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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网络课程是传统课程在教学内容、手段、对象、时间及空间等物理层面的延伸和拓展，

而且其本身也反过来对传统意义上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作为信息时

代的教师，不仅应该具备在教室里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等传统课堂所需要的教学技

能，同时也应该具备良好的教育信息技术素养，有效利用网络手段，突破传统教学在物理手

段上的种种囿限，引导学生在无限的互联网世界里，自由、自主地享受探索、发现和建构学

科知识和能力所带来的快乐。 

无论是在传统课堂，还是在网络教学中，教师的专业引领都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教师个人的网络课程管理系统(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CMS)是教师引导

学生从有限封闭的传统课堂到无限开放的虚拟学习环境的入口界面。利用开放的网络环境，

丰富的网络资源，多样化的知识呈现方式，方便的人机交互环境，同时辅之以互动讨论和分

组协作，学生的学习活动将延伸到不受时空限制的虚拟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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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在回顾评估国内外 CMS 现状的基础上，着重讨论利用 Google 提供的多种网络

应用服务，开发、建设教师个人课程系统以及相关诸问题。 

二、 CMS 的概念与国内外 CMS 发展现状 

根据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的界定，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课程

管理系统(CMS),学习管理系统（LMS），学习支持系统（LSS）以及虚拟学习环境(VLE)等概

念具有相似的内涵，[ ]1  它们通常指基于Web构建的能支持和管理教学过程、提供共享学习

资源和各种学习工具的网络学习环境，为网络教学的实施提供交流与学习管理服务。网络课

程管理系统提供了学习者、教师等用户的管理，网络课程的创作、存储与发布，网络课程学

习过程的支持工具等功能。可以说，网络CMS系统平台是教师实施网络教学的基础与核心。 

教师主页和网上课程的出现是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密切相关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CMS的理念和技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我们把以MIT开放课程项目看成是第一代规

模化的课程管理系统，那么，第二代CMS系统就是以Blackboard及WebCT为代表的商业软件

以及由Moodle(moodle.org), Elgg(elgg.org), Sakai(www.sakaiproject.org)等开源软件为代表的

大型网络课程管理系统。以第一代CMS系统相比，Moodle等课程管理平台除了提供大纲、

课件、讲义等教学资源外，更加注重教育技术、课程内容以及教学理论与方法的整合，更加

注重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协作和交流，更加注重各个功能模块之间工作流和信息流的顺

畅传输，更加注重突出网络教学的技术优势。同时，这些CMS系统本身的版本升级频率也

很快，每次更新都融入了当时先进的课程教学理念和实现这些理念的技术手段，旨在为学生

提供与传统课堂迥异的课程学习和知识建构体验[ ]2  。 

这些 CMS 平台有机地融合了并充分发挥了网络教学的技术优势，可以组织多种教学、

学习和评价活动，各个模块之间的信息和数据传输流畅无阻。但 Moodle 等课程管理平台作

为教师个人 CMS 平台也有先天的劣势：它们都是“企业级”网络管理系统，需要服务器和

底层数据库支持，需要精通网络技术和 CMS 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维护，因而制约它们大

规模地在我国普通教育及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广泛应用。 

如果我们用“网络课程管理”作为中文关键词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上搜索，就会发现查询

结果中有相当数量的网站为“精品课程”网站。的确，“精品课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代表了

我国网络课程建设的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水平和高度，是高校学科教学研究成果和教育技术

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也为其它“非精品课程”或“准精品课程”网络化教学树立了榜样。但

是，如果我们以优秀的网络课程的标准来审视这些课程，就会发现这些精品课程网站还有很

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根据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实施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的通知》，网络课程应该符合开

放性、交互性、共享性、协作性和自主性等五个方面的要求。我们根据这五项标准，从 12
个学科门类抽样调查评估了 12 个学科门类共 48 门“精品课程”。[ ]3  下表是我们的抽样调查

结果。 

表一 “精品课程”网站功能模块抽样分析 

 向公共用户开放 师生交互模块 课程资源共享 小组协作学习 学生自主学习 

网站数量 46 21 45 17 5 

百分比 96% 43.7% 94% 35.5% 10.4% 

 

表一的结果显示，在调查的课程中，网站最主要的功能为课程内容和课程资源管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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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师生互动、小组协作及学生自主学习等课程学习模块的网站所占比例很小。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这些精品课程网站主要以静态网页为主，只能呈现教学的结果，无法在教学中对

学生课程学习提供网络支持。由于缺乏底层网络数据库支持，这些网站也无法支持师生互动

和网络小组协作功能，所以无法满足网络课程动态教学的需要，在功能上更无法与如上文所

述的Moodle等大型CMS系统相比。[ ]4   

在目前大规模建设推广高端 CMS 系统条件尚不成熟，大多数教师的网站建设知识和信

息化素养仍处在较低水平的现状下，教师能否利用一个现有的技术门槛较低的互联网应用服

务，建立和维护一个能实现大部分课程管理系统的教师个人 CMS 平台呢？ 

要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我们首先应该弄清一个优秀的 CMS 系统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三、 CMS 系统的要素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解剖一个 CMS 系统，来分析 CMS 平台的内部结构和主要功能要素。图

一为开源 CMS 系统 Sakai 的结构示意图。如图所示，系统管理员、教师、助教和学生在这

个系统中被赋予不同的权限和职责。系统管理员的主要职责为用户管理、系统管理和资源管

理。在管理员根据用户申请为用户提供不同的权限以后，教学活动主要是在师生、生生之间

进行，其中，教师的主要工作为教学内容、教学进程、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管理，而学生的

活动则主要为自主学习和互动参与学习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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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开源CMS系统Sakai网站结构示意图[ ]5   
 
此外，根据 edutool 教育工具评估网站(http://www.edutools.info)提供的标准，优秀的 CMS

平台应该具备师生互动交流、用户身份管理、课程内容制作与发布、学生协作参与、课程内

容传递以及课程教学设计等功能模块构成。这六大功能构成了一个成熟的 CMS 系统的核心

功能。在 Google 平台上建立教师个人 CMS 系统，主要是看这个系统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

这六个功能。 

经过比较，我们认为 Google 的一系列网络应用服务能满足教师建立个人 CMS 系统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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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于 Google 的 CMS 系统 

Google 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除了继续专注于搜索引擎这一核心业务外，

Google 近年来通过自主开发和并购等手段，向互联网应用的各个领域渗透，如电子邮件

(Gmail)，文档协同编辑(Google docs and spreadsheet)，博客(blogger),在线日历(Google 

calendar),即时交流(Gtalk)以及群组论坛(Google groups)等。因为 Google 广泛的应用领

域，友好的用户界面，统一的用户入口，强大的后台数据库支持，再加上广泛的用户群体和

接近于零的技术门槛，综合这些要素，我们有可能在整合 Google 网络应用的基础上，建立

教师个人 CMS 系统。笔者自己利用 Google 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建立了研究生课程管理系

统。笔者愿意在此，就基于 Google 平台建立 CMS 系统的思路与做法，与大家共享。 
如图二所示，这个完全基于 Google 建设的 CMS 系统（以下简称 G-CMS）是由四个主

要模块构成的：互动交流和协作模块；资源管理模块；教学日程管理模块以及课程管理模块。

与图一比较，G-CMS 与 Sakai 等课程管理系统的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没有管理员平台。

我们认为，这非但不是 G-CMS 的缺点，恰恰是其优于其它 CMS 系统之处，因为所有的用

户权限管理、后台数据库管理和网络系统管理，全部交给 Google 这个超级管理员来执行，

教师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与课程教学直接相关的活动上，大大降低了系统建设、管理和维护对

教师网络信息技术素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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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G-CMS 的系统模块结构示意图 

 

下面我们将逐一介绍 G-CMS 系统各模块的结构和主要功能。 

(一) 互动交流及协作模块  

交互是网络教学支撑平台的重要功能要素。[ ]6  随着Gmail, Gtalk等一系列软件和网络应

用服务的发布，Google不但有了自己固定的注册用户群，而且用户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协作

功能也大大增强了。如图二所示，CMS系统所能提供的同步及异步交流与互动方式在G-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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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均可实现。除了Gtalk和Gmail这两个传统的交流工具外，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Google 
groups所提供的群组讨论功能和Google Docs &Speadsheet所提供的小组协作编辑功能。前者

除了具有常规意义上的论坛和讨论组功能外，在其beta版中还加入了页面编辑和文件上传两

个功能；而Docs和spreadsheet则具有和wiki类似的网络协作编辑功能，以前编辑的版本都自

动保存，支持标签功能和rss订阅功能，而且对编辑者和浏览者赋予不同的权限，非常有利

于小组协作，共同完成学成学习课程任务。 

此外，博客也是教师组织教学活动、班级和小组协作学习以及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工具，

其标签功能和rss订阅使得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更加顺畅[ ]7  。Google
旗下的blogger是世界上最好的博客服务之一。在blogger平台上建设教师博客、班级博客和

学生博客，既便于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也便于课程内容和知识的共享、评价、组织和管理。

同时，因为博客是以时间序列来组织内容，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足迹”，而这种记录方式是非

常方便回顾和反省的，正是反省使得Blog能够超脱其他工具浅层次的“共享” 功能。同时随

着其 Blog的不断积累，学习者还可以在阅读自己Blog的过程中复习或品味过去所写的内容

以及教师和其它同学对自己博客的评论，从而产生更多的体会和感受。 

(二) 资源管理模块 

搜索引擎服务是 Google 的核心网络服务，也是 Google 在网络服务领域立于不败之地的

法宝之一。目前，Google 的服务领域已经渗透在与搜索业务相关的每一个领域里，从传统

的网页、图像搜索和新闻搜索，到论坛搜索、视频搜索、博客搜索、学术搜索和书籍搜索，

甚至包括本地化和个性化色彩非常强的短信搜索、购物搜索、地图搜索、电影放映搜索等等，

应有皆有。这种立体化的搜索服务构成一个含有海量数据的资源库，再加上 Google 所独有

的搜索引擎技术，方便教师准确地查找各种各样的课程资源。 

G-CMS 平台资源建设的另一工具为 Google Reader，这是一款功能与 bloglines 相类似的

rss订阅服务。教师可以通过Google Reader来追踪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资源网站以及学生讨论、

班级和学生博客的更新情况，而不用一一登录这些站点。利用 Google Reader, 可以使课程内

容更新及对学生学习的反馈与评价更加及时。 

（三） 教学进程管理模块 

Googl 的日程管理服务 Google Calendar 是目前最好的网络日程管理工具，其最大的特

点是可同时支持具有不同浏览权限的多个日程。利用这一特点，教师可以用一个账号管理多

门课程的教学进程安排，并可利用 Google Calendar 提供的代码，将教学日程安排发布在 html
网页中，方便学生浏览。 

（四）课程管理模块 

在 G-CMS 中，课程管理的功能主要是通过 Google 提供的自助式网页设计和制作工具

Google Pages 来完成的。利用 Google Pages 制作课程网页，教师不必具有专业的网页制作知

识，不需要懂得 html 语言，也不需要专门的网页制作工具，在网页浏览器界面上，利用 Google 
Pages 提供的“所见即所得”的网页编辑界面和大量美观大方的网页模板，就可以完成能基

本满足课程管理要求的网页制作。此外，Google pages 提供免费的二级域名，空间大小为

100M，支持文件上传。这些网页制作服务基本能满足教师个人课程管理网站，如课程资料

上传，课程资源导航，课程信息发布，教学内容和作业发布等等。 

要把利用 Google Pages 建成的课程主页作为教师课程管理的中枢和联系 G-CMS 各个模

块的纽带，教师还需要充分发挥 Google Pages 开放的 html 和 javascript 的作用。因为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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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服务均提供了 xml 或 rss 输出，再加上大量的第三方插件，教师毋须懂得这些语言就

可以完成课程系统各模块之间的内容传递。 

图三是我们为利用我校研究生课程《普通语言学》课程的一个页面。 

 

 

教学进程管理，

canlendar html 输出 

站内搜索，google 

提供代码 

课程群组讨论导航 

google 提供代码 

课程内容发布 

课程资源管理 

教师联系方式 

课程资源导航 

辅助资源导航 

课程信息发布 

 

图三 用 Google Pages 设计制作的语言学课程主页截图 

从这个页面布局中可以看出，利用 Google Pages 建立的课程主页，不仅仅是一个静态页

面，而是一个集合了内容发布、课程导航、资源共享、进度管理、网络搜索等诸多功能在内

的课程管理信息中心，是连接教师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手段的纽带和桥梁。 

四、 结语 

 CMS 是教师课程管理的有效途径。但因为种种原因，教师作为个体，还无法拥有个人

的 CMS 系统。本文认为，在 Google 平台上完全可以实现其它高端 CMS 系统所具备的师生

互动协作、资源管理、日程管理、课程内容传输与管理以及用户管理等课程管理功能。由于

其免费的网络服务，较低的技术门槛，统一的界面风格，强大的技术支持，广泛的网络应用

服务，基于 Google 的教师个人 CMS 系统(G-CMS) 是一个平民化网络课程系统建设方案，具

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应用前景。 

 值得关注的是，Google本身也在整合其网络应用技术来服务教育领域的需要。该公司前

不久宣布推出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https://www.google.com/a/edu/)就可以看做是这一

思路和趋势的具体实践。按照这一计划，Google将为教育机构免费提供可用于独立域名的

G-talk, Google Canlendar, Google Page Creator以及Gmail等服务。这一整合网络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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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正是本文提出的G-CMS思想与理念的具体体现，所不同的这一计划将使Google产品与教

育应用之间的兼容性及易用性更为增强，更加适合于在教育领域里大范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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