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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big data, the mean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lso undergoing major changes. 

Hanzh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ooperates with the times to promote the MOOT concept in 

Shaanxi, and independently develops a teaching management platform based on cloud teaching materials. We 

lead into the large-scale open online teaching mode (MOOT), which is Proven more suitable for students to 

immerse deep self-learning, and more suitable for teachers to carry out flip-style classroom (mixed) teaching. 

Keywords: “Internet +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ing management, cloud 

teach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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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互联网+”的大数据时代，高职教育手段也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与时俱进校企合

作，在陕南率先引入 MOOT 理念，自主开发基于云教材的教学管理平台，通过广大学生使用后的实践

证明，我院大范围开放式在线教学模式（MOOT）的引入，更适合学生沉浸式深度自主学习，也更适

合教师开展翻转式课堂（混合式）教学。
 

关键字：“互联网+教育”，课堂教学，教学资源，教学管理，云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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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的现状

国外院校的基础教学教材，通常使用的是信息化、智能化

的慕特教材。慕特(MOOT- Massive Open Online Textbook)，
即大范围开放式在线教科书， 是互联网与教学过程的深

度融合。MOOT 是基于课堂教学的互联网智能化教材，

全面支持教师的课堂化教学，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个

性化评价管理体系。

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为国内教育

教学带来重大变革机遇，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正式成

为高校教师开展课堂互动、反馈、激励和评价的必备工具，

“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开始在国内普及流行。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也给广大高职院校的发展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汉中职业技术学院践行“让教与学由此

不同”的教育理念，积极响应时代号召校企合作成立陕南

云墨大数据中心，构建智能化教学工具、智能化教学资源

和智能化教学管理体系让我院实现从信息化教学到智能

化教学的跨时代飞跃。

2. 云教学平台的构建

2.1. 实例研讨

我们以美国教科书出版商 Pearson(培生集团 )提供的

MyMathLab平台的代数课程为例，简要分析一下这个平

台提供的慕特教材。 这种教材既可以在传统课堂使用，

又可以在互联网在线教育中使用。

不同”的教育理念，积极响应时代号召校企合作成立陕南

云墨大数据中心，构建智能化教学工具、智能化教学资源

和智能化教学管理体系让我院实现从信息化教学到智能

化教学的跨时代飞跃。

2. 云教学平台的构建

2.1. 实例研讨

我们以美国教科书出版商 Pearson(培生集团 )提供的

MyMathLab平台的代数课程为例，简要分析一下这个平

台提供的慕特教材。 这种教材既可以在传统课堂使用，

又可以在互联网在线教育中使用。



图 1MyMathLab平台

MyMathLab平台具备 14项功能，包括简介、教师信息、

学生信息、电子教材、互动多媒体资源、视频、家庭作业

和练习、学习助手和即时反馈、自动评判、学习计划、成

绩追踪、学生组织者、教学资源、课外辅导、教师专业发

展。实践证明通过使用这样教材和教学方式，能使教师和

学生深切感受到教材便捷、便宜、质量高等特点，从而令

教学效果大为提高。

2.2. MOOT开发云教材的特点

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化教材，它与传统的纸质或电子版教材

有着本质的区别。

特征 纸质教材 云教材

版面设计 印刷设计，受成本限制 天然的数字产品设计，杂志化风格排版，版面精致

多媒体素材 黑白小图片
提供丰富的可以放大的高清图片、画廊、视频、音频、动画、

3D等

交互学习 暂无
提供趣味化、游戏化、情景化的交互评测、交互练习、交互游

戏

扩展学习 不方便
提供便捷的扩展学习，如名词术语、人物事件、知识点气泡标

注，全文任意选择扩展百科和在线字典

学习辅导 弱
提供书签、高亮、全文检索、学习记录、笔记分享、发起讨论

等功能

教学互动 暂无
配合移动教学平台，老师可查阅学生学习进度、发布课程通知、

分享课程资料、开展各种类型的教学互动

学习跟踪 暂无 查阅学生的学习进度、每章学习时长和笔交互测试结果等

携带数量 有限制
一个智能终端装下所有教材，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不受操作系

统限制

更新迭代
不及时，通常在每一版售

完后
支持内容及时更新，特别对交叉学科和知识更新较快的学科

个性化定制 难，倾向于标准化教材 内容个性化定制，更能适应每个院校的教学需求

表 1 云教材特点

（1）基于互联网，基于课堂教学，基于纸质教材，线上

线下融合。也就是说：慕特不仅不排斥纸质教材，而且是

以纸质教材内容为基础来构建的，这符合中国现有的教材

管理基本模式;慕特与慕课不同，慕课是一个不需要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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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完全在线的学习平台，而慕特则是服务于以课堂教

学为基本教学模式的，是服务支持课堂教学和课后学习的，

这样就适用于职业教育;同时，慕特是在线的，开放的、

动态的、智能化的，它的功能是可以不断丰富和创新的，

因而为教师学生和出版商的参与提供了开放创新的机会。

（2）在纸质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延伸出至少三大在线新功

能：即支持教师课堂教学、支持学生自主学习、支持个性

化评价管理，从而支持教和学与评价融合。其一，支持教

师教学，它可以包括传统的教案内容，更能够聚集微课等

教学资源，而且可以通过专家团队和开放征集的方式不断

丰富，从而为教师教学提供非常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支持。

其二，支持学生自主学习，它可以支持学生课前课后的学

习(包括支持翻转课堂)，丰富的习题训练和拓展自学等，

甚至可以支持在线实时“一对一辅导”。可以设计实现一

个学生交流的平台，激发学生的讨论交流共享。其三，教

与学的评价和教学管理功能，包括对教师教学过程的评价，

对学生学习过程和成绩的评价，从而为教师有针对性的个

性化教学和学生学习管理提供支持。

（3）面向人人开放、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互联网与教

学过程融合。在线与开放(Online 和 Open)是慕特最关键

的创新之处。在大数据资源共享的时代，在线教材同时为

几百所学校所使用，它能够在线汇集的教学资源和学生学

习数据将是多么有价值的“大数据”。在线和开放的教与

学将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兴趣与创新，实现教与学过程和互

联网的融合，成为“互联网+教育”的变革模式。

2.3. 云教材开发的保障条件

大量丰富的教学资源是云教材开发的基础和保障，交互灵

活的云教材又让教学资源的“共享化服务”成为现实。

（1）出版商。云教材是一种“新教材”，对出版商而言，

只要有创新的理念和致力于在线教材的魄力，完全可以在

现有的教材管理机制下推动使用。具体的要求，保持纸质

教材和在线教材并存模式，将在线功能作为“教辅”通过

市场机制推广。

（2）移动跨平台终端及富媒体。在“三通两平台”模式

下，通过大小屏适配技术、一次制作、一次发布、实现跨

平台使用全面支持 iPhone\iPad\Android 手机、平板、PC
设备。在多场景中选用混合媒体一体化编排设计，文字、

图片、画廊、语音、视频、3D等技术，实现学、练、测

的交互沉浸式学习。

（3）教学资源与专家团队。丰富和动态调整现有教学资

源是实现云教材的关键，一是利用或收购优质教育资源

(比如通过免费资源平台)；二是组建一个高水平的和相对

稳定的专家团队，从事资源的不断丰富和审核，确保其优

质与实用；三是建立开放的激励机制，通过人人参与和人

人贡献实现资源的丰富和更新。

2.4. 云教材的开发

基于云教材的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创建

一整套适合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智能教学资源整合发展的

平台，和可以多元化共享的数据资源。在WIN10平台上，

采用 PHOTOSHOP、HTML5、CSS、JAVASCIRIPT、在

线编辑器等开发工具，我院自主对现有一流专业教学资源

进行二次在线开发，主要包括MOOT混合媒体、场景交

互学习、碎片化学习和体系化学习场景自主融合切换、呈

现共性学习内容，并充分展示教师个性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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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云教材系统

2.5. 云教学平台的实践

目前我院选择北京智启蓝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大

数据平台，自主开发创建云教材及教学管理体系，使互联

网技术与教育教学能够深度融合，从而推动陕南区域高职

院校共享在线开放式教学资源的广泛应用。

（1）云教学为每一名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个交互管理空间，

它是建立在每一门课程学习的基础之上，从而使云教材进

入教与学的核心环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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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生学习档案

（2）云教材与资源平台。云教材需要大量丰富的教学资

源，它所汇聚的教学资源是围绕课程和教材内容的，为教

师和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同时每一名教师和学生也

是教学资源的创造者。所以，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将为每一

个 MOOT 提供有力支持，并使其价值通过开放性充分

的发挥出来。

（3）教学资源与管理平台。在云教材共享时，不同地域

不同院校的学生和教师同时使用时，教学评价和管理功能

中学生和教师的身份认证数据管理就体现的尤为重要。管

理平台所产生的大量数据为以后大数据分析挖掘提供大

量极具价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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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教师教学管理档案

3. 结束语

“互联网+”能够为教育带来新的“革命性影响”，MOOT
对教材、教学过程、教学评价乃至出版业的影响将是深远

的。本研究基于云教材平台，自主研发适用于学院多学科

的特色云教材。通过移动智能终端设备，融合微课、动画、

音视频、3D等多媒体资源，建立学习互助、交互测试、

笔记社交、知识点讨论模式让学生自主学习，让笔记、百

科、朗读、字典等辅助支持功能和学习场景完美的融合起

来，在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给出新的思路，使“互

联网+教育”优质资源建设与共享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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