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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远程教育管理涉及的教育模式和管理内容，并给出了基于CERNKI'． 

Internet网络环境下的初步实施方案，并阐述了如何实现www 服务嚣对数据库的高效访 

问和系统的安垒等有关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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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是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新一代教育技术。利 

用远程教育，广大受教育者可突破传统教育在教育资源(师资、教材、实验和演示设备等)和 

教育方法(统一进度、集中式和单向传授等)方面的限制，实现优秀教育资源和教育方法不受 

时问和空间等约束地共享，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时间情况安排自己的学习 

计划和学习进度，实现传统教育无法做到的“个性化教育”；同时，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文本、 

图形／图像、音频和动画等多种媒体进行交互，从而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教育质量。因此，远程 

教育为普及教育 实施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提供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 

计算机网络的日益发展，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及其他一些网络已开通并与国际互连 

网(Internet)连通，加之以程控交换机为基础的公共电话网的普及率不断提高和有线电视广 

播网的覆盖率越来越广，为开展远程教育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 

远程教育管理技术是远程教育系统得以实现的关键之一，它把分散在各地的教师、学生 

和课件等管理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灵活、有效的组织和协同配合，进行多种教育模式及 

各类信息管理，形成完整的远程教育系统，使网上虚拟学校得以实现。 

l 远程教育的模式及其管理 

远程教育系统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攻关)计划一计算机网络及其应用关键技 

术研究的一个专题，目前正由国家CERNET中心组织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多所院校，按 

远程教育技术、远程教育课件技术和远程教育管理技术等子专题联合攻关。笔者主要讨论在 

远程教育技术和远程教育课件技术等已具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高效管理，使远程教育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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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和高效实施。远程教育管理系统与传统的常规教育管理系统(如教务管理、学籍管理 

等)相比，既有许多相同之处，又有其特殊性 首先，远程教育在教育模式上与常规教育有着 

较大差别，所以须先分析远程教育中不同教育模式的特点，然后针对不同的教育模式分别建 

立管理模型和实施相应管理。 

远程教育由三种教育需求因素决定，即：单点(包括同一地点一群受教育者)或多点提出 

学习请求；教学过程是接受式的非交互式教学或讨论式的交互式教学；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 

在现场(终端前)开展面对面的教与学或学生自选课件独立学习，即教学是实时或非实时的 

因此根据上述需求因素可归纳出远程教育的8种教育模式。 

模式 1 t单点交互实时教学 

该模式是授课教师与单个站点的学生进行交互式现场教学，包括如启发式教学、讨论 

课、答疑、习题讲评等。 

模式 2：单点交互非实时教学 

该模式是单个站点的学生通过多媒体课件进行交互式学习，学生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 

和教师进行有限的对话和交流 

模式 3：单点非交互实时教学 

该模式是教师与单个站点的学生进行现场单向式教学，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而不能提问， 

这类似传统的课堂教学。 

模式 4：单点非交互非实时教学 

该模式是单个站点的学生选择课件自学，不能提问和讨论，类似选择教材自行阅读。课 

件可以是多媒体课件，也可以不是。 

模式5：多点交互实时教学 

该模式是授课教师与多个站点的学生进行交互式现场教学，多个站点的学生和教师间 

以及各站点学生问能进行讨论、交流等。 

模式 6：多点交互非实时教学 

该模式是多个站点的学生通过多媒体课件进行交互式学习，多个站点的学生和教师间 

以及各站点学生间能进行讨论、交流，但不是现场实时的。 

模式 7：多点非交互实时教学 

该模式是教师与多个站点学生进行现场单向式教学，或称广播式现场教学 

模式8：多点非交互非实时教学 

该模式是多个站点的学生选择课件自学，不能提问和讨论。可选择相同课件，也可以是 

不同的课件。 

远程教育系统的学生、授课的教师，各类课件、系统管理员等对象以及各种教育模式下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都应当进行协调管理，使系统既有较好的开放性、灵活性，又具备高效 

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经充分调研、分析，将管理内容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对象的管理 

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其进入远程教育系统学习，需经历从人学、学习、考试到毕业的过 

程，与此相应，系统需对该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实施管理。 

2)教师对象的管理 

教师作为远程教育系统中教学活动的参与者，需由系统聘任后方可进行教学，系统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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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量及教学效果给付教师报酬，故对教师的管理涉及聘任、注册登记、教学考核及报 

酬计算等环节。 

3)课件对象的管理 

课件是远程教育系统中的重要教育资源，这是管理的又一对象，远程教育系统中的课件 

需不断补充和更新，在使用过程中，还须对其·陛能作出评价，因此对课件的管理主要有课件 

的认证、使用 隋况及评价。 

4)系统后台的管理 

系统后台管理主要有系统设置信息包括专业、课程、课件、各种费用、权限的设置和调 

整，系统管理员需对注册帐户、权限提供安全性管理及对数据库提供更新、备份、恢复等一致 

性管理。 

系统将整个管理框架分成入学、学习、考试、毕业、教师管理、课件管理、教务管理七大部 

分进行详细分析和设计。对不同模式下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学习部分： 

· 对非实时教学，系统根据教务管理库调用相应的教学课件呈交学生，通过浏览器进 

行学习，并对学习过程进行记录j 

· 对实时教学，在网络连接建立下，教师和学生都在现场(终端前)开展面对面的教与 

学，所以系统管理较简单，只需对教学过程进行记录，作为学生和教师考核依据； 

· 对交互式教学，系统提供E一Ⅱ1ai1和船s等交互工具，使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可 

进行交流和讨论 

2 系统模块设计 

嘲鳓鳓 请者提供反馈信息。 I ll ll ll 1}■ll I 1 l 11ll：l ·交费审核 查看该用户是否已缴 l}IlR̈ I1．1}主Il 1 1 『1 Il§l 入学费
，从而决定申请是否成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http://www.cqvip.com


108 重庆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通知：以E—Mail等方式告知学生考试安排和考试成绩。 
· 试题生成：对学生申请考试的课程，从蔼库中生成考试题(标准或非标准题型)。 
· 考试实施：提供将试题传到各考点和从考点收集学生试卷两大功能 

· 评卷：对标准题根据题库中标准答案 自动阅卷，而非标准题能让相应教师进行人工 

评卷，并将成绩人档。 

3)毕业模块 
· 毕业审核：对学生的学分(必修及选修)是否修满及学习记录进行审查，判断是否达 

到毕业基本要求。 
· 毕业通知：以E-l~il或其他方式通知毕业审核合格的学生 
· 毕业生入档：将毕业审核合格的学生信息存入毕业生档案信息中，并从学生基本信 

息中删除该学生。 

4)教学模块 ·学习申请：提供学生申请学习课程的表格，并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 资格审查：对申请学习者进行课程交费否判定。 
· 模式选择：当同时有几种模式教学时，提供申请者选择某种教学模式的功能 
· 教师选择：当同一课程有多个教师开课时，提供申请学习者选择某个教师的功能。 
· 教学记录：记录学习和授课情况，以备教师工作量计算．学生毕业审查等使用。 
· 教学交互：对交互式教学，提供 BBS、共享白板、E-Mail等交互功能。 

5)教师登记模块·BBS招聘：以BBS方式张贴教师招聘表，并收回合格的招聘表 
· E-Mmil征询；以E-Mail方式向教师征询是否愿意开设某些课程 
· 资格审查：对教师资格进行审查，看是否达到合格水平。 
· 建立档案：建立合格教师的基本信息档案及其课程教学安排 

6)教师考核模块 
· 教学评定；根据教学调查表，对教师教学进行等级评定 

·工作量统计：根据授课记录计算教学工作量 
· 报酬计算：根据教学评定及工作量，计算教师报酬。 

7)课件征用模块 

· BBS征集：以BBS方式征集课件：张贴征集课件表格，并收回表格 
· E-Mail征集；以E-Mai!方式征用某个课件 
· 课件审查；对课件进行合格 ， 

性审查，以决定是否采用 
· 建档：对采用的课件建立相 

应的课件档案信息 

8)课件评价模块 
· 等级评定 ：根据学生调查 

表对课件进行等级评定。 
· 时间统计 t根据学习记录 

计算课件使用时间，以便付费等用。 

9)系统管理模块 
图2 系统管理模块功能图 

· 介绍：提供站点、专业、课程、教师、课件等方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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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对专业课程、课件、费用(人学、课程)、用户权限、考试时间进行设置 

· 维护：提供系统重要数据备份、数据恢复、运行 日志、数据更新、查询和统计等功能。 

3 系统实现方案 

由于远程教育系统基于CERNKr和Internet／Intranet，所以采用 Client／Server体系结构。 

系统设计方案如图 3所示： 

图中的客户端抽象为三类：接受教 

育的学生、授课的教师和远程进行管理 

的管理员。所有的客户端只须一个标准 

的浏览器，如 Netscape公司的Navigator 

或[~crosoft的 htcrnet Ex~omr等，通过 

唧 (超文本传输协议)便可访问远程 

教育 的 www Server 这 种 Browser／ 

Server实 际 上是 一 种分 布 式 Client／ 

Server体系结构 通过 Mail Server和 

BBS Server，可实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 

学生问的交流和讨论，为具有交互性和 

实时 性的教育模式 提供支持。通过 
图3 系统设计方案图 

www服务器访问本地或远程应用服务器上的课件实现多媒体交互式教学0]。 

系统涉及管理内容和管理信息繁多，且需进行较为复杂的操作如查询、删除和更新等， 

通过数据库服务器(MS SOL SERVER)，简化对学生、教师、课件和管理等信息的开发和维 

护，并以一系列严格的规则和约束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实现高效和可靠的访问和管 

理。客户端的所有行为都是面向www 服务器的，系统的管理则是通过 www 服务器对 

SOL Server的高救访问来实现的 

系统的 www 服务器采用 Microsoft的 IIS 2．0，其 Httpo&~．dll提供了数据库互连能 

力。通过它编写DLL的www应用程序，可与Java结合起来，具备线程安全，且效率高，利 

用其扩展部分 IDC可建立更复杂的wwW 应用 IDC的工作原理是：客户端的 HTML的 

FORM格式输人请求数据库操作条件，调用www服务器上的．iDC脚本 对数据库进行操 

作 (query、insert、update等)，操作结果按．htx脚本规定的格式输出 HTML页，返回到客户 

端口]。因此这种方法只需编写．IDC和．HTX脚本，实现简单方便。 

Internet是一个开放的网络、安全性差，因此在基于CEtLN~ 、lnternet的远程教育系统中 

必须解决开放性与安全性之间的矛盾，使系统既有良好的开放性，又有较强的安全性，防止 

非法人侵，防止数据被非法篡改、破坏和泄密等。主要采用以下技术保证系统的安全 

1)身份验证 

用户申请某种服务时，经过两级合法性检查t首先检查是否是系统中注册的合法用户， 

然后再检查该用户是否具备使用请求服务的权限，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两种合法身份，才能得 

到相应的服务。 

2)使用SSL(Secure Socket Layer，安全套接层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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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是在 TCP／IP上实现的安全协议，采用公开密钥技术，客户和服务器可以安全的 方 

式通信，支持加密、验证和签名’。 

3)控制用户对数据库的访问权限 

首先通过 Windows NT 4．0控 制对，idc和．htx文件 的访 问权 限，限制 匿名访 问 

(AnonymousAccess)，同时，在．idc中可显式指明允许访问的用户和访问口令。 

4 结束语 

本文对基于 CI~NE-'T．Imemet的远程教育系统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归纳总结出远程教 

育系统的8种教育模式，及各种管理对象和涉及的管理内容，提出了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和若 

干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法。作为“九五 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攻关)计划一计算机网络及其应用 

关键技术研究的一个专题，目前正在该方案的基础上，按软件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需求 

分析和概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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