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4

随着信息时 代的到来， 基 于信息化技 术的

教育新模式正对传统大学生素质教育产 生前所

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顺应 时代依托 网络平

台开展大学生素质教育， 构建 大学生素质 教育

的网络模式显得意义重要而深远。 其中， 大 力

建设大学生素质教育网络平台 是高校应对 网络

时代冲击、 发挥网络集聚优势、 推动学校教 育

教学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一、 大学生素质教育网络平台的重要意义

1. 网络平台是应对网络时代对大学生 素质

教育冲击的必然选择

由于互联网 的普及， 网络 已经成为青 年大

学 生 学 习 生 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获 取 信 息 的 手 段 。

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智能手机、 掌上电

脑等新媒体使得大学生 可以随时随 地上网。 大

学生上网意识强、 媒介技 术能力高、 上 网时间

长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 想象， 他们通 过网络获

取信息、 查询资料、 学习交 流、 消遣娱乐。 由

于网络传播不分地域、 没有疆界， 任何人都可

以通过各种新媒体向特 定或不特定 人群进行信

息传播。 多元和开放的网络传播渠道， 使得我们

很难对不良信息进行过 滤， 对信息的 真伪进行

辨别甄选， 这对正在成长 中的大学生 必将产生

不利影响， 导致学生人生 观、 价值观的 冲突与

失范。 [1] 因此， 面对网络时代对大学生素质教育

的冲击， 如何正视这些挑战和压力， 迅速开辟网

络战场、 主动占领网络阵地， 并通过网络吸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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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开展素质教育， 进行有 效的引导和 管理， 是

新形势下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
2. 网络平台是网络特征与 素质教育紧 密契

合的应然要求

通过搭建网 络教育平台， 可以有效弥 补课

堂教学对素质教育的不足。 开 展网上素质 教育

效益明显： 一是网络信息丰富、 时 效性强。 网

上丰富的教育资源给大 学网络教育 平台提供了

丰富的素质教育内容。 因为通过网 络教育平台

整合网络中丰富的知识内容， 学生 不但可以通

过网络迅速查阅各种经 典著作， 更 能最快速地

了解最新的前沿知识。 二 是网络打破 时空的约

束。 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通 过网络

平台进行学习， 网络教育教 学内容的传 授、 信

息的传播没有时间的约束， 也 不需拘泥于 一定

的空间， 只需通过计算机、 手机等 媒体就可 实

现。 三是网络使学生充 分享有自主 权。 与课堂

教学相比， 通过网络开展 素质教育， 学 生拥有

了更大的自主权， 学生可以 在丰富的教 学内容

中，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自 主学习。 四 是网

络素质教育方式更加灵活。 传统 课堂教学受 场

地等各方面因素制约， 一次授课 的范围仅仅 几

十人， 最多上百人。 但 是网上教育 不仅可以不

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 能反复 使用， 而且

教学方式灵活， 可以采取多 样的形式， 比 如动

画、 视频等， 使教学方式更加生 动， 更容易为

学生所接收。
3. 网络平台是高校教育改 革助推素质 教育

网络化的实然趋势

近年来， 网络 技术的发展 已经深刻影 响和

改变了高校教育改革的进程， 教育改革也 内在

要求高等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须 符合技术 发展要

求， 满足新时期学生的需要。 素 质教育网络 平

台的搭建， 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 将素质教育 的

优秀教学经验和优质教 学内容在网 络平台上进

行共享， 顺应了高校教 育教学改革 的需要， 另

一方面还使教学资源的内 容可以不 受时间、 空

间的限制， 使教育教学资源 的表现形式 更加丰

富生动， 更加符合青年学生的特点。 2012 年以

来 ，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即

慕课） 在全世界开始迅速流行， 几万甚至是 几

十万人一起学习一门课程。 [2] 慕课的出现使课程

组 织、 教 学、 考 核 等 模 式 都 产 生 了 巨 大 变 化 ，
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产生 了重要影响。 许多

国家和地区的顶级大学纷纷宣布加入慕课行列。
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宣布推出 慕课网站

EDX 后，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香港大学、 日

本京都大学、 韩国首尔国立 大学等均先 后宣布

加入了 EDX 慕课平台。

二、 大学生素质教育网络平台的建设框架

建设大学生 素质教育网 络平台， 需要 顺应

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 紧紧抓 住网络时代 的本

质 特 征， 针 对 传 统 素 质 教 育 中 存 在 时 空 封 闭 、
手段单一等问题， 运用 Php+Mysql、 Java、 流媒

体等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 [3] 营造现实与虚拟有

机结合和 “自主、 平等、 开放、 互动” 的素质

教育环境， 发挥教师的 主导作用和 学生的主体

作用， 构建 “师生共建、 网上互动、 有效评价”
的素质教育模式。

1. 统筹规划网络， 建立科学 系统的素质 教

育内容环境

大学生素质 教育可按内 容分为思想 政治素

质教育、 专业知识素质教育、 身心健康素 质教

育、 科技人文素质教育和就业 技能素质教 育等

五大板块。 为此， 大学 生素质教育 网络平台 建

设应以此为依据， 以思 想政治教育、 专业知识

教育、 身心健康教育、 科技 人文教育和 就业技

能教育等五个素质教育网 络子平台为 基础， 基

于图论最优匹配理论形成 “一校、 五网、 多站”
式教育内容体系， 满足 学生成才多 样化的教育

需求。 [4]

一是思想政 治教育网络 子平台。 思想 政治

教育网络子平台应重点整合 党建工作、 团 建工

作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 形成三者有 机融

合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群， 对大 学生施加 有目

的、 有计划、 有组织的 影响。 党建工 作网站可

通过开设网上党校、 马克 思主义理论 中国化最

新成果、 基层党组织建设 等栏目， 形成 长效的

党员先进性教育平台； 思想政 治理论课 教学和

研究的专题网站， 可通过重点 课程建设、 经 典

文献、 课程教案、 实践 教学等栏目， 帮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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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理论 成果， 提升

理论素养； 团建工作专题网站可通过网上团校、
志 愿 服 务、 主 题 团 日、 政 治 学 习 等 专 题 栏 目 ，
为全校团员青年的思想政治教 育服务。 三个 专

题 网 站 坚 持 以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为 引 领 ，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各有侧重、 优势互补，
把思想政治教育拓展到网络世界。

二是专业知 识教育网络 子平台。 专业 知识

教 育 网 络 子 平 台 应 紧 紧 围 绕 大 学 生 专 业 课 程 、
专业知识学习而构建， 有效整合 学校的精 品课

程网络， 充分体现在 线、 开放的特 征， 为大学

生个体提供网上学习机 会， 并逐步探 索开放互

联网背景下全新的大学 课程组织实 施模式， 撬

动传统课堂组织管理模式。 同时， 与网 络课堂

相对应的教学管理、 选课中心、 师生服务等 网

络载体也应同步跟上， 让学生可 网上选课、 网

上评教以及网上查询成绩等， 实现 教育过程和

管理的网络化。
三是身心健 康教育网络 子平台。 身心 健康

教育网络子平台应充分利用 网络的虚拟 性、 交

互性、 匿名性等特征， 开展大学生 心理健康 教

育、 心理辅导测试、 健康 知识普及教 育等， 通

过网络平台训练达到提高 身心素质的 目的。 可

探索建立心理辅导与健康 专题网站， 将 教育融

入其中， 让学生通过网络平台 了解身心 健康知

识， 进行身心健康的自我训练 和测试评价， 也

可以在线咨询有关专家， 解决成 长过程中的 身

心困惑。
四是科技人 文教育网络 子平台。 科技 人文

教育网络子平台以大学生科 技创新素质 的培养

和人文素质的积淀为基础， 整 合学校大 学生文

化素质教育、 创新教育的网络 力量， 打造大 学

生科技人文素质培养的基础平 台。 可依托网 络

开通人文沙龙、 第二课堂等栏目， 关注人的全

面发展、 推进素质教育。 同 时， 学校还 可以以

问题和课题为中心， 设立科技 咨询、 个性培 养

等栏目， 推进以学生研究性学习 为主的教学 改

革， 提高大学生科技创新的能力与素质。
五是就业技 能教育网络 子平台。 面对 严峻

的就业形势， 高校针对大学生 就业技能素 质的

教育日显重要， 很多高校已经形 成了完善 的课

程体系， 但如何利用网络 开展就业技 能素质培

训还在探索之中。 就业技 能教育网络 子平台应

主要针对就业技能的训练和就业信 息提供而开

设， 使学生能更加快捷地 获得信息 和相应的服

务。 学校可通过建立专门 的网站， 开设 职业生

涯规划、 就业指导、 就业资源、 招聘流程等 栏

目， 使学生掌握就业政策法规、 就业技能技巧，
开展自助式网上职业倾 向、 性格特 征和综合素

质的测试， 促进毕业生对自我认知的科学评价。
2. 创新网络运行， 构建 “师生 共建、 网上

互动、 有效评价” 的素质教育模式

如果说建立 系统科学的 素质教育内 容环境

是基础， 那么创新网络运 行、 构建素质 教育网

络模式则是关键。 为此， 学校 应建立一套 完善

和顺畅的基于网络平台的大 学生素质教 育运行

体系。 在网络子平台上， 学生可 以根据网 络栏

目上的素质教育菜单， 结合自身 所学专业、 特

长、 爱好以及课余时间 多寡等因素 自行选择每

学期参加的网上或网下素质拓展 训练计划。 在

训练计划结束之后， 通过 网络将参 加此次素质

拓展训练计划的成绩或收获提交到网络平台上。
随后， 专兼职辅导员和 网络管理人 员会根据素

质拓展组织单位公布的成绩或参 加名单对该 名

学生参加素质教育的情 况进行网上 初审， 再通

过校级网络平台管理单位进行复审。
同时， 高校应 创新网络素 质教育方式， 实

现大学生素质教育网络的有效 评价问题。 学 校

可 在 第 一 课 堂 之 外 构 建 素 质 教 育 的 学 分 体 系 ，
将基于网络的素质教育内容纳入 人才培养 方案

和学分制学籍管理。 通过制定大 学生素质拓 展

计划的网络实施办法， 开发大学 生素质拓展 专

题认证网， 实现认证网与网络子 平台的互联 互

通。 以网络手段实时记 录大学生 参加素质教 育

活动的所有情况， 全面 推行大学生 素质拓展 网

络认证。 让大学生在校 四年期间每 参加一项素

质教育， 每参加一个课 外科技文化 活动， 每取

得一个证书， 每获得一项 奖励， 每担任 一次学

生干部等所有涉及大学生素 质教育的 内容均实

现网络全程记录。 通过这种 师生共建互 动的形

式推动学生自主参与网络 教育活动， 并 将该项

目和成绩自动生成到该名 学生的素质 拓展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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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证书上。
3. 健全网络管理， 形成 “教师 主导、 学生

主体” 的运行机制体系

网络是把双 刃剑， 用好了 将极大地促 进教

育的变革与进步， 用不好将对 教育的效果 产生

负面的消极影响。 面对网络经常 出现的 “一 管

就死、 一放就乱” 现象， 大 学生素质教 育网络

平台建设应坚持在教师主 导的前提下， 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建立和 完善运用网 络开展

素质教育的保障体系和长效机制。
一是建立教 师主导的管 理体系。 应围 绕基

于网络平台的大学生素质教 育， 建立不同 层次

的大学生素质教育网络工作队 伍， 包括由 班级

导师、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组成的专业教师队伍，
由相关职能部门教师、 专兼职辅 导员组成的 管

理工作队伍， 由学生党员、 学生干部、 学 生信

息员组成的学生骨干队伍。 学 校可探索成 立校

领导任主任、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为成员 的专

门 工 作 委 员 会， 努 力 建 立 健 全 党 委 统 一 领 导 、
党政群齐抓共管、 有关 部门各负其 责、 全社会

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 工作机制。 通 过明确工

作职责， 理顺管理关系， 形成 了网上素 质教育

的合力。
二是形成以 学生为主体 的运行体系。 在现

实工作中， 由于学生对学校开 放的网络平 台缺

乏内在的兴趣而易导致大学生 素质教育 网络平

台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 为此， 我们必须解 决

对学生的吸引力问题， 而以学生 为主体的运 行

模式则可以使此问题迎 刃而解。 根据 素质教育

的要求， 结合网络时代的 实际， 如果可 以让学

生主动参与网络平台的建设， 自然会产 生一呼

百应、 以一带三的涟漪效应。 让 学生参与网 络

由被动转为主动， 在主动参与中 体现其主体 作

用的发挥。

三、 大学生素 质教育网络 平台实践的 经验

启示

1. 树立科学的大学生素质 教育网络理 念是

关键

一是坚持 “走 进现实” 的建 设理念。 根据

大学生成才需求， 网络建设一定要 “贴近学生、

走进生活、 寓教于乐”。 在网络平台的开发上一

定要结合学生的现实需求， 精心选择栏 目， 如

可开设与学生学习相关的各 种学科栏目， 与学

生兴趣相关的生活时尚栏目， 与 学生进入 社会

需求相关的技能培训栏目等， 从 而避免简单 的

说教和将学习生硬地搬进网络。 应着力打造 一

批形式多样、 灵活新颖、 内容不断 更新的教育

栏目和板块， 在网上形成教育学生、 引导学生、
服务学生的立交桥， 满足广大青年学生多方面、
多 层 次 的 需 求， 增 强 素 质 教 育 工 作 的 针 对 性、
时效性、 感染力和吸引力。

二是应坚持 “平等互动开放” 的工作理念。
不断创新大学生素质教育观念 和模式， 以网 络

参与的平等性为基础， 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
凸显出 “学生是自我教育和自主管理的主体” 的

教育观念。 以网络的互动性、 开放性、 跨时空性

为基础， 促进传统灌输式 教育向网络 环境下学

生自主教育模式的转变。 另外， 通过寻 找第一

课堂与第二课堂对接的切入 点， 形成虚 拟环境

下 的 “第 三 课 堂”， 延 伸 素 质 教 育 的 时 间 和 空

间， 使网上和网下育人工作相结合。 [5]

2. 构建分层分级 “一校多站” 素质教育网

络平台是基础

利用先进的 信息手段加 强大学生素 质教育

是形势发展的需要， 但是任 何一个单纯 的网络

平台都无法充分满足这种 需要， 分层分 级 “一

校多站” 的模式是大学生需求使 然， 也是素 质

教育工作的形势使然。 大学生素质 教育网络平

台的建设应坚持 “主动 积极、 正面引 导、 加强

管理、 趋利避害、 为我所用” 的 方针， 形成以

网络平台为载体， 以大学 生核心素质 为指向的

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知识教育、 身心健康教育、
科技人文教育和就业技能 教育五个有 机联系的

素质教育网络子平台为 依托， 以每个 素质教育

网络子平台为基点的分层 分级 “一校 多站” 素

质教育网络模式。 通过这种分 层分级 “一校 多

站” 式 网 络 平 台 解 决 传 统 素 质 教 育 活 动 零 乱 、
散漫等缺点， 形成系统的网络教育体系。

总之， 基于网 络平台的大 学生素质教 育体

系的建设和应用其意义 已远远超出 了网络平台

建设本身， 而成为名副 其实的素质 教育网络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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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系： 通过政治性、 思想 性、 教育性、 服 务

性、 娱乐性内容的有机 融合， 形成 了基于网络

平台的大学生素质教育 体系； 通过学 生课外科

技文化基地、 教室、 实验室、 图书馆、 体育场、
师生宿舍的多点联入， 形成了素 质教育网上 网

下工作联动模式； 通过 学校理念 体系、 保障体

系、 应用体系、 运行体系、 培 养体系和评 价体

系的分工协作， 形成了基于网 络平台的大 学生

素质教育组织体系； 通过制订 一系列网络 和素

质教育工作的运行、 管理、 建设 规范和形成 相

应的工作机制， 构建了 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进 网

络的制度模式； 通过鼓 励干部、 教师 和学生的

共同参与， 形成了素质教 育进网络工 作的队伍

保障模式。 通过以上的模 式， 系统和完 整的形

成了基于网络平台的分层分 级大学生 素质教育

体系， 让网络在素质教育中 发挥了更为 重要的

作用。
3. 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相 融合是网络 素质

教育的活力所在

传统手段与 现代技术的 融合有利于 打破传

统素质教育在时间、 空间和条件等方面的限制，
将素质教育建在网上， 实现在 网上。 如今 的大

学生都是信息环境下成长起来 的一代， 接收 新

鲜事物能力强， 大都 喜欢求新、 求 变， 如果在

素质教育中适当地引入 现代信息技 术， 那么将

会让素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和充满活力。 为此，
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
积极捕捉新技术方向， 将 最新的信息 技术手段

应用于素质教育网络平 台， 让学生觉 察到网络

平台的变化和实时更新， 从而提高学 生对网络

素质教育内在的认同度， 在 课堂之余 主动参与

网络世界的教育活动。
另外， 传统手 段与现代技 术的融合也 有利

于学校主动融入学生的网络 世界， 搭建学 生学

习 的 “第 三 课 堂”。 目 前， 网 上 的 信 息 良 莠 不

齐， 如果我们不主动尝试融入学生的虚拟世界，
就会出现教育的 “真空地带”。 主动把现代信息

技术引入教育， 可以有效地形 成学生的 “第 三

课堂”， 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 学校可邀请相关 专业学院特 设与学生

专业学习有关的栏目， 如 通信专业可 开设 “通

信魅力” 栏目、 光信息与微 电子等专业 可开设

“光电讲座” 栏目、 自动化与控制科学等专业可

开设 “智能机器人” 栏 目、 计算机 与网络相关

的专业可开设 “网络无边” 栏目等。 总之， 搭

建素质教育网络平台不能为了 网络而网络， 只

有将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相融 合， 将传统课 堂

与现代课堂相结合， 相 辅相成， 相 得益彰， 网

络素质教育才能生机无限。
4. 与时俱进、 革故鼎新是素 质教育模式 持

久发展的源泉

新媒体技术 快速发展与 更新需要素 质教育

模式与时俱进， 不断革故鼎 新。 新媒体技 术的

快速更新， 往往体现在新媒体 操作技术、 新 媒

体外在形式以及新媒体环境下交流方式的更新。
这些改变不断对大学生教育工 作者提出新 的要

求， 包 括 思 想 观 念 的 转 变、 信 息 技 术 的 更 新 、
交流方式的改变以及心态上的适 应等。 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 新媒体技 术的更新 发展将会更

加频繁。 因此， 教育工作者 必须加强学 习， 不

断适应新挑战， 与时俱进， 不断 创新， 充分利

用博客、 微博、 微信、 电子 信箱、 网络聊 天室

等各种渠道开展素质教育， 只有 这样才能 够了

解和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 从 而采取有效 措

施，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此外， 还应不 断创新基于 网络平台的 素质

教 育 培 养 体 系 和 评 价 体 系。 在 信 息 网 络 时 代，
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喜 好， 每位学生 有

选择自己需要的素质教育的权利， 基于网络 平

台的大学生素质教育体 系正好可以 通过网络平

台上的虚拟菜单实现这一功能。 可 以在网络平

台开展各种赛事活动， 这些比赛完 全根据学生

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 从 而实现分 类培养和专

项提高。 此外， 建立对大学 生素质教育 的评价

模式一直是教育界公认的 难题， 而将素 质教育

网络化、 学分化的尝试较 为科学、 合理 和公正

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学生以 简便可行的 流程在

毕业时获得一本素质拓展 网络版证书， 这本证

书 将 反 映 学 生 在 校 期 间 参 加 素 质 教 育 的 经 历 ，
用人单位也可以通过为他们单独开 放的账号到

素质拓展网上对学生参加素质教 育的情况进 行

详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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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随着信 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 网络 教

育已经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中 一种不可或 缺的

形式。 素质教育网络平台建设不 同于传统 课堂

教育模式， 需要我们考虑信息技术、 学生变化、
教育实际三者的有机 融合， 与时俱 进、 革故鼎

新， 不断积累经验， 使网络 在大学生素 质教育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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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on the Internet Platform

You Minhui Zhang Shaorong Zhang Ke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on the internet platform is
consequential to the internet era we are in. The furthering of teaching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lso
makes it imperative that we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 for collecting and spreading information. College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on the internet should emphasize the scientific system and good contents, the
concerted efforts and interaction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 effective system of evaluation, with the teacher
as the center and the students as the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Experience shows that qual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internet is an good means to explore new concepts of quality education, to build the
hierarchical “one school, multi station” network, to maintai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the
new technology, and can constantly promote quality education so a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interne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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