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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 U-Learning 环境下开发数字教材的必要性及面临的困境
陈艳宁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已经步

入了“数字化”时代，基于新的媒体工具

和媒体形式相结合，以及新媒体技术与

教育相整合而产生的新的学习方式——

泛在学习 (Ubiquitious Learning，简称

U-Learning) 倡导时时处处学习，让学习

变得无处不在。未来的学习是数字化学

习，而教材数字化是其基本要素之一。基

于泛在学习的理念，开发数字教材，适

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愈显其必要性与紧

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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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U-Learning 的含义

U-Learning (Ubiquitious Learning，泛

在学习 ) 又名普适学习、无缝学习，指无

处不在的学习，是一种任何人可以在任何

地方、任何时刻获取所需的任何信息的学

习方式，是指学习者可以在任何地方随时

使用手边可以取得的科技工具进行学习。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各类便携

式数字终端日渐普及，并且其应用日益成

熟，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学习

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合适的时间、地

点，借助于适当的工具，获取自己所需的

信息成为可能。在这种环境的驱使下，教

材的数字化迫在眉睫。

二、数字教材的发展形态与现状

这里需要首先指出的是，教材数字化

不等于教材电子化，简单地将课本以多媒

体形式呈现的电子教材只是数字教材的最

初级形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教

材。数字教材的建设应当基于一个动态的

学习平台，这个平台可以将课堂与网络、

教学与管理紧密结合，进而促使以教师、

教材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向动

态的、及时的交互学习模式转变。

当然，电子教材是数字教材发展的第

一个阶段，是传统教材出版向数字教材出

版转变的过渡。在这方面，新加坡首先做

出表率，于 1999 年开发了集存储、记载

和阅读信息资料为一体的电子课本。爱丁

堡大学出版社于 2006 年，对 PDF 格式的

电子教材进行了尝试并成功推出了 PDF
格式的电子教材。截至目前，爱丁堡大

学出版社实现了 50% 的教材为电子教材。

2006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关政府部

门邀请出版商提交对于历史和社会学科新

教材建议，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商——培

生教育集团提交了一份开发数字化课程的

建议，并给出了一份完全数字化的课程方

案。自 2009 年秋季学年开始，加利福尼

亚州在全州的高中开始淘汰纸质教科书，

取而代之的是在线电子版的数学和理科教

科书。2007 年，韩国政府开始研究制定

推广数字教科书相关计划，20l0 年部分

中学的个别课程开始采用数字教材授课，

2011 年韩国全国范围内的小学、初中、

高中正式推广 CD 形式数字教材。

我国关于数字的研发起步较晚。大约

在 2001 年，我国以北京、上海、大连、

深圳四个城市为首批试验点，进行电子

教材的试用研究，这一时期由于受经验不

足、技术不完善、传统教学习惯等因素的

影响，关于电子教材的试验在声势显赫之

后很快便悄无声息。2010 年 9 月，我国

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中国基础教

育电子教材发展战略调研，开展了“我国

电子教材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研究结

果表明，电子教材的开发和应用是教材改

革的必然趋势，电子教材的普及将有助于

消除数字鸿沟、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

公平。

目前，在我国多媒体光盘和电子书在

大众出版领域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地读者

的青睐，但在教材出版领域，数字出版尚

处于试验阶段。无论学校还是出版社，都

纷纷开始了对数字教材的探索。

三、U-Learning 环境下实现教材数字

化面临的困境

要实现教材数字化，不能只停留于对

发展趋势的探讨，当务之急是对具体学习

环境下数字教材的核心特征进行深入剖

析，使数字教材的发展朝着工具通用化、

教材平台化方向发展。我国《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中提出要“加快信息化进程”，数

字教材的研发和推广正是响应这一政策的

举措。

要使教材内容实现数字化，需要对教

育资源进行采集和创作、对教育资源进行

数字化加工、对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和分

类。学习资源的呈现形式应是多种多种

多样的，可以是音频、视频、文本、游戏

等多种形式，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

求、学习兴趣和学习习惯，即针对不同学

生的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数字教材产品

或服务。目前，数字教材的开发面临诸多

困境。在数字教材内容开发方面，内容趋

同，缺乏创新性和特色，内容的整理碎片

化，缺乏系统化构建，教材内容与技术的

融合度较低。

四、总结

本文首先阐述了 U-Learning 的内涵，

并分析了在 U-Learning 环境下开发数字

教材的必要性，然后阐述了数字教材发展

的形态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发

数字教材的困境，具体的开发模式和标准

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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