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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研 究 背 景 研 究 问 题  

• 针对模糊目标下的生成课程，课
程内容主要来自实践案例知识体
系不清晰类课程如何进行课程开
发？ 
–该类课程开发的理念/价值取向是什么

？ 

–该类课程需要怎样的课程开发方法技
术，以及这些方法技术如何组织的，

即课程开发模式是怎样的？ 

–在职业技能训练（实训）同时进行生
成课程开发，课程怎么就生成了？ 

• 实践的需求 
–实战内容的多变性与课程设置的稳

定性，以及教师知识的专业性和实
训内容的综合性的矛盾。 

• 理论的需要  
– 目前的课程开发都是针对知识体系

清晰的内容进行的，针对模糊目标
下的课程开发模式还是空白。 

– 目前没有真正的从实践及其参与者
中获取经验、并梳理出知识生成一
门课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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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概念 

是指依托设计的活动和资源，在网络教学过程中汇聚学员经验动

态生成的课程。这里的经验包含概念内涵、经验案例、资源链接

等；除包含传统课程的结构还包含课程讨论区、博客、wiki等师

生提供或共同创造的内容。它适合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员学习。 

网络环境下
生成课程 

包含：生成课程开发理念（课程观、学习观等）、灵活合理的过程

步骤及关键流程对应的工具与规则的支撑。这些是我研究的这类生

成课程开发模式主要内容。也就是除了理念、流程合理还有对应工

具规则的支撑。 

生成课程
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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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联通主义理论、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职业教育课程理论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理念/价值取向 课程开发模式 

• 高等/职教课程价值
取向 
 

• 生成课程价值取向 

• 高等教育课程开发模式 

•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模式 

• 生成课程开发模式 

课程开发技术 

• 课程开发方法 

• 课程开发工具 

• 大数据提供的方法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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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课程开发的理念/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课程 

• 不同模式的理论基础都带

着那个时代的背景； 

• 数字化时代的联通主义理

论促成新的课程开发理念； 

生成课程 

• 知识≠知觉 + 记忆 + 理解 

• 课程存在于自发性与计划

性的平衡之间 

• 幼儿的学习利用环境主动

建构知识的过程 

(陶西平, 2014; 范元涛, 2014) (张华, 2000; 张相学, 2007;徐国庆,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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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课程开发模式 

• 高等教育课程开发模式 

– 课程开发的目标模式 

– 课程开发的过程模式 

– 高校课程开发的PDCA循环模式
(宋立公 & 徐磊, 2007) 

– 课程开发技术化模式(杨开城, 2004, 
2007, 2011) 

•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模式 

– 国际劳工组织的模块技能培训模式-MES 

– 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代表的能力本位课程开发模
式-CBE 

– 学习领域课程开发模式 

– 基于角色分析的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模式(郭炯
,2010) 

都是基于已经有清晰的知识体系，或者基于工作过程确定岗位清晰的课程。 

• 生成课程开发模式 

– 见下屏 

它比较适合在线环境下生成性知识的学习，而不是
固定内容知识的学习，需要在师生共同努力之下进
行交互建立学习内容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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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课程开发模式：生成课程开发模式 

• 生成课程的相关研究 
– (H. J. Seitz, 2002; Kashin, 2007; 阳燚, 2006) ) 

• 已有生成课程的实践 

– 北京大学《教育技术学基础》BOOC、北京

师范大学基于学习元《教育技术新发展》

、武汉大学《方言与中国文化》MOOC；(

郭文革, 2009;  余胜泉, 万海鹏, & 崔京菁, 2015) 

– 超越了幼儿教育领域生成课程的范畴，伴

随着联通主义的发展在网络环境下有了新

的外延。 

• 生成课程的模式 

(H. Seitz,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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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phi-专
家调查法 

– 对研究协调者的素质要求较高，需要研究协调者首先给出一个初始的方案 

– 受制于研究协调者初始方案的高度和专家的“权威效应” 

2.3课程开发方法技术 

Dacum法 
– 8-12个能力领域*6-30项技能。头脑风暴明确目标，总结相近能力项、归纳成教学模块 

– 没有考虑工作过程，能力点之间缺少联系，也没有对能力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因此其能力
分析非常表层 

Bag法 
– 同DACUM法相似，以召开实践专家研讨会的方式分析典型工作任务 

– 采用了整体能力观，同时又关注了能力的发展历程，操作步骤上亦相对简便 

社会角色分
析方法 

– 引入角色分析作为确定需求的角度 

– 活动理论的引入，使得分析过程非常复杂繁琐，不便于实际操作 

知识建模方
法 

– 知识建模图 

– 针对是知识体系清晰类课程采用知识建模技术可开发“易理解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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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课程开发方法技术 

• “大数据”提供的方法和工具 

 “结构与演化”、“群体与互动”、“信

息与传播”(方滨兴等, 2014) 

 学习者行为（Sna），话题发现 

社会网
络分析 

数据挖
掘EDM 

 内容分析、文本挖掘 

课程
提炼 

 以SQL语句配合DSS（DATA SCIENCE 

STUDIO），同时进行规则（方法技术）

整理 

社会网络分析的行为互动规
律和话题发现是“生成课程”
结构的重要组成。 
 
 
数据挖掘出的实训生成课程
资源是课程内容的重要构成。 
 
 
课程提炼理清知识点的关系
是下一轮生成课程开发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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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文献总结：两类课程的比较 

  传统课程 网络环境下的生成课程 

结

构 

以纸媒书页为基本单位；无超链接，只能线

性前后翻页；线性与树状结构，有严密的逻

辑与层级关系 

以网页为基本单位；有超链接、可跳转；网状与

三维立体结构，无严密的逻辑与层级关系 

形

式 

以文字为主，可有图片；以实物形式存在；

传播受距离与空间限制 

图文并茂、多媒体（除图片外、还有音视频、动

画等）；以数字形式存在；传播不受距离与空间

限制 

技

术 

传统课程开发方法 传统方法、“大数据”提供的方法和工具 

模

式 

不能自动生成；内容由专家学者共同确定；

相对比较稳定； 

可根据活动或指令生成；内容可由学习者参与提

供；不断迭代的模式； 

其

它 

完整的、结构化的知识体系 可以是不完整的、未结构化的知识碎片;不断精炼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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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文献总结：网络环境下的实训生成课程 

学习不依托于传统的学习管理系统，主要依赖于web2.0

时代提供的新的工具，理论基础依赖联通主义理论 

课程内容在学习中不断生成，课程内容本身比较前沿（比

如新的犯罪），这些必须依赖一线实践者经验 

没有非常确定的学习结果和固定的内容知识，通常也没有
正式的评价，课程开设起初的目标并不明确，随着课程的
开展，旧的内容被淘汰，不断有新的内容丰富进来。 

− 超越了幼儿教育领

域生成课程的范畴 

− 伴随着联通主义的

发展在网络环境下

有了新的外延 

(Cormier, 2008;  

Kathleen Dunawa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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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理论基础：联通主义影响下课程结构的变化 

传统课程结构(G. Siemens, 2011) 联通主义的课程结构(G. Siemen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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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理论基础：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职业教育课程理论 

(姜大源,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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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研究目标 

研究目标 

针对模糊目标下的生成课程，课程内容主要来自实践情境

（如真实案件）知识体系不清晰类课程，以在实训教学中

生成一门面向应用领域的课程为载体（实践目标），研究

这类课程开发的流程及课程生成的规则并完善实训生成课

程开发模式（理论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既实现了实训教

学又实现了课程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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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 平台环境的搭建（环境） 
− 实训生成课程开发的活

动的要素、框架的构成
（活动） 

− 案例材料的解剖与设计
（资源） 

生成课程理
念理论基础 

课程开发实例
的教学迭代 

3.2研究内容 

课程生成结果分析
与生成规则研究 

− 平台数据及环境分析
与资源的提炼 

− 活动数据的分析 
− 知识的提取与课程生

成规则的研究 

实训生成课
程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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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研究方法 
研究者和实践者

分析实践问题 

用一个理论方案

开发解决方案 

在实践中评价和

检测解决方案 

整理数据并反思，

产生设计原则 

对问题、解决方案和方法的修正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方法 

• 明确实训生成课程开发的理念或价值取向 • 文献研究 

• 通过预研究，明确实训生成课程开发的模式假设 • 文献研究，专家效度 

• 选择一门课程进行迭代研究并进行数据分析与挖掘 
• 统计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

文本分析等 

• 总结课程生成的规则并探讨实训生成课程开发模式 • 量的研究和质性研究 

(Reeves, 2000; 王文静, 2009; 杨开城, 2013; 杨南昌, 2007; 祝智庭, 2008; Anderson & Shattuck,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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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6 05 04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形

成这类课程的开发理念

与价值取向。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采

用专家效度构建此类课

程开发的流程。 

在预研究中初步整理课程

生成的规则，并对构建的

实训生成课程开发模式请

专家进行评价、修正。 

根据生成课程的研究结
果，进行讨论与反思。 

在实例课程开发生成中统

观迭代研究的数据，通过

课程提炼方法，生成活动、

资源和网络，从而生成一

门课程实例。 

选取一门课程进行3轮迭

代研究，如实记录全过程，

把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

的过程可视化、具体化和

可操作化。 

 

3.3研究方法：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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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数据细目指标  

平 台

记 录

的 数

据 

登陆访问、资源活动 
次数、时间、频度、行为、

停留时间 
统计分

析 
模块：论坛、wiki、

作业、资源、博客、

标签、信息、小组 

浏览、添加、修改、删除、

订阅、上传 

活 动

分 析

得 到

的 数

据 

社会联通 

出度、入度（联通情况） 
社会网

络分析 
互惠性、中间中心性（相

互影响情况） 

经验反思 指标来自论坛博客编码 

内容分

析 信息汇聚 

案例（文本或多媒体） 

概念或特定称谓 

工具或链接 

论文或简报等 

其它意群或效度分析 

协作创新 

学生深入讨论的内容 问卷访

谈、研

究反思 

教师进行的领域知识建模 

其它争议性内容 

提 取

生 成

的 数

据 

概念及内涵、经验及

评析、案例及活动、

资源及链接、核心参

与者 

五个概念、十个案例及评

价、一个课程的结构和框

架、若干链接和工具等 

各类规

则、课

程提炼 

平台数据 

活动数据 

生成数据 

3.3研究方法：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数据 

来源1 

数据 

来源2 

数据 

来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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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举例 

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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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举例 

 
活动数据 生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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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实训生成课程模式构建 课程培养目的

课程准备/预设

课程实施/生成

资源与链接

案例与经验

关系与数据

课程/活动设计

课程反思/提炼

找核心参与

提取好经验

凝念新概念

筛资源链接

循环不断优化

（教学过程=

课程开发过程）

工具

任务

步骤

选择优案例

反思佳活动

选择平台

制作资源

上传活动教学观 

教学过程也是

课程开发过程 

学习观 

学习即链接

(Siemens, 2006) 

环境观 

社会性软件支持

的网络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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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模式构建：教学实施的关键步骤 

课程实施生成的关键步骤 



Page 27 Research  Center of Distance Education  

3.5开发实例和平台环境介绍 

课程开发
实例介绍 

课程平台
环境介绍 

 

−实践技能训练教学中生成的一门

“网络侦查”实战课程 

−持续了三年，共计几百名学员 

−在课程生成的过程中，课程的具

体目标越来越明确，课程内容越

来越丰富；教师在对该课程内容

的组织以及评价上越来越准确。 

− Web 1.0的资源传递技术、Web 

2.0的互动技术和功能、整合增加

Web 3.0的功能 

−主要功能包括网站管理功能、学

习管理功能、课程管理等；其中

课程管理中有论坛、测验、资源、

投票、问卷调查、作业、聊天室、

Blog和Wiki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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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轮教学迭代的过程 

2013-第一轮迭代 2014-第二轮迭代 2015-第三轮迭代 

− 学员：153名 
− 获得：11+2个案例的剖析；

3种网络技战法；2个综合分
析，1个资源链接 

− 反思：一线重视网络技战方
法，对于web2.0普遍都有兴
趣。 

− 学员：137名 

− 获得：3+3个案例的剖析；

8种网络技战法；3个大案

分析 

− 反思：一线公安典型的技

战法，离不开信息化侦查

措施，包括查证现场的监

控、通讯、网络等。 

− 学员：37名 
− 获得：10个案例的剖析；

2种网络技战法；1个综合
分析；1个资源链接 

− 反思：刑事破案中单一的
手段是不行的，一些公安
局已经开始了从网上作战
到全息作战、合成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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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第一轮实施与发现 

总结发现各地公安机关对于网上作战的战法更加
重视。不仅在标签“网络技战法”张贴的数量上
（见凝练新概念一节），而且每个大组都自发地
对各小组的案例进行了合并和总结，梳理出来了
好几个典型的网上作战方法。 



Page 31 Research  Center of Distance Education  

4.1第一轮模式修订 

课程培养目的

课程准备/预设

课程实施/生成

资源与链接

案例与经验

关系与数据

课程/活动设计

课程反思/提炼

找核心参与

提取好经验

凝念新概念

筛资源链接

循环不断优化

（教学过程=

课程开发过程）

工具

任务

步骤

选择优案例

反思佳活动

选择平台

制作资源

上传活动

课程培养目的

课程准备/预设

课程实施/生成

资源与链接

案例与经验

关系与数据

课程/活动设计

课程反思/提炼

找核心参与

提取好经验

凝念新概念

筛资源链接

循环不断优化

（教学过程=

课程开发过程）

选择优案例

反思佳活动

选择平台

制作资源

上传活动

选择教学目标

分配学习小组

设计学习活动

确定内容框架
选择任务

选择工具

设计步骤

拟定评价方案

模式构建 第一轮后 

增
加
了
完
整
教
学
设
计
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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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第二轮实施与发现 

发现一线公安机关已经完全离不开信息化
侦查措施，迫切需要对前面2轮生成课程
《网上作战》到《web2.0与网络技战法》
进行归纳总结。研究者提出了核心参与者
的条件，细化了“选择优案例”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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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第二轮模式修订 

第二轮后 
课程培养目的

课程/活动设计

课程实施/生成

资源与链接

案例与经验

关系与数据

课程准备/预设

课程反思/提炼

找核心参与

提取好经验

凝念新概念

筛资源链接

循环不断优化

（教学过程=

课程开发过程）

选择教学目标

分配学习小组

选择平台

制作资源

上传活动

选择优案例

反思佳活动

设计学习活动

确定内容框架
选择任务

选择工具

整合资源

设计步骤

拟定评价方案

调整为
从课程/
活动设
计开始 

课程培养目的

课程准备/预设

课程实施/生成

资源与链接

案例与经验

关系与数据

课程/活动设计

课程反思/提炼

找核心参与

提取好经验

凝念新概念

筛资源链接

循环不断优化

（教学过程=

课程开发过程）

选择优案例

反思佳活动

选择平台

制作资源

上传活动

选择教学目标

分配学习小组

设计学习活动

确定内容框架
选择任务

选择工具

设计步骤

拟定评价方案

第一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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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第三轮实施与发现 

课程组织者与核心参与者凝练了新的概念“合成作
战”；对于“新型网络技战法”、“综合战法”的经
验进行了分析提取；对于课程中过时的案例进行剔除
补充本轮新的案例；对本轮课程新的资源如论文等进
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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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第三轮模式修订 

第二轮后 第三轮后 课程培养目的

课程/活动设计

课程实施/生成

资源与链接

案例与经验

关系与数据

课程准备/预设

课程反思/提炼

找核心参与

提取好经验

凝念新概念

筛资源链接

循环不断优化

（教学过程=

课程开发过程）

选择教学目标

分配学习小组

选择平台

制作资源

上传活动

选择优案例

反思佳活动

设计学习活动

确定内容框架
选择任务

选择工具

整合资源

设计步骤

拟定评价方案

调整为
从课程/
活动设
计开始 

课程培养目的

课程/活动设计

课程实施/生成

资源与链接

案例与经验

关系与数据

学生

教师

课程准备/预设

课程反思/提炼

找核心参与

提取好经验

凝念新概念

筛资源链接

教师、学生

核心参与者

循环不断优化

（教学过程=

课程开发过程）

选择教学目标

分配学习小组

教师

教学设计人员

选择平台

制作资源

上传活动
教师

选择优案例

反思佳活动

设计学习活动

确定内容框架
选择任务

选择工具

整合资源

设计步骤

拟定评价方案

将人员角色丰富到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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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三轮教学迭代的过程：课程实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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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第四轮生成课程开发（待实施） 

从网上作战到信息化合成作战 



Page 38 Research  Center of Distance Education  

三轮课程的生成紧贴时代前沿，已经逐渐丰富，受到了课程

参与者与学校同仁的好评；但因为实战内容的多变性，这类

课程没有成熟态，只有将成态。 

迭代研究的实践改进 

迭代研究的理论改进 

完成了实训生成开发模式中流程步骤的检验修订，部分完成

了技术工具和活动方法的完善和丰富。 

运用这个模式进行课程开发还需要方法技术的支撑。 

4.5三轮迭代研究的目标实现情况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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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1 问题的提出 

0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03 研究设计与模式构建 

04 课程实例的教学迭代 

05 实例课程的开发生成 

06 研究结果与讨论 



Page 40 Research  Center of Distance Education  

5.课程实例的开发生成 

找核心参与者 

− 核心参与者的生成 

− 作用与讨论 

凝练新概念 

− “网上作战”概念
举例 

− 凝练概念工具及方
法小结 

选择优案例 

− 优秀“网络技战

法”案例举例 

提取好经验 

− 举例周俊军工作

方法 

筛资源链接 

− “网络神鹰工具”
筛选举例 

− 搭建内容组织框架
的讨论 

反思佳活动 
− 活动实施的反思 

− 选择活动任务演变 

− 提过学习工具、资
源的演变 

生成课程的
相关数据 

课程的生成 

网络的生成 

课程提炼的方法 

资源的生成 

活动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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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活动数据获取的维度 

活动 行为分析指标 社会网络分析指标 内容分析指标 
问卷、访谈、知识建模、

研究反思等 

社会联通 
讨论区、博客、信
息、小组（浏览、
添加） 

出度、入度（联通情
况）；互惠性、中间中
心性（相互影响情况） 

    

经验反思 标签、博客（次数）  论坛博客编码指标   

信息汇聚 

论坛、wiki（浏览、
添加） 

  案例（文本）、案例（多
媒体）、概念或特定称谓、
工具、链接、论文或简报
等、其它意群 

效度 
作业、资源（上传、
订阅） 

协作创新 资源（浏览、订阅）
学生深入讨论的主题或
内容 

学生深入讨论的主题或内
容 

概念及内涵 

教师进行的领域知识建模
或总结ppt 

经验及评析 

其它争议性内容 框架及组织 

  资源及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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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核心参与者 

− 核心参与者的生成 

− 作用与讨论 

5.2课程的生成与提炼方法 

凝练新概念 

− “网上作战”概念
举例 

− 凝练概念工具及方
法小结 

选择优案例 

− 优秀“网络技战

法”案例举例 

提取好经验 

− 举例周俊军工作

方法 

筛资源链接 

− “网络神鹰工具”
筛选举例 

− 搭建内容组织框架
的讨论 

反思佳活动 

− 活动实施的反思 

− 选择活动任务的演变 

− 提过学习工具、资源
的演变 



Page 43 Research  Center of Distance Education  

5.2课程的生成与提炼方法：找核心参与者 

当生成课程的资源丰富了，挑选什么内容来进行课程开发，以及这些内容按照什么

顺序组织就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生成课程的核心参与者在帮助这些问题的解决方

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习者之间以及学习者与课程组织者构建的网络成为这类面

向前沿性知识的课程的额外收获。 

核心参与者三个条件 

参与者的发现和作用 

贡献课程生成 积极参与活动 学习访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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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课程的生成与提炼方法：找核心参与者 

积极参与者的相关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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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课程的生成与提炼方法：凝练新概念 

Tag将互联网从以关键字为核心的组织方式和阅读方式，过渡到了以个人的思想脉络为线

索的阅读方式。通过点击权重高的tag关联到背后的案例与经验。最后由教师对案例或经

验进行内涵的提炼。 

凝练新概念的工具 

“网上作战”是指公安机关在信息化时代下，利
用信息网络开展防范、控制、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的工作。一线公安机关的经验亟待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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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课程的生成与提炼方法：选择优案例 

小组提交
案例 

1 

案例包括文本、

图片、视频、音

频、网页截图等 

编辑讨论
案例 

2 

各组进行汇报，

观摩他组的结果，

在wiki上修正 

投票与反
思 

3 

结合平台数据、

微信投票；研究

者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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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课程的生成与提炼方法：选择优案例 

  

微博打拐 

网络赌博、网络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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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课程的生成与提炼方法：提取好经验 

举例：周俊军工作法。周俊军是江西省的一个民警。在我们第一轮生

成课程开展的时候，几名来自江西的同学把周在江西省开展“网侦”

基础工作方面的做法在平台上面给大家整理出来。“周俊军工作法”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直接发现在课程平台中凸显的好经验 

进行内容分析获得的有价值的经验 

对平台讨论区、博客等进行内容分析，本研究暂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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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课程的生成与提炼方法：筛资源链接 

其它资源筛选 课程资源组织 

新概念 优案例 好经验 

其它：工具、论文、简报等 

定性&定量 

选取核心

参与者 

进行wiki

汇编 

相关专家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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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课程的生成与提炼方法：反思佳活动 

第一轮仅提供了2个案例，但对

案例做了详细的分析并提供了

模板； 

第二轮提供的是配套以案例分

析得出的四个网络技战法； 

第三轮以四个主题的资源较为

完整地呈现了信息化侦查措施。 

提供资源
的演变 

分配小组的演变、

活动组织形式演变 

活动任务的
演变 

第一轮是以协作交流与wiki

工具为主； 

第二轮则包含了协作交流、

投票与wiki等工具； 

第三轮除了包含之前两轮的

工具，使用更多的则是论坛； 

提供工具
的演变 

小结与讨论：生成课程开发的难点在于教师组织活动实施教学。组织活
动把控得不好，生成出来的东西就不行；学习活动区分为“社会联通”
类、“经验反思”类、“信息汇聚”类、和“协作创新”类四种。不同
类型的学习活动，其学习任务有很大的差异，且这四类活动建议按照顺
序实施，符合联通主义学习的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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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课程的生成与提炼方法：信息汇聚活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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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阶段 

师生和生生之
间社会性联系
的建立和优化 

活动生成的关键其实是教师根据课程开发的需
要设计并生成的 

根据内容设计促
进学习者对过往
经验的反思 

以网络为管道，
经验和内容的聚
合、分享与管理 

交流对话、观点碰
撞、内容生成中知
识的产生以及群体
协作任务的完成 

1.社会联通 2.经验反思 3.信息汇聚 4. 协作创新 

5.3课程的生成：活动的生成 

• 课程实施的关键步骤提炼 

实训生成课程CRCI活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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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课程的生成：资源的生成 

课程平台工具：forum、blog、Wiki、tag 

其它工具的补充 

课程生成的工具总结 

资源生成的规则总结 

概念及内涵生成规则、案例与经验生成规则、其它资源链接生成规则 

概念内涵、
经验案例、
资源链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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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课程的生成：网络的生成（额外的收获） 

• 联通网络的生成 

 
社
交
网
络
关
系 

发现及讨论：知识生长的关键是寻径和意会。本研究中每个学

员个体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通过寻径与意会的过程建立经验之

间的连接联通；在网络平台中进行定向并反思；并保持碎片化

分布式的信息之间的聚合；最后由此创建学习制品实现协作创

新，从而促进知识的持续流动和生长。最后生成课程越来越成

熟。这类生成课程概念的界定就区别于传统课程。因为网络中

的知识是持续流动和生长的。随着网络的生成并不断成熟，本

身就是生成课程除了活动、资源生成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构

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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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1 问题的提出 

0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03 研究设计与模式构建 

04 课程实例的教学迭代 

05 实例课程的开发生成 

06 研究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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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网侦”实战课程生成
的实例 

实践成果 

理论成果 
完善的实训生成课程开发模式；
不断丰富的工具与生成规则 

6.1研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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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深度参
与生成的课程

的特点 

6.1研究的结果：课程实例的特点 

课程贴近公安一线的实战，
帮助解决了实践领域的现
实迫切问题 

课程易学易用，大部分内
容来自一线实践案例，并
经过课程参与者的不断总
结和提升 

课程拥有“网络”基因，提
供了方便学习的网络渠道，
也为“寻径和意会”提供了
丰富的网络“连接点” 

课程的成熟也为本研究
“实训生成课程开发模式”
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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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研究的结果：模式的特点 课程培养目的

课程/活动设计

课程实施/生成
资源与链接

案例与经验

关系与数据

学生
教师

课程准备/预设

课程反思/提炼

找核心参与

提取好经验

凝念新概念

筛资源链接

教师、学生

核心参与者

循环不断优化

（教学过程=

课程开发过程）

选择教学目标

分配学习小组

教师

教学设计人员

选择平台

制作资源

上传活动
教师

选择优案例

反思佳活动

设计学习活动

确定内容框架
选择任务

选择工具

整合资源

设计步骤

拟定评价方案

模式的理念先进，体现了联通
主义的学习观 

理念 

流程 

教学 

流程中“课程实施/生成”环
节凸显了联通主义理论的“生
成性”、“联结”的特点 

“社会联通-经验反思-信息汇
聚-协作创新”的活动设计体
现了课程实施时联通主义的学
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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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研究创新点 

− 实训生成课程是一类实践性强、无知识体系、内容日新月异的课程，现有的课

程开发理论不能为这类课程开发提供合适的模式。理论基础是互联网时代最新

的联通主义学习理论，流程反映了实训课程的生成性和学生经验的汇聚 

为模糊目标下的生成课程，以及大量

知识主要来自于实践情境，知识体系

不清晰类课程提供一套实训生成课程

开发模式 

利用这套模式进行实训生成课程开发

的设计研究，提供了这套模式中技术

工具操作示范，总结课程生成的规则

，丰富了课程开发的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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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讨论与反思：研究问题和不足 

研究反思： 
• 经验性知识构成了生成课程的主要内
容。这样的课程本身是前沿的，面向
实战的。研究者反思在教学过程也是
课程开发过程中，研究对课程组织者
即教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 模式中的理念、流程具有推广到其它
相似课程开发情境的一般性；支撑模
式得以顺利实施的技术工具、活动方
法等不能保证可以在类推的情境中使
用。 

 

 

研究问题和不足 

• 课程生成的规则不够丰富：后续研究
者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更多的
技术工具和活动方法。 

 

• 研究的内外效度说明：模式经过三轮
检验修订具有较高的外效度，但课程
开发中的部分技术工具、活动方法具
有应对本研究情境的特殊性，同时因
为是从本研究的平台数据获得具有较
高的内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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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后续研究工作 

TO BE… 

将该模式运用到不同
课程中，进一步精确
和发展该模式 生成课程开发方法层面做更

多探讨，规则需要更加丰富 

伴随着一门课程开发模式的成熟，探讨面向实战类课程体系的开发 

可以开发课程自动化生成
的平台和软件 



Page 63 Research  Center of Distance Education  

谢谢 

13811517244 
hefugang@ppsuc.edu.cn 
http://hefugang.github.io/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