习需求，并了解他们对当

前学习教材的使用感受和意见，从中分析远程学习教材的设计需求。 

（2） 比较分析国内外已出版的不同学科的成人远程教育教材（包括四种电大教材），

总结优秀教材在关键要素设计上的共性特征和设计方法。 

2. 教材编写模板研究。 

（1） 通过文献，了解国内外远程教育机构的教材设计方法、评价标准与相关工具/

模板，尤其是对国际组织“学习共同体”（the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的

ODL 模板设计原理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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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据关键要素研究成果，对照国内当前远程教材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逐个地

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法，继而把方法和要求写入教材模板中，形成远程印刷学习

教材的设计模板 1.0 版本。 

3.教材开发与模板改进。 

（1） 第一阶段开发。按照教材编写模板 1.0 版开发教育技术学两本教材《教学资源

的设计与开发》、《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 

（2） 根据教材开发经验对模板 1.0 进行改进，形成模板 2.0 版； 

（3） 按照编写模板 2.0 编写学前教育学教材《儿童发展问题的咨询与辅导》。 

  

二、 结论与对策 

（一）远程印刷教材的设计思路与关键要素 

通过文献分析以及电大的实践经验来看，远程学习的印刷教材与传统的印刷教材不同在

于，它应该达到这样的目的，即学生在得不到教师帮助的情况下，也能够从教材获得满意的

学习体验。不论是何种形式的教材（印刷教材、音视频媒体、在线课程），远程学习的教材

都要给学生一种包含虚拟教师的感觉。打开教材，学生感觉有一位虚拟的教师在为自己服务，

引导自己完成各类学习活动，这也是远程教材“交互性”的重要体现。因此远程学习教材要

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学科本身的内容，二是含有教学引导功能的导学内容，这部分对教材

具有“交互性”的重要保证。二者之间在教材中有时候可以分开，有时又是融合在一起的。 

 

 

图 1 远程印刷教材的两类基本内容 

1.学科内容 

学科内容的编写上，远程印刷教材与普通高教教材的要求并无二样，除了系统性、科学

性外，也追求应用性，以例子和活动使学习者把理论放到真实情境中体会内涵。当然，相对

来讲，成人学生对实践应用情境和案例更加渴求。同时，由于他们是带着自身已有的经验来

学习，因此远程印刷教材在举例阐述、设计学习活动时需要让学习者的经验加入进来，这样

能够加强学习者本人与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促进知识的应用与内化。 

2.导学内容 

通过导学内容引导学生学习，这是远程印刷教材区别于普通高教教材的地方，也是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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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性”的重要保证。远程印刷教材的导学功能，可以通过多种设计实现，包括添加导学模

块、语言表达、图形标志等方式，很多学者总结了这方面的设计。 

基于 COL 提供的教材模板，结合电大学生的调研需求，经过对台湾远程教育教材、香港

中文大学教材样本的分析，课题确立了在本次教材开发中列入教材模板的整体设计思路、设

计要素和一些写作上的特殊要求（见图 2、图 3）。包括全书的教材使用指导、对话式写作风

格，每章学习目标、知识导览（可选）、章后小结，穿插于正文中间的学习活动、媒体链接、

知识提示等小模块设计。这里我们分别介绍教材整体思路以及几个关键要素（教材使用指导、

学习目标、作业设计、导语、学习活动）的设计。 

 

图 2  远程印刷教材导学内容设计 

 总体设计思路：建构性一致设计 

本次教材以“建构性一致设计”为总体设计思路。 “建构性一致设计”是连通学习项目

规划、预期学习目标确定、评价标准以及相应的评价活动背后的基础性概念。“建构性一致

设计”有两方面要义；（1）学生是从自己动手做中进行意义建构来学习的；（2）根据学习成

果来安排学习活动。简单地说，它要求在设计一门课程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学习成果”

设计，接着应该设计课程的评价任务。最后，就是设计学习活动和学习内容，它们将帮助学

生发展和提高学习成果中设定的知识与技能。可以看出，“建构性一致设计”非常重视学习活

动对学习的意义，与本课题研究思路是一致的。在本研究中，我们也称这种先设计评价任务

再设计内容和学习活动的设计称为“逆设计”。 

 
图 3 本研究教材总体设计思路：建构性一致设计 

  

 关键元素一：教材使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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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分，要非常耐心地告诉学习者本门课程的内容概要、学习目标，以及对教材每一

组成部分进行介绍，使学习者对教材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同时还要说明学习者在学习本课程

之前应具备的知识、技能、经验（包括计算机知识与技能），建议的课程学习方法等。 

 关键元素 2：学习目标 

远程教材的学习目标写给教学者看，也写给学生看，尤其强调学生能看懂，让他们明白

学完之后该达成或努力的方向。如果学生无法明白，目标的作用就被大大削弱。而要让学生

明白，就不能用“了解”、“理解”、“掌握”这几个比较模糊的、无法检验是否达成的目标动

词。而应该用具体的动词来引述目标。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推荐主编使用布鲁姆教育目标与

行为动词（详见教材模板）。 

 编写教材时，全书确定学习目标后，就需要总体规划与这些目标对应的内容、学习活

动、考核作业、其它学习资源等，形成一个整体的规划。每章内容也是如此设计。 

 关键元素 2：考核作业 

按照“建构性一致设计”的思路，在确定学习目标后，我们就必须清楚要如何评价我们的

学生。要确保评价任务能够清晰地反映课程的学习成果目标。最简单的方式是，为每一个学

习结果设计一个评价任务，但在实践中，一个评价任务往往会涉及不止一个学习成果。 

 关键元素 3：学习活动设计 

学习活动设计是远程教材最具特色的地方，是教材是否具有“交互性”的关键评判指标。

对远程学习来说，学习者与学习材料之间的交互是影响学习质量的三大交互之一。 

学习活动是针对特定学习目标，为了学生自主学习搭设的脚手架，是由若干学习步骤及

资源加工方法组成的。其主要目标是引导学习者积极思考，或者让学习者应用所学去解决问

题，让他们“动”起来，掌握学习内容的深层意义。当然在教材中安排学习活动也有诱发学

习者的学习兴趣的目的。 

本研究要解决什么时候加入学习活动、学习活动什么样子、如何设计一个学习活动。 

首先是“什么时候需要加入学习活动”。我们根据编辑专家以及各学者的研究成果，建

议主编在教材中的以下地方安排学习活动： 

1．该学习目标或知识点较为重要； 

2．在课文容易引起误解之处; 

3．内容要掺入学习者个人的经验或体会; 

4．在需要变化活动性质, 以维持学习者的兴趣时; 

5．在一个段落结束需要综合整理时。 

在本研究中，我们研发了学习活动的设计模板，具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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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 1 [在此插入 学习活动 1 标题 ] 

活动目标：[在此插入 活动目标 ] 

活动时间：[在此插入 完成活动所需时间 ] 

活动步骤： 

[在此插入 步骤 1 ]  

[在此插入 步骤 2 ] 

[在此插入 步骤 3 ] 

…… 

活动反馈：[正确答案]或[解题思路或答题要点]或[提供完成活动相应资料] 

------------------------------------------------------------------------------------------ 

  

 关键元素 4：写作风格 

学者们一致认为远程教材应该采用“谈话式的语言风格”，尽量使用第一人称而不是第

三人称，尽量使用简单的词语, 注意语言的通俗易懂。比如使用“上面我们通过……现在你

可以开始做……”、“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你发现存在的问题了吗?”等等类似语

气。这种风格有助于学习者感觉到书里有“教师”在引导自己，有助于减少独自学习的孤独

感。 

三、 成果与影响 

本研究研发的远程印刷教材设计模板后经进一步改进，现已在国家开放大学所有专业的

教材编写中进行应用。本研究的教材设计思路与模板也可以适用于其它形式的远程学习资源

的设计，比如在线课程的设计，其原理是相通的。 

四、 改进与完善 

在本研究中，教材模板经历了 1.0 版本和 2.0 版本的发展。最初的 1.0 模板，由于没有

开发经验可参考，只列出了教材的关键要素，没有详细的原理说明和样例，各元素的结构也

不是很完整，可操作性不强，编写过程中主编对各元素的理解不能完全到位，出现编写“变

形”的地方。经过 2 门课程的开发，课程组对模板 2.0 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完善了整个模

板的结构，对教材前辅文、正文、后辅文的元素进行了全面考虑，尤其对学习活动的模板进

行了修改，增加了各元素的编写说明和样例。经过改进，基于 2.0 版本的模板更具可操作性，

开发出来的教材更具交互性。 

五、成果细目 

成果细目如下表。课题负责人为教材《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开发》、《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

的教学设计者，为这两门课程的教学负责教师，负责教材开发整个项目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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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者 

成果

形式

成  果  名  

称 
字数

出版或

发表时

间 

出版单位

或发表刊

物名称、 

期号 

刊物

级别 

（CS

SCI/

核心

等） 

获奖

或转

载情

况 

决策

采纳

1 
林秀钦、

王跃等 

教材

模板

远程印刷教

材设计模板

1.0 版 

2000 2010.11 内部资料    

2 
国家开

放大学 

教材

模板

远程印刷教

材设计模板

2.0 版 

2500 2011.8 内部资料   
全校

推广

3 
余胜泉

主编 
教材

教学资源的

设计与开发
28.4 2011.3 

中央电大

出版社 
   

4 
黄荣怀

主编 
教材

数字媒体技

术与应用 
22.6 2011.8 

中央电大

出版社 
   

5 

钱志亮、

曾阳煊

编 

教材

儿童发展问

题的咨询与

辅导 

37.5 2011.12

中央电大

出版社 
   

6 
王跃、赵

宏 

期刊

论文

远程印刷教

材模板的功

能及作用 

 2011.12
中国远程

教育 

中文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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