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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定制终端的开放教育数字学习
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以国家开放大学八一学院数字学习资源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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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在为国家开放大学八一学院提供数字学习资源的出版与服务过程中，逐步探索基于固定终端的

数字学习资源的出版与服务模式。针对特殊固定客户群而言，相对于业内大多数出版社所采用的开放式移动学习终端的学习

模式，“学习终端+ 数字出版与服务平台+ 数字教材资源”这种基于固定学习终端的模式有其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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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远程开放教育、编辑出版。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数字化学习与教育的普

及，如何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行之有效的数字

学习资源的应用与服务模式，是很多教育类出版社共

同面对的问题 [1]。就现状来看，数字资源的应用主要涉

及三个关键节点：数字资源、数字出版与服务平台、

学习终端。随着移动终端的日益普及，相对于学习终

端而言，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更愿意在数字资源的研发，

以及平台的搭建上倾注资金和精力，往往采用“数字

出版与服务平台+数字教材资源”这种开放式学习终

端的模式 [2]。

2015年，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出版社）

数字化学习资源云服务平台及支撑体系建设项目获得

财政部专项资金支持。2016年，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原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八一学院（以下简称八一学院）

的需求，出版社开始尝试基于固定终端的数字学习资

源的建设与应用。截至 2018 年，出版社累计向八一学

院士官学员提供平板电脑约 3.5 万台，满足了 3.5 万

名士官学员的学习需求。在此过程中，出版社在 “学

习终端+数字出版与服务平台+数字教材资源”模式

下提供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一、士官学员的学习特点与需求

八一学院由原总参谋部和国家教育部于 2000 年 8

月 1日批准组建，它是以现代信息技术做支撑，依托

国家开放大学成立的直属学院，由中央军委训练管理

部职业教育局主管，按照全军士官培训总体规划的要

求，利用优质的国民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学模式，专

门面向全军官兵开展远程教育的高等院校。

以远程开放教育的形式为士官提供学历教育并非

我国独有，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开放大学都承担着这项

职能。八一学院自创建以来一直是国家开放大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 2000 年以来，八一学院已在全军建立

教学站点 1580 个，形成了以学院为基地、遍及全军各

军兵种的士官远程教育体系；先后有 24万余名士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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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固定终端的数字资源学习模式

综合分析士官学员的学习特点，出版社反复论证，

提出了“学习终端+数字出版与服务平台+数字教材

资源”这种基于固定终端的数字资源学习模式。

（一）学习终端

对数字资源的应用，目前大多数出版社采用开放

终端的模式，但是在士官学员的特殊的学习环境下，

这种模式并不可行：一是很多士官学员在部队期间被

限制使用手机；二是有的士官学员服役地区地处偏远，

没有网络。所以，只能给学员配发统一的学习终端，

并且要将数字学习资源预置到终端中。另外，固定终

端还可以解决资源的兼容性问题，并最大限度地保证

数字内容版权。基于这些因素，我社联合某电脑厂商，

为八一学院定制了平板学习电脑——“士官远程教育

学习机”。

在平板电脑的具体配置方面，主要考虑两点因素：

一是数字资源的运行要求，二是生产成本。要既能够

满足学员对内置数字学习资源的学习需求，又能最大

限度地降低学员购买终端的经济成本。正是基于这种

思考，2017 年，我们首批定制的平板电脑基本配置如

下表所示。

加培训，在籍学员 10万余人。

为士官学员提供教材等学习资源的研发、出版、

服务工作一直是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的重要职责。随

着国家开放大学“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以学习

者学习为中心，集网络学习空间、网络学习课程、网

络学习支持、网络学习测评、网络教学团队和网络教

学管理于一体，相互关联、融合、贯通，全面支持在

线人才培养的工作流程与模式）的推进，八一学院全

军军事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士官学员对国家开

放大学教学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传统纸质教材的弊

端日益明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纸质数量多，体积大，不适合学员野外驻训

期间存放与使用。和其他高校的教学要求一样，学员

需完成一定的学分才能毕业、拿到学位。因此，学员

要根据教学计划使用必修与选修课程的教材。以金融

管理（专科）专业为例，在纸质教材模式下，一名士

官学员学完所有课程，大概要购买使用教材 30本，这

会给士官学员在野外训练时造成一定的负担，同时在

军营存放也会占用一定的空间。

（2）在配送方面，边海防等边远教学站点接收教

材周期长、速度慢，影响学员正常学习进度。虽然士

官学员遍布我国各地，近年来随着图书生产周期的缩

短。物流速度的加快，大多数教学站点基本上都能够

达到课前到书的要求，但是仍有部分边海防等边远教

学站收到教材的时间没有保障。尤其是教材到各站点

后需二次分发，一旦出现漏发、错发，很难保证按时

接收，有的甚至在临近考试才拿到教材。

（3）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士官学员对教材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开放教育的传统学习资源配置模式是“线

上+线下”，即通过电视、网络观看教学视频，再结

合线下的纸质教材辅助学习。这种模式目前对士官教

育而言至少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视频资源与纸质教

材分离，士官的作息时间和学习环境，很难保证两种

资源的高度结合；二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有些地

区的士官学员无法正常收看到视频课程。另外，随着

教育信息化与数字出版的发展，士官学员对数字产品

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这些因素都要求我们在教材的

内容和形式方面要有所突破和创新。

表 1   “士官远程教育学习机”主要配置参数表

序号 项目 明细

1 CPU 64 位，4核

2 运行内存 2G

3 内置存储 32G ROM

4 系统 Android

5 显示屏 8英寸，1200×1920

6 电池容量 4000mAh

7 材质 塑胶

（二）数字出版与服务平台

开放云书院是我社 2015 年研发的数字出版与资源

服务平台。它基于云存储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为学

习者和教育培训机构提供集数字资源查询、预览、订

购、交易、下载、推送、配送、学习于一体的在线服务，

支持离线学习和在线状态下的信息交互，支持学习记

录的云存储以及跨终端的云同步，并借助移动客户端

扫码功能实现数字化学习资源服务与传统图书服务的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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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开放云书院已经成为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

面向开放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提供数字化学习

资源的主要工具。平台主要功能包括：

（1）一个平台，一个网站，三种版本的客户端

（Android、iOS和Windows），适应国家开放大学多

种终端的使用需求，支持随时随地学习。

（2）以课程为中心，集成全媒体数字教材、

EPUB数字教材、课程视频、复习指导、试题库、课

件等多种数字化学习资源，支持多种常见技术格式：

DPUB、EPUB、PDF、PPT、Word、MP3、MP4、

JPG、PNG 格式。

（3）基于AR( 增强现实 )技术，为AR图书提供

三维、二维、音频、视频动画资源增强应用。

（4）支持多种订购及服务方式：在线购买；线下

结算，后台配送给指定用户（群）；扫描图书所附二维码，

获取数字化学习资源包。二维码的应用，根据选题策

划可以一册一码、无限授权或有限授权。

（5）支持在线下载、在线测验、离线阅读，笔记、

阅读记录云端同步。具有版权保护功能，并限定学习

终端的绑定数量。

（6）支持CP用户（如出版单位）和教学机构两

类单位用户的管理及服务。对于CP用户，提供资源管

理和统计功能；对于教学机构提供商品购买、学员管理、

资源配送等功能。

（7）开放云书院同时也支持纸质图书的销售。

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八一学院的需求，在学习机的

生产阶段，我们已将开放云书院直接预装到平板电脑

之中，学员无须另行下载。

（三）数字化学习资源

根据八一学院各个专业的招生情况，我们按专业、

课程，将相应的数字资源预装到开放云书院中。这些

资源主要包括教学大纲、数字教材、视频课件、模拟

试题、形成性考核册等。其中，核心资源是数字教材。

国家开放大学体系数字教材的设计与开发始于

2012 年，它以课程标准和课程核心内容为基础，在传

统纸质教材的基础上，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以科学

直观的图、文、声、像、影进行教学内容的全媒体呈现，

加大交互功能的设计与使用，比如拖拽、匹配、画廊等，

同时兼顾文字阅读和音频听闻的互补，使教学内容更

加丰富、易学，让学习变得更为生动有趣。最大限度

满足远程开放教育的学习需求，我们称其为“全媒体

数字教材”，归纳起来，它至少有如下特点：

（1）内容丰富。与纸质教材相比，全媒体数字教

材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具有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多元

化、开放性的资源体系。数字教材既有传统教材所包

含的内容，也有重难点分析、典型案例、课程教学大纲、

在线答疑、测试评估等扩展性教学资源，这些内容与

模块可根据需要调整、组合，实现内容的无限延展和

组织重构，从而提高数字教材的使用价值。

（2）形式多样化。与普通数字教材相比，全媒体

数字教材集合了文本、音视频、游戏等多种形式，根

据内容属性与特点来确定呈现形式。数字教材的呈现

形式应遵循多样化原则，努力使教材更加情景化、动

态化、形象化，可利用移动学习、富媒体数字出版和

云服务等领域的前沿技术，依据教学需要和学习者的

学习需求，对教材内容进行富媒体编排和交互设计，

增强视觉效果。

（3）注重学习者体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注重体

验式学习方式，强调知识与学习主体的互动联系，注

重学习者的深入参与，强调自我的感悟与发现。因此，

数字教材应注重学习者的学习体验，适应学习者的学

习习惯，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同时，在教材各内

容模块的设计、界面菜单的设置及各类菜单、按钮等

的设计上除了注意美观，更要体现较强的灵活性和便

捷性，方便学习者使用。

三、结论

自 2017 年试点启动以来，这种“学习终端+数字

出版与服务平台+数字教材资源”的模式在八一学院

已经推行了两年的时间，涵盖了法学本科、法学专科、

行政管理本科和行政管理专科等 12个专业，得到了部

队官兵的一致认可和好评，使数万名士官学员在不脱

离岗位的情况下顺利进行数字化学习，配合线下的学

习支持服务，大大提升了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对于学习者而言，“学习终端+数字出版与服务

平台+数字教材资源”这种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模

式对服务特定群体具有先天的优势，如一站式解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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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学习问题，避免资源不兼容问题等。但随着数字技

术的进步以及大众数字阅读习惯的养成，大众的数字

阅读和学习习惯也将出现差异化，这种模式对读者的

个性化服务明显存在短板 [3]。另外，这种全链条的数字

出版与服务的模式对出版单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既要做好内容，又要做好平台，还要做好硬件支撑，

这对大多数出版单位而言并非易事。同时，我们也要

注意到，随着这种固定终端数字学习模式应用的逐步

深入，平板电脑的售后维修，数字资源的内容更新等

问题也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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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viding the publishing and service of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for Bayi college of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explores gradually 

the publishing and service model of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based on fixed terminal.As to fixed 

special client group,the model of“learning terminal+digital publishing service platform+digital 

textbook resources”based on fixed learning terminal has its own originality,in contrast to the 

model of open mobile learning terminal adopted by most publishing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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