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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媒体时代远程教育对数字化教材
的需求

（一）全媒体时代远程教育学习者的特点。

1.学习过程的交互性。任何学习过程都有交互

过程，相对于传统教育在教室中师生面对面的交

互，远程学习通常是学习者与各类学习资源之间的

交互。这种交互是一种间接的交互形式，特点是教

师从台前到幕后的过程，是通过学习资源将教师与

学习者进行连接的过程。

2.学习场景的泛在性。不同于传统学校教育，

远程学习不局限在某一个物理的学习空间，而是在

一个更加广泛的学习环境下进行学习。因此，远程

学习是一种泛在学习，即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下完成

学习的形式。学习场景的泛在性特点，要求远程学

习资源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学习者在不同学习环

境下对教学内容和学习形式的需求。

3.学习媒介的多样性。由于远程学习更多依赖

于学习资源，同时学习者所处的学习环境差别很

大，因此，远程学习媒介的形式必须多种多样，既

要有适合不同学习终端的学习资源，同时还要有适

合不同学习场景的学习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

地调动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方便学习者在任何环

境下进行学习。

（二）数字化教材在远程学习中的作用。随着教

育技术的发展，数字化的学习资源在各类教育中都

发挥着重要作用，远程教育也不例外。通常而言，

网络学习课程是远程学习的重要学习方式和资源，

学习者各种学习行为都是基于网络来完成。与之相

适应，数字化的教材也应该是远程学习的重要资

源。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网络课程已经在远程教育

中得到普遍应用，但是数字化教材还处于探索过程

中。学习者在远程学习时，使用的还是传统的纸质

教材，这也与远程学习的特点不相适应。数字化教

材在远程学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泛在学

习环境下，使学习者摆脱了传统纸质教材携带不方

便的弊端，充分利用各种移动端设备的灵活性，使

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目前的数字化教材建设，已经引起了业内各界

的重视，中小学教育、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

（相对于远程教育而言，后文中统称为传统教育）都

在纷纷研究数字化教材出版问题。从现有文献来看，

还很少有专门针对远程教育中的数字化教材的建设。

实际上，从数字化教材在学习中的重要程度而言，数

字化教材在传统教育中发挥着“锦上添花”的作用，

而在远程教育中则起到“雪中送炭”的功效。

二、数字化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数字化教材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交互性设计。很多人认为所谓的数字化

教材，就是将原来的纸质教材进行数字化，即通过

大量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形式，将学习内容

进行呈现。实际上，数字化教材的设计，不仅是一

种资源呈现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教学理念的改

变。突出的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被动学习，转向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主动学习方式。然而，目前的数字教

材还停留在纸质教材内容搬家的阶段。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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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的设计过程中，还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学

习者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没有与教师交互的过

程。尤其在远程在线学习的环境下，这种设计结果

就是学习者学习的热情大幅下降，学习者在通过数

字化教材学习过程中，通常会产生孤独感，缺乏学

习过程中的陪伴感。

2. 缺乏情境性设计。作为一种数字化学习资

源，在时空隔离情况下完成学习者与教师的交互，

恰当的情境必不可少。但是目前的数字化教材，缺

少学习者学习过程中带入感，其结果是学习者学习

内容的陌生感和恐惧心理增强，短时间内很难进入

学习角色。由于远程学习者的学习环境相对比较复

杂，学习者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学习的连续

性相对较差，这些都会使学习者的学习集中力降

低。如果数字化教材缺乏情境化设计，则学习者很

难进入学习角色，有效的学习活动难以真正实现。

（二）数字化教材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数字化教

材的设计和应用都是数字化教材建设中的问题，而

且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在传统教育中，数字化教材

的应用问题不是重点，因为它本身就是课堂教学的

一种补充。然而，在远程教育中，数字化教材是各

种学习资源的一种，与其他学习资源一起共同为学

习者服务。数字化教材的应用问题涉及数字化教材

与其他学习资源如何配合，在学习者学习中扮演什

么角色，适应什么类型的学习者等问题。现实中，

人们往往重点关心数字化教材的设计问题，但是忽

略了数字化教材的应用问题。往往是为了设计而设

计，由于没有考虑到将来如何应用，所以教材在设

计时目的性不强，最后使用效果也不理想。

三、数字化教材建设的基本思路

（一）数字化教材建设的基本原则。

1.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原则。一是强调够用性，

切勿过度开发。数字化教材过度增加的内容，无形

中加重了学习者的学习负担。最后的结果是不仅不能

减轻学习者的学习难度，反而会增加学习者的学习负

担。防止数字教材的过度开发，其实质在于数字化教

材不是原来纸质教材的内容搬家，而是对原来纸质教

材形式的再设计和内容的再加工，是原有纸质教材的

精炼和升华。二是强调实用性，切勿哗众取宠。数

字化教材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源形式，目前还在摸索

中。由于缺乏固定的设计形式，所以大家充分发挥

自己的创造性，设计出各具特点的数字化教材。无论

何时，都要以实用性为最重要的目的，否则，只会华

而不实，成为供人观赏的“花瓶”而已。三是强调

有用性，切勿一厢情愿。数字教材和传统纸质教材

的不同点在于从教师为中心的讲授过程变成了帮助学

习者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数字化教材的

建设者就不能“一厢情愿”，而是要站在学习者的角

度，考虑如何提升数字教材的有用性，使学习者能够

非常方便地理解教材中的内容。

2.多种学习媒介相融合原则。作为众多学习资

源的一种，数字化教材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它不是

远程学习的唯一方式。因此，要结合远程学习各种

学习资源的特点，进行课程学习的一体化设计，使

各种学习资源发挥自身特点，且彼此之间相互融

合，构建一个完整的学习资源体系，构造一个数字

化学习的生态体系。

（二）数字化教材建设中注意的几点问题。

1.注意不同角色人员的相互协同。数字化教材

涉及从设计到开发再到应用的多个环节，要由教

师、教学设计、媒体设计、技术以及策划等不同角

色人员共同参与完成。不同角色的人员之间要相互

协调，组成一个数字化教材的开发团队。只有这

样，才能将整个教材的建设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彼

此之间相关联系，共同提升数字化教材的质量。

2. 保持数字化教材开放性的特点。数字化教材

无论在设计还是在后期开发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开

放性的特点。所谓开放性，既要吸纳不同类型的人

员甚至包括学习者参与其中，同时还包括评价体制

的开放，后续要不断进行内容反思和不断进行更

新，只有这样，教材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才能

不断提升自身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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