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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旨在初步建立 LSMS的系统观。文章简要介绍了 LSMS设计理念

及其捉山竹景，明确了 LSMS的系统观内涵，即平台的功能与功能组织。其次，

基于国内 30个典型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的内容分析，结合 Web2.0理念和关联

主义学习理论等，借鉴扎根理论方法，对教学支持系统三个层次（门户、个人

空间、课程空间）的首页面功能及功能组织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归纳，并列出

了相应的后台管理系统功能，最终形成了以服务为主线的平台功能框架。最

后，文章提出了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的服务功能框架，并对教学支持系统的外

部功能组织进行了优化设计和发展趋势分析，初步形成了 LSMS的系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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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介绍



　　（一）ISMS设计理念及其系统观

　　1.LSMS设计理念

　　我国远程教育目前正处于网络教育阶段，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以下简称

“平台”）作为网络教、学和管理的支撑环境，是网络教育的重要基础。近年

来，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快速发展，对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增强对大规模

学生学习的支持，适应新业务需求，提高远程办学机构服务质量和整体竞争

力，国内学历远程教育机构急需进行现有平台的升级换代。先进的信息技术为

平台的设计、开发与部署提供了更好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先进的理念指导，

平台的升级只能是修修补补。设计理念是平台升级换代的核心动力，它直接决

定了软件系统的设计思路和软件产品的质量。

　　国外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的设计理念经过了 LMS（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CMS（Learning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LAMS（Learning 

Activity Management System）三个阶段的发展，三者整体上是一个逐步深

入、完善的过程，各有不同的侧重点。LMS侧重于系统的管理和报告；LCMS侧

重于学习内容的细化，即以学习对象的形式存储、投递和管理课程资源；LAMS

侧重于学习活动的细化，即对学习管理中的学习活动进行序列化设计，以促进

学习者与课程资源之间建立更好的连接。目前，大多数平台是三者的整合。



　　然而，国外平台设计理念并不适用于我国远程办学机构，国外

Blackboard、Moodle等平台在我国网络教育学院的应用情况可以明显说明这一

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①LMS、LCMS和 LAMS都是定位于课程层面，而不是

围绕整个入学到结业的专业学习过程或终身学习过程展开，是以课程的学习活

动为主线，而不是以专业学习或终身学习的服务为主线，难以满足国内学生的

在线学习需要；②三者主要管理业务是围绕课程学习活动的教学管理，对学校

层面的教务管理、校园管理等的支持不够，不能满足我国远程教育机构教学教

务管理的需要；③最后，由于主要关注于课程学习活动，在服务的个性化、情

景化等方面的支持不够。

　　以学习内容或学习活动为主线显然无法对国内远程办学机构的平台功能进

行统筹规划与系统设计，我国平台的升级换代需要更高一层次的主线。为此，

笔者基于国外平台设计理念，结合系统理论、关联主义学习理论、现代服务理

论和人本主义思想，根据国内远程教育在线教学的实际需要，提出了 LSMS

（Learning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学习服务管理系统）设计理念旧。

LSMS以服务为主线，强调服务的系统化、个性化、社会化、情境化和智能化。

　　2.LSMS的系统观

　　以服务为主线设计平台，优点有三：①有利于围绕服务进行平台功能的系

统结构设计，把握重点，实现功能协同，节约开发成本，提高平台性能；②有

利于围绕服务实现功能的关联、集成，优化平台功能，提高平台的可用性；③



有利于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好的服务支持，适应国内远程教育实

际需要，提高平台的有用性。因此，LSMS强调从系统结构、人文优化和成本效

益三个方面考虑软件系统的设计，是为 LSMS的系统观、人文观和效益观。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任何系统都是由元素及其之间的关系组成，对应到平

台就是功能和功能之间的组织，这是平台系统设计的基础内容，也即本文所提

出的 LSMS的系统观。作为软件系统，平台的功能组织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方

面：在具体网络页面中呈现出来的外部功能组织，和在软件内部的模块结构、

数据接口关系。软件组织结构直接关系到平台模块间的协同运行能力、平台的

稳定性和平台模块的可扩展性等。目前，松散耦合的组件结构是较为常用的软

件开发方法，它有利于提高软件自身的开放性和扩展性，方便进行软件系统的

升级与维护，从而降低平台的升级、维护成本。

　　限于篇幅，文章重点讨论平台功能框架及其外部功能组织（以下称“功能

组织”），确立 LSMS平台的功能框架及其各层次首页面的功能组织，初步形成

LSMS的系统观。

　　（二）研究过程及方法

　　目前，国内远程教育机构主要是 68所网络教育学院和 1个电大系统，这些

远程教育机构都已经建设有自身的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本文将对这些平台进



行抽样选取，对典型平台功能及功能组织进行内容分析与统计，以服务为主

线，归纳平台共有的服务及其对应的学习活动与功能，形成平台的功能框架。

　　其中，以服务为主线的平台功能归纳将借鉴扎根理论方法，逐个登录典型

平台，分析、统计其各类功能；同时，编码的过程是基于内容分析的数据，人

工操作，能够更好地把握分类、归纳的依据，进一步削弱了由计算机自动编码

而导致的技术取向。

　　内容分析的单元抽样方法及类目选取过程如下。

　　1.抽样的方法

　　首先，参照学科分类国家标准（GB、T13745-92）和对国内 133所研究型、

研究教学型大学的分类及其介绍，并结合所开设的学科门类比例，本文将 68所

网络教育学院划分为五类。

　　其次；将网络教育学院所在地区划分为京津、华东、华北等七个地区。

　　最后，实施抽样。抽样既注重合理抽取不同类型学校，又注重地区分不均

衡，依据规则是：①同一地区有多所学校时，随机抽取；②专业类院校主要根

据地区进行选取，同时兼顾同一地区不同专业院校的均衡。根据以上原则，最

终抽取 29所网络教育学院，列表如下。



 

　　上述网络教育学院中，东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采用的是奥鹏的远程教

育平台；在此基础上，加上电大在线，共 30个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基于以上

选取，保证了 30个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的代表性。

　　2.类目的选取

　　以上 30所远程办学机构的平台系统可整体划分为两大部分：面向学生的教

学支持系统，以及面向各类管理人员（教学教务管理员、资源管理员、系统管



理员、校外学习中心管理员等）和教师的后台管理系统。本文主要对平台的教

学支持系统进行内容分析。

　　以学生账号登录平台，从访问顺序来看，平台教学支持系统有三个层次，

门户、个人空间和课程空间。通过初步内容分析发现：①建设有这三个层次的

平台数量分别是 30、30、19，这三个层次具有普遍性；②教学支持系统的所有

功能都分布在这三个层次的首页面，这三个层次具有教学支持系统功能的完整

性；③虽然三个层次间的功能栏目存在一定的重复，但三者的功能各有侧重，

其首页面的功能组织方式各不相同，三个层次具有相对独立性。

　　因此，教学支持系统可以划分为上述三个层次。内容分析的类目是门户及

学生个人空间和课程空间三个层次首页面的功能及其组织。各层次具体子类目

以笔者对已有的平台研究成果为参考，如门户层次的类目包括学院简介、学习

中心、学院新闻、学院公告、招生入学、个人空间登录等，个人空间类目包括

自入学到毕业的个人信息、邮箱、登录信息、选课、考试预约、论坛、作业、

毕业论文等，并进一步结合初步的内容分析来确定。

　　下文将对国内 30个典型平台的教学支持系统进行内容分析，统计、分析、

归纳其三层次首页面的功能与功能组织；在此基础上，以服务为主线，借鉴扎

根理论方法，归纳教学支持系统的功能框架，以及对应的后台管理系统功能框

架；基于人机交互理论，对平台功能及功能组织进行优化设计，初步形成 LSMS

的系统观。



　　二、教学支持系统功能及其组织的内容分析

　　本部分主要对典型平台教学支持系统三层次首页面的功能及其组织进行内

容分析，对各层次首页面的功能进行归纳；对各层次首页面的功能组织方式进

行归纳，基于人机交互理论对各种功能组织方式进行优缺分析，为以服务为主

线的平台功能框架及功能组织优化设计提供基础。

　　（一）门户栏目及其组织

　　门户是整个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的外部公共环境，其内容核心不在功能，

而在信息服务。因此，本文主要对门户的栏目、职能及其栏目组织进行内容分

析和统计。

　　1.门户栏目与主要职能

　　下文将对 30个典型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的门户页面进行对比分析，对其门

户页面中的栏目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对相近功能栏目进行编

码，对其门户模块和职能进行归纳，形成表 2。



 

　　从整体来看，门户网站职能有 3类：面向社会的招生与宣传，面向学习者

的全方位校园服务和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的内部登录通道。门户体现的是面向

社会和学习者的大众化特点。其具体的页面模块有 9个，详见表 2一级编码。

　　2.门户常见栏目分析



　　本文将对应平台数量在 10（总数 1、3）以上的栏目看作常见栏目，将对应

平台数量在 20（总数 2、3）以上的核心栏目。从表 4可以看出：

　　从具体栏目来看，招生入学、学院简介、学习中心、学院新闻、教务公

告、技术支持、帮助咨询和个人空间登录是核心的门户栏目。定性来看，学习

中心通常不作为独立栏目，而是放置于招生入学中，方便各学习中心学生联系

报名。

　　从门户模块来看，除专题栏目外，其他门户模块对应课程数量均在 20（总

数 1、2）左右。可见国内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门户整体职能和主要模块的建设

情况十分类似，仅在具体栏目上存在明显差异。

　　从门户职能来看，招生宣传、校园服务和登录通道的常见栏目数量分别为

6、7和 2。可见，招生宣传、校园服务是目前门户网站重点建设的职能。对于

登录通道，由于与学生在线学习活动有关的内容大多集成在学生的个人空间

中，因此门户中主要提供个人空间登录和专用系统两个常见栏目。

　　3.门户栏目组织

　　本文进一步分析门户的页面栏目结构，发现其结构主要有两种：三栏结构

和二栏结构。除 2个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没有门户外，统计得出三者数量分别

为 15和 13。结合定性分析发现，少数门户建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门户内容



划分逻辑不清晰，没有将相近的内容集成，造成内容布局混乱；二是门户中内

容存在大量重复，同一功能栏目在门户中多次出现。

　　根据上文的分析归纳，笔者认为，门户中页面结构采用三栏结构较好，自

左至右依次为招生宣传、校园服务和登录通道内容，其优点有三：一是从整体

上体现了招生入学、校园服务和登录学习的过程；二是将相近的功能栏目进行

了归类集成，减少了功能栏目建设的重复，也使得门户内容更加清晰、简洁，

提高了门户的可用性；三是以校园服务为门户内容重点，有利于营造校园氛

围，突出以服务为核心的理念。

　　（二）个人空间功能及其组织

　　1.个人空间功能

　　个人空间是学生个人学习、交流、管理的工作室，其内容围绕学生个人进

行组织，集中体现了平台对于学生在线学习活动的支持。以下对 30个平台的个

人空间首页面的功能进行统计归纳，得表 3。



 

　　由于下文将进一步对整个教学支持系统的门户、个人空间和课程空间的功

能进行归纳编码，因此这里不作进一步的归纳。

　　2.个人空间功能组织

　　个人空间首页面的功能组织有 4种，分别是目录树结构，板块结构，课程

列表结构，以及方类目加目录树结构。四者对应平台数量分别为 14，5，5，

6。结合定性分析来看：



　　板块结构也即将上述功能根据类别分列为不同的页面板块。板块结构通常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功能都放置于个人空间首页面，保证了功能的完整、直

观性，但首页面由于功能多而显得凌乱；二是个人空间采用多层结构，保证了

个人空间首页面的简洁，但是需要弹出多层子页面。

　　课程列表结构将个人空间首页面的内容分为课程学习与个人学习事务两大

块，上方提供课程学习列表，包括课程、作业、论坛等内容，可直接点击相应

内容进入学习；下方提供学习事务相关链接，如个人信息、选课、个人学籍、

个人缴费信息、考试信息等等。

　　类目加目录树结构通常将个人学习事务有关功能合并为“个人工作室”类

目，将课程学习有关功能合并为“课程学习”类目；个人空间首页面上方的

“个人工作室”和“课程学习”类目可以切换，下方左侧提供两者相应的具体

功能目录树。这种结构通过上方类目切换的方式，将个人事务性活动与课程学

习活动分开，保证了各自目录树内容的简洁。

　　目录树结构与第三种结构类似，但该结构将所有功能栏目都置于同一目录

树中。该结构可系统呈现所有平台支持功能，也能通过多层次目录树对功能进

行分类，能给予用户个人空间首页面的稳定感。目录树结构目前采用最多，但

部分平台的目录树结构在内容划分上缺乏逻辑，容易造成用户使用上的混乱。



　　笔者认为，目录树结构和类目加目录树结构是比较理想的个人空间首页面

组织结构。但前提是要根据某一主线，进行功能类别划分，从而给予用户清晰

的使用脉络，提高平台的可用性。

　　（三）课程空间功能栏目及其组织

　　1.课程空间功能栏目与主要内容

　　从上文整体层次分析可知，有 19个远程教学与管理平台提供课程空间，这

些课程空间一般是通过个人空间首页面中“我的课程”（课程列表功能）栏目

进入。下文对这些课程空间首页面的功能栏目进行统计归纳，见表 4。



 

　　从表 4可见，课程学习空间内容主要包括课程信息、课程内容学习、辅导

答疑、好友交流、课程学务管理和课程学习帮助 6类，其中后 3类与平台门

户、个人空间内容重复，前 3类是课程空间中的重点。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

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925220032001011322

https://d.book118.com/925220032001011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