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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教育教学资源库建设的调查和研究 , 浅析资源库建设中所存在的弊病以及人们对资源库

理解的观念偏差 , 简要概述资源库建设应该注意的几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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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美国教育技术协会 (AEC T)1994 年对教

育技术的定义译介到我国 , 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就揭

开了建设教育教学资源库的新篇章 , 近两年更是掀

起了建设的新高潮 , 从 K12到国资源 , 从建设全国

性资源网站到各个地区各个学校的小资源库 , 不下

几十家 。然而 , 究竟什么是资源库? 资源库应该建

设成什么样 ?资源库应该具有哪些规范以及具有哪

些功能? 从学术界到企业界 , 一直都没有什么定论 ,

反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状态 , 从而使得资源库的建

设也就百花齐放:形成形式多样 、 内容多样 、 规范

多样 、功能无定位 、 使用不规范等多种现象 。

通观现有的资源库建设 , 若是属于企业性质的 ,

都离不开一个 “效益 、 利益” 问题 , 所建设的资源

库成了资源的简单堆积 , 然后再做上漂亮的外包装 ,

就作为产品推向市场;而各地教育行政机构建设的

资源库 , 不但缺少资金 , 而且还缺少技术支持 , 基

本都离不开一个 “大家子办小家子事” 的现象 , 架

子不小 , 可就是没有多少实际的资源内容。另外值

得注意的问题还有:全国各地各家教育行政机构 、

商业公司建设的资源库所依据的规范是什么? 教育

教学资源库与学科教育教学是何种关系? 以及教育

教学资源库在学科教学中的地位如何? 却没有一个

很好的定论 。资源库的建设也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标

准 , 各家资源库之间就更没有什么兼容性可言 , 从

而造成人力 、 物力 、 资源 、资金等的极大浪费 。下

面就教育教学资源库的建设 , 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1 、资源库的定位

关于资源库的定位问题 , 到现在为止学术界还

没有什么较为明确的说法 , 并且学术界与企业界的

看法也不尽相同 。然而没有教育教学资源库在教学

中的定位 , 要想建设一个适合学科需要 、 有利于提

高教育教学的资源库 , 那是很困难的;另外对于企

业界来说仅仅为教师的需求提供商业产品是不够的 ,

应该使教师获得深层次的 、专业上的支持。我们认

为资源库建设应该从现在的商业产品层次上升到为

教育教学服务层次 , 它不是一个教育教学素材的简

单堆积 , 更不是一个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形成的具

有浓厚商业性质而无教学特点的商业产品 , 它必须

为学科教育教学服务 , 这才是教育教学资源库的最

好定位 , 离开了服务 , 要建设科学 、 适用的教育教

学资源库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

对于把教育教学资源库定位为为教育教学服务

的产品 , 对此费龙老师认为:“将来资源库发展的方

向将是服务 。每个学校 、 每位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

情况 , 提出相应的需求 , 资源库提供者将根据这些

现实需求量身定做 。” 上海师范大学黎加厚教授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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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技术服务是将教学模式革新 、 学习资源的

利用与建设 、 教师与学生关系等融合到服务之中 。

要达到这一点 , 现有的教育教学资源库至少要解决

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软件产品技术边缘化 , 应用

服务中心化;技术边缘化 , 教学活动中心化;网络

教育资源建设的专业化 “深度” 发展。所以我们应

该把资源库建设定位为 “围绕学科教学服务而生产

的教育产品” , 只有这样我们所建设的教育教学资源

库才不会变成形式上的东西 、 面子上的东西 , 而是

实实在在的 、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目的的 、 教师

在教学中和学生在学习中都需要的好助手。

2 、资源库的组织和结构

现在市场上所见到各家资源库 , 有的虽然只具

有较少的资源量 , 却很有用 、 很耐用 , 感觉资源容

量特别大;而有的虽然具有非常大的容量 , 却很难

找到比较适合于学科需要 、 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所

需要的资源或者就根本没有有关学科知识点的东西 ,

感觉上这样的资源库名存实亡 。所以在资源的建设

中 , 究竟需要多少资源量才比较适合学科教学需要 ,

怎样的资源库才既有利于快速搜索与方便使用;同

时也具有充足高质量的学科资源 。因此资源库建设

中资源的组织和数据库的结构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资源库建设离不开两种类型 , 一是按资源的存

储类型进行建设;二是按学科知识点进行建设 。在

这两种分类中各有优缺点 , 若按资源的存储类型进

行建设 , 用户使用时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一些;而若

按学科知识点进行建设 , 建设时又比较困难 , 所以

在进行资源的组织时 , 应该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 按

学科知识点进行建设 , 在使用时通过学科的知识点 ,

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教案 、 教学要求 、 动画 、 课件 、

图片以及课外辅读材料等资源 。在建设中还要防止

两种错误偏向 , 既要防止为了追求数量而放弃质量

问题 , 如在建设资源库中的图形图象素材和课件时 ,

避免使用几兆的大图片和上百兆的 Authw are 课件 ,

应使用 100＊100以下象素点的小图片和几十 K 大

小的 Flash 课件 , 另外在建设视频素材时候 , 最好

使用流媒体形式的WMV 或 RV 格式 , 而少使用占

据大量空间却只能包含少量教学内容的 AV I 格式 ,

可避免现行网络传输速度的不足和资源容量大但实

际资源少的问题;同时也要防止为了质量而舍弃数

量的问题 , 资源库建设若没有一定的数据量 , 是很

难在实际教学中得到较好应用的 , 特别是对于覆盖

面比较大的基础教育教学资源库 , 若没有上百 G 的

资源是很难充实各科领域的。

另外 , 对于资源库所使用的数据库也要考虑 ,

在建库时要使用开放的数据库 , 以供多用户访问 ,

如 Microsof t SQ L Server 、 Oracle 等 , 而不能使用单

用户的 Execl 、 Access 等 , 以免限制多用户并发

访问 。

3 、资源库建设应具有规范性

现在市场上的资源库 , 总体上来说还是缺乏规

范性 , 相互的共享与兼容也就很难做到 , 这样就造

成了各方面的浪费 , 本来资源建设就是一个投入大 、

建设周期长的大项目 , 由于缺少必须的规范性 , 各

家企业 、教育机构在资源库建设中都在重复着同一

件事 , 总体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 特别是国家投入

大量资金建设的各地资源库 , 基本上资源库建设都

没有较大的起色 , 不只是重复性的劳动 , 而且不存

在兼容性 , 属性的标注处于混乱之中 , 同一个标注

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含义 , 只要离开本地其他

外地的用户很难使用同样的方法搜索到同样的资源。

这些现象说明国家要尽快制订有关资源库建设

的技术规范 , 以避免各企业 、 各地区在资源库的建

设中采用不同的技术规范 , 从而造成了资源的极大

浪费。虽然全国性的资源库建设技术规范统一标准

正处于建设中 , 但国家权威部门应该在资源建设的

分类和属性标注方面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 , 比

如现行资源库建设都临时性地采用国外的标准

(LOM 模型)或者采用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教育资

源建设技术规范” 等 , 以便解决现资源库建设的不

兼容与混乱局面。

4 、资源库建设应具有前瞻性

教育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不仅要考虑现实意义 ,

综合相关技术的发展 , 还要考虑未来教育发展的趋

势 , 建设符合素质教育 、 继续教育 、 终生教育以及

新型教学模式的 、 有前瞻性的教育教学资源库。考

虑到现在 XM L (扩展标识语言)的发展 , 以及其强

大的功能和优点 , 如不需了解数据库的结构以及它

是如何建成的 ,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以标准的方

式搜索所需要的资源;其扩展性和灵活性允许它描

述不同种类应用软件中的数据等 。所以 XM L 对于

资源库的建设以及解决现在资源标注的混乱局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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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帮助的;另外还应考虑 ASP (Active Server

Pages服务器端动态网页)在Web 开发技术中的影

响 , 资源库的建设应朝着大容量 、 兼容好的基于 E

-IDC 、 E-ASP 开放性模式方向发展 , 建设集信息

资源 、工具资源 、服务资源等多位一体的互动型的面

向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 “好用” 、 “易用” 、 “适用” 的

教育资源库 , 以实现基于 B S模式的资源管理系统。

再则还得考虑未来 M PEG -7 标准的影响 。

M PEG-7是针对媒体内容检索而提出的多媒体内

容描述接口 (Mult imedia Content Description Inter-

face), 它的目标是建立一套视听特征的量化标准描

述器 、 结构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 因此它被称

为描述方 案 (DS , Description Schemes)。同 时

M PEG-7也建立了一套标准化的语言 ———描述定

义语言 (DDL , Description Definition Language),

可用以说明描述方案 , 保证其具有被广泛采用的扩

展性和较长的生命周期 。人们可以检索和索引与

M PEG-7 数据相联系的视听材料 , 如静止图片 、

图形 、 3D模型 、声音 、 对话 、视频以及这些元素所

组成的多媒体描述信息 。另外 MPEG-7 还力求能

够快速且有效地搜索出用户所需的不同类型的多媒

体材料 。所以 M PEG -7在我们进行多媒体资源的

建设中提供了巨大而有用的帮助。

5 、资源库建设应具有学科性

资源库建设必须具有学科性 , 要与学科知识紧

密结合起来 , 否则 , 就失去了建设资源库的实际意

义。在目前的资源库建设中 , 为了追求一个数量问

题 , 总认为只要资源总量达到几十 G或上百G 就算

建成了一个大型资源库了。从而造成了资源库的建

设仅仅只是学科教案 、 试题等素材的简单堆积 , 而

没有考虑其学科知识的特点与学科教学的具体需要;

另外 , 在资源的分类上 , 很多资源库也没有考虑其

资源的分类是否有利于在教学和学习中使用 , 只是

按照自己的意愿或建设的方便性方面去考虑 , 因此

所建设的资源库只具有观赏性而没有实用性 , 虽然

具有漂亮的浏览界面 , 却找不到实际有效的资源 。

所以在我们建设教育教学资源库的过程中 , 一

定要考虑资源的学科性质 , 按照各学科知识的特点

来进行资源分类和建设 , 紧紧围绕学科知识点为中

心 , 通过方便 、 快捷的浏览器很容易地找到所需要

的教育教学资源 , 以实现教学的最优化 。

6 、资源库建设应具有建构性

建构主义既强调学习者认知主体作用 , 同时又

不忽视教师的主导性作用 , 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

者 、 促进者 , 而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 、 是意义的

主动建构者 。资源库的建设必须要突出这种当代双

主性教学的特点 , 即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

建设中既要考虑教师教学的需要 , 同时也要考虑学

生主动学习的需求 。另外建构主义者 (斯皮罗等人)

还认为 , 学习分为两种:初级学习与高级学习。初

级学习是学习中的初级阶段 , 教师只要求学生知道

一些重要的概念和事实 , 在测验中只要求他们将所

学的东西按原样再生出来;而高级学习则不同 , 它

要求学生把握概念的复杂性 , 并广泛而灵活地运用

到具体情景中去 。所以在学习初级阶段的资源建设

中 , 要大量涉及结构良好的知识 , 其中包括大量通

过练习和反馈而熟练掌握知识的学习过程;而在高

级学习阶段的资源建设主要涉及大量结构不良领域

的学习资源 , 主要是在知识理解的基础上 , 通过师

徒式的引导方式而进行学习的课件与其他学习资源。

因此在资源的建设中既要考虑到所建设的资源

是否利于学科教师的教学 , 同时也要考虑建设的资

源对学生学习兴趣和形成学习动机的帮助 , 通过建

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辅助情景以及新旧知识之间

的关联线索来帮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 。

7 、资源库建设应具有连续性

回顾现在的资源建设 , 除了具有建设的盲目性

外 , 还具有一些避重就轻的做法 , 如大多集中在初

中和高中的资源建设 , 而幼儿 、 小学和成人自考教

育的资源却很少 , 高等教育的就更少 。这样的资源

库建设不利于儿童身心的持续发展的需要 , 同时也

不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需要 , 更不利于国家对儿童

进行素质教育 、 全面教育的需要 , 现在的资源库建

设基本上还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所以我们在进行教

育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中同样要转变教育观念 , 所建

设的资源怎样才能有利于儿童身心的发展 、 怎样才

能由于学科的发展 、怎样才能有利于当代教育改革

的需要是我们资源建设者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

当代教育是以提高学生素质为目的的全面教育

和终身教育 , 任何的教学和辅助性的教学都要考虑

儿童认知发展水平的需要 , 笔者认为资源建设除考

虑教师教学的实际需要外 , 还应考虑每一阶段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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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与连续性 , 以教育部制订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 的课程标准为基础 , 进行分级分

科建设 。如幼儿和小学低年级阶段 , 由于学生的自

控能力低 , 学习的主动性弱 , 学习的动机主要来自

家长和老师的夸奖和鼓励 , 对于这一阶段的资源建

设要具有刺激性 , 同时又要防止儿童过度地迷恋游

戏性的课件;中学部分 , 应培养学生为自己而学习

的学习动机 , 其教学资源应结合学科的知识点和培

养学生的良好学习动机为目的;而大学生自学能力

比较强 , 主要的资源建设是考虑大学生自学的实际

需要 , 而不是象小学生那样主要是一些游戏性的课

件与动画。考虑到资源库建设的巨大投入和艰巨性

工作 , 国家可以统筹规划 , 分地区分阶段进行建设 ,

然后再统一进行资源的整合 , 建设适合全国大部分

地区的全国性的资源库。

8 、资源库建设的重点

总的来说资源库建设的重点主要在于教育教学

资源的开发 、收集 、 整理和入库等大量工作 , 并不

是资源库管理系统本身和花哨的浏览界面。现在许

多大公司在资源库的建设中有点本末倒置的做法 ,

即在资源库管理系统方面舍得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去开发 , 而在资源的整理 、 收集 、 开发方面却投入

比较少 , 这样就造成了大多数资源库虽然具有美丽

的外表 , 但却没有多少可用的东西 。我们在进行资

源建设时 , 要建立起比较顺畅的资源收集渠道和开

发整理基地 ,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内容充实 、 形

式多样与实际教育教学紧密结合的学科资源库。

9 、资源库应具有智能化的功能

资源库的智能化功能主要表现在建设适合教师

和学生需要的自动组卷 、 自动阅卷等功能上 , 即用

户可按多个知识点 (或章节)选择不同的年级 、 科

目 、 题型 、难易程度以及试题数目等自动生成套卷 ,

并可进行限时答卷和自动判卷等功能。虽然现在大

多数资源库的建设者都在说 , 其资源库可实现上述

功能 , 并且还有更为优越的功能 , 但却有点言过其

实 , 不要说根据需要进行自动组卷和自动判卷功能 ,

就连多层精确搜索的功能都还没有完全实现。上述

功能 , 是老师和学生及时检查对所学知识是否掌握

的比较有效的方法 。教师和学生通过对不同类型 、

不同难度的试题和习题进行自动组卷和自动判卷来

检查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 然后通过知识点的关联去

寻找其没有掌握的知识点 , 这要求资源库的建设者

需要对学科知识点有一个比较清楚 、细致的了解以

及把握学科教学大纲的要求 , 并且在建设中还要做

大量的学科知识点关联工作;其次还应具有一个开

放性的资源库管理系统。

10 、资源库还应具有操作简便 、 运行快捷 、 多

种检索等功能

资源库建设中 , 不应有过于复杂的操作界面 ,

特别是经过动态的网页登陆后 , 应该清晰地告诉使

用者其所要的资源在哪儿 , 不要让用户经过多层路

径以及复杂的界面后才能搜索到备课与学习所需的

教育教学资源;同时要求在建设中对资源的处理应

考虑到网络的传输速度 , 即所使用资源的存储格式

要有利于网络传输 , 这样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下载 ,

同时也有利于资源的查询;在资源的检索过程中 ,

应具有资源的多层精确检索功能 , 同时还应具有多

种查询方式来检索资源。

因此 , 我们在建设教育教学资源库时 , 必须通

盘考虑 , 一是要考虑到现实的需要 , 二是要考虑到

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 , 另外 ,

所需考虑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与教育教学紧密结

合在一起 , 不至于使教育教学资源库变成纯商业化

的产品 , 它既要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 、又要符合课

程标准和教学大纲 , 同时还应具有明确的教学目标

和明显的教学效果 , 既有利于教师的教也有利于学

生的学 , 只有这样我们所建设的教育教学资源库才

不愧佩戴 “教育教学” 这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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