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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基于六网融通模式的国家开放大学 2015 年秋“人体生理学”

课程网络教学团队建设实践进行探索。主要探讨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网络教

学团队建设过程中的团队设计，包括组织结构设计、团队工作目标设计; 第二，团队

教学工作; 第三，团队工作制度; 第四，团队工作流程，按照准备阶段、启动阶段、运

行阶段和结束阶段开展网络教学; 第五，跨区域网络条件下的个性化教学模式，即

以 QQ 群协作导学模式为主，“现场调研+导学”和“一对一”约学辅导为辅的教学

方式。除此之外，文章还对团队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困惑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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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Exploration into E－teaching Team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Six Types of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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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of this thesis have conducted exploration into the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the e－

teaching team of the course Human Physiology 2015 fall in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ased on“six types

of e－student support”，discussing i) e－teaching team design，including organization and goal design. ii) team

teaching works. iii) team working discipline. iv) team working process，following preparation，initialization，run-

ning and conclusion stages in the progress of teaching. v) personalized teaching model under cross－regional

condition，which focuses on QQ community guidance with site investigation + guidance and one－on－one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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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d tutoring as auxiliary methods. Problems and confusions during team operation are also committed in the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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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的内涵缘于管理学“团队”概念的

引申。“团队”是由一些为了实现一个目标而相互

依赖的个体组合而成的正式群体［1］。教学团队则

是将各种不同能力、不同地域老师集中起来，为共

同的教学目标而奋斗［2］，其合力远远大于团队个体

个人能力之和。

2015 年 10 月，为探索国家开放大学以“六网

融通”为主要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整合办学体系

师资力量，人体生理学课程网络教学团队成为首批

国家开放大学七个网络教学团队之一。本教学团

队的历史可追溯到 2009 年组建的“人体生理学”

课程教学团队，团队在资源建设等方面已小有成

绩，其建设的人体生理学网络课程获得国家精品课

程荣誉。本次构建团队的目的在于探索团队这一

特殊组织对“网络环境下的教与学”活动影响的价

值。本文以国家开放大学人体生理学网络教学团

队为例，将 2015 年秋季的实践与探索进行浓缩提

炼，为远程开放教育网络教学团队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推广、开放大学系统教学质量提升，形成有特色

有推广应用价值的教学团队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

等等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网络教学团队设计理念

( 一) 团队工作目标确定

一个好的教学团队，其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在

于有长期稳定的整体发展规划和目标［4］。有了可

行的目标和成员职责，大家才能形成合力，齐心协

力把团队工作做好，达到阶段目标和终级目标。教

学团队的目标，与课程的发展相统一。其中最重要

工作内容就是开发实用、最新颖的课程教材内容，

通过全方位的教学内容服务和学习支持服务，帮助

学生通过课程考试并学有所用［3］。

2015 年 10 月成立的网络教学团队的主体目

标为提高网络课程的教学能力，包含五个方面。第

一，建立合理的团队架构，形成基于网络的跨区域、

跨领域的协作式教学组织模式。第二，建设学习型

团队，形成不断学习、乐于分享，勇于创新的团队氛

围，不断提升教师在线协作教学和教研的能力。第

三，在应用中完善网络课程建设，研究影响学生网

络课程 学 习 行 为 的 相 关 因 素 ( 教 师、学 生、技 术

等) 。第四，完善教学团队内部工作制度和管理制

度，建立有效的团队运行机制。第五，做好学生学

习支持服务工作，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一是学生上

网学习率达到 85%以上; 二是学生课程成绩合格率

提升 10%; 三是学生对教学服务满意度达到 90%。

( 二) 团队组织结构设计

我们团队组织架构清晰，团队成员间虽有等级

差异，但比较平等。团队首席和团队成员间有上下

级关系，团队首席可决定哪些成员进出团队，而团

队成员间包括首席又是相互平等的，可就团队内部

事务畅所欲言，团队成员可以发表各种想法，而且

团队首席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用的信息，对工作

做出及时调整，让工作完成得更出色。教学团队成

员在充分讨论基础上平等表决各项事务［4］，并且我

们的团队首席通过学术魅力感染大家，没有行政干

预，团队成员为了共同目标而忘我工作，因此我们

的这种组织架构模式目前看来是最稳妥的一种方

式，也是目前学界比较推崇的模式［5］。

人体生理学网络教学团队的组成是以国家开

放大学体系类的专职课程辅导教师为主体，以班主

任为主要的普通成员，并有其它人员 ( 包括管理、

技术、数据分析等人员) 参与。2015 年秋季 ( 试点

单位为湖南和新疆兵团分部) 团队成员共 35 人，分

为三个层级，即首席主持、核心成员和普通成员

( 见图 1) 。首席主持作为网络课程教学团队负责

人，承担团队项目总体策划和管理工作; 核心成员

主要负责基于网络课程平台的协作教学和学习支

持服务工作; 普通成员主要配合核心成员完成网络

课程教学任务和其他团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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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 年秋季人体生理学网络教学团队成员层级

团队根据工作目标分为 4 个工作组，分别为教

学 1 组( 湖南、兵团混编组) 、教学 2 组( 兵团组) 、

技术服务组、内部管理组( 见表 1) 。

表 1 团队成员分组情况一览表

组 别 组 长 组 员

教学 1 组 ( 湖南、
兵团各一个班)

湖 南 课 程 负
责人

辅导教师: 3 名
班主 任: 13 个 教 学 点
的班主任

教学 2 组( 兵团 2
个班)

新 疆 兵 团 课
程负责人

辅导教师: 4 名
班主任: 9 个教学点的
班主任

技术服务组 学支专干 课程技术人员

内部管理组 首席主持
国开 成 员 +湖 南 和 新
疆兵团课程负责人

二、网络教学团队的运行模式

( 一) 团队工作制度制订

一个好的教学团队需要完善的工作制度和明

确的工作职责［4］，才可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成员的积

极性，并 通 过 规 范 规 避 不 良 因 素 对 团 队 工 作 的

影响。

任何一个团队的运行都需要有制度管理。我

们教学团队建立了两项制度: 团队核心成员 QQ 群

周三定期交流制度、网络课程辅导答疑值班制度。

2015 秋的执行情况为: 严格执行了两项工作制度，

无人无故缺席交流活动和值班活动。团队周三定

期交流活动开展了 7 次，其中语音交流讨论 3 次，

文本交流 4 次。主题分别是工作实施方案的讨论、

工作制度的讨论、团队建设任务和网上教学工作的

交流和讨论。

简单清晰的分工是完成目标的保证。我们团

队将成员分为四个组开展工作，各组工作任务明

确，其中成员角色职责清楚。例如，班主任的职责

是配合支持辅导教师做好学生的课程学习支持服

务工作: 一是负责提供学生的详细信息; 二是参与

建立师生之间畅通的有效的联系渠道 ( 课程群班

级群) ; 三是督促学生登录课程平台; 四是关注和

使用团队发布的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并收集和反馈

学生的问题; 五是填写工作记录和工作数据并反馈

给辅导教师。班主任的工作内容清晰且不复杂，还

可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

( 二) 团队工作流程设计

团队构架方式是在原有电大教学团队基础上

的升华，这使得我们团队的构架有坚实的支撑，例

如团队成员间相互了解和默契、课程比较成熟、成

员结构涵盖网络课程运行的方方面面。在此基础

上，根据各级人员分工和工作目标，我们将整个团

队工作流程分为四个阶段: 准备阶段、启动阶段、运

行阶段、结束阶段( 见图 2) 。

( 三) 团队教学模式探索

我们教学团队采取的教学模式为“跨区域网

络条件下的个性化教学模式”，它是指异地学习者

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网络在国家开

放大学人体生理学网络课程平台上自主学习，得到

团队教师( 异地开放大学教师) 的指导、进行师生

互动、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得到满足［6］。原来

电大系统导学助学促学方式较多，我们团队根据课

程特点和以往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需求，进行了创

新: 建立两种 QQ 群，一种是促学模式课程 QQ 群，

一种是解决学习难题的答疑 QQ 群。课程 QQ 群根

据学生区域和人数来划分班级，由国开辅导教师和

班主任提供导学服务; 答疑 QQ 群则很直接地为学

生提供学习支持服务，只要在人体生理学网络课程

学习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和想探讨交流的问题，均可

以点击“我要发言”按钮，自动进入答疑 QQ 群，团

队教师值班负责答疑解惑。

1. 编好班级和确定国开辅导教师

根据湖南和新疆兵团两个试点 单 位 学 生 课

程注册人数，确定为 4 个教学班，并落实好辅导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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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 秋人体生理学网络教学团队工作流程

湖南 128 名来自 12 个教学点的学生形成一个教学

班，教师为湖南省校课程责任教师; 新疆兵团校部

54 人形成一个教学班，教师为兵团课程责任教师

和北京开放大学课程责任教师; 新疆兵团红山教学

点 126 名学生形成一个教学班，教师为贵州、四川

和湖南省校的课程责任教师; 新疆兵团 8 个师的学

生形成一个教学班，教师为兵团第 5 师课程负责人

和陕西省校的课程责任教师。

2. 建好课程 QQ 群

由各班国家开放大学辅导教师联络好各个教

学点的班主任，由班主任把教学点的学生拉进群并

上报学生信息表。

3. 开展课程教学

采取以课程 QQ 群协作导学模式为主的教学

方式，辅导教师在群中指导学生如何登陆课程、学

什么、怎样学、怎样考、遇到困难怎么办等问题; 辅

以现场调研+导学的教学方式，特别对学生人数多

的教学点，辅导教师现场导学 1 次，效果非常好; 对

于学习进度慢或者学习需求大的学生辅以“一对

一”约学辅导教学方式，也是很不错的方法，因为

该课程的学习者工作性质是三班倒，学习时间很不

一致，约学辅导能很好地满足其需要。

4. 充分运用平台数据来督促学生学习与教学

研究

人体生理学网络课程功能强大，数据涵盖很多

方面，学生学习行为及成绩等记录清晰。因此将数

据统计并分析后可在课程群中用于督促学生学习，

学生自己也可以随时查阅自己的学习状况，还可以

用数据分析每一个阶段学生学习与成绩情况，便于

下一步团队更有效地开展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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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教学团队的工作成效

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取得喜人的工作业

绩。通过对比，可发现课程合格率及学生满意度均

远超预期目标( 见表 2) 。

表 2 目标对比

预期
目标

学生上网学习
率 达 到 85%
以上

学生课程合格
率提高 10%

学生对教学服
务 满 意 度 达
到 90%

达成
情况

学生上网学习
率 达 到 100%
以上

学生课程合格
率 分 别 提 高
19%和 48%

学生对教学服
务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 一) 学生成绩提升

全方位的学习支持服务帮助学生通过课程考

试并学有所用是团队工作最主要的目标。两个学

期学生成绩对比，证明了团队目标达成且学生收益

大。湖南分部 2015 秋学生平均成绩达 80 分，远高

于 2015 春( 68 分) 。新疆建设兵团分部两学期的

平均成绩分别为 2015 秋 74 分和 2015 春 49 分，通

过率由 2015 春的 35%提高到 2015 秋的 82%。

( 二) 学生满意度较高

学生满意度调查表涉及七个方面: 一是评价人

体生理学网络课程生理与临床结合，学练考一体化

的学习设计效果; 二是评价网络课程模块测验与查

阅学习内容相结合 ( 以考带学) 的设计效果; 三是

评价国开辅导教师通过 QQ 群等方式对课程学习

进行指导和督导的情况; 四是评价班主任对课程学

习进行提示和督促的情况; 五是在本学期人体生理

学网络课程学习中最有效的交流方式; 六是人体生

理学网络课程平台使用稳定性的评价; 七是在人体

生理学学习中的感受、经验、问题或建议。第一二

是对网络课程的设计评价，第三四是对学生接触

的两类团队人员服务满意度评价，第五七是为以

后的教学交流方式及优化团队工作提供数据支

持。第六是国开学习支持服务需要的平台稳定

性的调查。

在 2015 秋学期中，学生对国开辅导教师和班

主任的满意度均很高，学生提出其他课程也要像人

体生理学网络课程一样给予教学服务支持的建议

( 见图 3、4、5) 。

图 3 对国开辅导教师的指导、督导满意情况

图 4 对班主任的提示和督促满意情况

图 5 学习交流方式的基本情况

( 三) 辅导老师 /班主任评价好

作为从事开放大学教学的各级老师和班主任，

最害怕的事情是找不到学生，不知道学生学习情况

如何。学生进了课程 QQ 群，辅导老师 /班主任多

了一条联系学生的途径，也可以在网络课程平台上

随时查阅到数据，随时可以了解到学生的学习动

态，因此从原来的“远程+无形”变成了学生“在身

边+有形”。此外，学生的学习成绩完全通过学生

自己的学习来直观性表现，不受教师阅卷等不稳定

因素的影响，学生会不断挑战自己，真正实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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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学生主动学习和学习兴

趣大大提升。

四、网络教学团队建设的反思

( 一) 顶层设计应注意经费配套

课程教学建设团队建设以及课程教学改革，需

要在学校和学部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和实现。

课程教学团队是课程教学改革的组织基础，网络教

学团队建设在六网融通中发挥着重要而关键的作

用。我们 2015 秋网络教学团队之所以成效显著，

与学校的顶层设计，学习支持服务中心的全程管理

服务以及经费保障等直接相关。

当然，教学团队中要把握好团队利益和个人利

益的度，不能一味强调合作，也不能引起不当竞争。

在适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体能动性。首先，团队

成员的教师工作报酬，既要考虑团队整体效益，又

要兼顾个人工作效益; 其次，团队内部要奖罚分

明［4］。经费需要有整体规划，由学校甚至教育部门

统一规划，持续支持，保持团队工作持续运行［7］。

( 二) 建设步骤应讲究积极稳妥

融通，而非割裂，这个任务很重。现在的学习

网、考试网、学习支持等往往未融合一起。随着国

家开放大学学习网平台的运行，我们会遇到网络课

程登陆平台的分级问题，网络课程平台的稳定性问

题，网络教学管理数据的有效融通问题，网络学习

支持服务的大格局、教学需求对技术的引领地位和

作用的实现问题等等。因此网络教学管理和网络

教学技术在六网融通的交融支持、网络课程教学团

队的运行、网络核心课程的建设等协调运行中任务

艰巨。

( 三) 系统内数据应优化获取路径

学生课程注册与考试注册数据获取路径需要

从教学点到学习中心、分部、总部，然后总部反馈给

课程团队，课程注册与考试注册人数的不对等性等

等都造成团队运行的困扰。再一点就是数据获取

的变量，每个学生日志不能下载，数据平台不能提

供大量学生的日志，只能少量下载，这些除了技术

人员还得请统计专家共同设计平台数据的变量。

网络教学团队至关重要，它关系着网络学习支

持的有效实现，关系着六网的有效运行。我们教学

团队通过团队组建、目标确定，明确工作制度与职

责，团队成员根据工作流程开展教学，达到了团队

预期目标。实践证明，网络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和

有效运行能够推进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和网络核

心课程教学过程的落实，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

果。期望我们网络教学团队的建设经验能够得到

进一步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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