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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介绍首批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上线有关情况

6 月 26 日，首批 120 门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将正式通过爱课程网

（www.icourses.edu.cn）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这是继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之

后，中国开放教育成果的又一次大规模亮相。 

以提升在校大学生和社会大众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为重点的中国大学视频公

开课自 2011年 11月 9日首批上线以来，已经有 266门课程陆续上线供公众共享，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赢得了各界的普遍好评。本次亮相的中国大学资源共享

课，以量大面广的高校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重点，为高校师

生和社会学习者提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工处理后的反映课程教学思想、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的核心资源，不仅有课程全程教学录像，还包括课程介

绍、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或演示文稿、重点难点指导、作业、参考资料目

录等教与学活动必需的基本资源，并构建了适合在校学生及社会学习者进行在线

学习和交流的网络学习环境。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的推出，将进一步推进高等教

育开放，有效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在促进教育公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

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更好地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12 年以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s）

在全球迅速兴起，以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共同创办的非营利在线教育平台

edX为代表，对传统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之势呼之欲出。在此大潮之下，我国高

等教育同样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于今年 5 月正式加入

edX平台，并将于近期分别推出第一批面向全球的在线教育课程。在我国优质教

育资源共享已初具规模的基础之上，集中优势力量建设的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

结合了当下主流的国际开放教育形式，兼顾现代教育和我国传统教育的特点，力

图深入探索涵盖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教学方法的全方位教育教学改革，倾力打

造独具特色的大规模在线教育中国品牌，并将不断在实践中发展完善。这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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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在在大规模在线教育可能引发的全球高等教育深刻变革中迈出了新的

步伐。 

首批上网开放的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共计 120门，涵盖了理学、工学、文学、

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等 10个学科门类，本科课程 84门，高职高专课程 22门，

网络教育课程 14 门，共享资源总数达到 31985 条。这些课程来自北京、天津、

上海、江苏、湖北等 21个省、市、自治区的 78所高校，1456位教师参与建设，

其中不乏国家工程院院士、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主讲的课程。 

首批上线课程亮点纷呈。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设计基础》，在传统学院派

重视基本功的基础之上融入了创新的教学思想；南开大学的《大学语文》，从一

门普通的必修公共课提升为一段旨在全面提升学习者的母语素养、帮助学习者认

识和融入中华文化精神家园的文化之旅；中央财经大学的《金融学》，以历史和

逻辑线索阐述金融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和运行规律，立足中国现实，探讨中国金

融的实践进展和研究成果，为学习者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金融学全景画面。众

多特色鲜明的优质课程，涵盖了多个学科和领域，可以满足广大学习者不同的学

习需求。  

藉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上线之机，作为课程展示和学习平台的“爱课程”网

也进行了全面升级改版。改版后的“爱课程”网更加注重发挥互联网学习的优势，

尤其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大亮点：（1）更为友好的网站界面。充分考虑了中国大

学视频公开课和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的特点，设计了兼顾良好视觉体验和用户体

验的课程展示模板。（2）良好有效的互动性功能。融入了微博、论坛、群组等，

增加了学友圈、学习笔记、互动答疑、开放课堂等全新的功能和应用，以课程为

核心构建在线学习社区，教师与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可以通过多种

方式实现便捷、充分的互动交流，也可以在线开展教、学活动。（3）支持多种终

端访问。用户不仅可以利用电脑接入，也可以使用手机、平板电脑随时随地学习

网站课程、参与网站互动，为用户的碎片化学习扫除障碍。（4）与“211工程”

项目之一的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CALIS）互联互通。开通了 CALIS 统一认

证的用户学习课程的过程中，可便捷进入数字图书馆系统，随时对拥有版权的电

子教材进行在线阅读。“爱课程”网正在逐步成为集优质课程资源展示和学习的

我国在线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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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的上线将作为一个开端、一个契机，全面带动更多

高校积极加入优质资源共享课程的建设工作，逐步实现“十二五”期间我国高校

5000门资源共享课向公众开放的目标，更好地履行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 

 

（资料来源：教育部门户网站，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

743/list.html，下同） 

 



一、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的基本内涵 

2011 年 11月 9 日，我们在爱课程网、中国网络电视台和网易推出了首批 20

门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至今已经陆续上线了 266门课程，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

响，赢得了各界的普遍好评。截止 2013年 5 月 31日，3个网站视频公开课总页

面访问量近 49亿次，课程总访问量达 4768 万次，评论有 63396条。 

视频公开课是以高校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科

学、文化素质教育网络视频课程与学术讲座，是知识普及性课程。中国大学资源

共享课与视频公开课的定位有所不同，是以量大面广的高校公共基础课、专业基

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重点，以高校教师和学生为服务主体，同时面向社会学习者，

提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工处理后的反映课程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的高等学校内部的教学核心资源，不仅有课程的全程教学录像，还包括

高校教学活动必需的各种基本资源，并构建了适合在校学生及社会学习者进行在

线学习和交流的网络学习环境。 

二、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的建设背景 

1.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建设是现代信息技术催生高等教育深刻变革的产

物。 

信息技术从未像现在这样影响和渗透到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

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学习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类知识结晶正“置于指尖”。

近年来，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着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

段的变革。计算机辅助教学、数字化教学、混合式教学、移动互联网、移动阅读

设备发展、协作式学习、个性化学习等新型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如雨后春笋迅

速兴起。当前及今后在校大学生因成长经历的变化，如小学阶段就已经广泛接触

和借助计算机及相关媒体获取知识，进行自主学习，这样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习



方式上会发生根本变化。  

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学术全面发展观念、终身学习观念、系统培养观

念、人人成才观念正在逐步树立，必然促进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

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形成。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正是顺应时代需求，试图将信

息技术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提供一种全新的知识传播模式和学习方式，使得个

性化的学习成为可能，使得不同人群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可能，使得更多社会

学习者接受优质高等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成为可能。 

2.开展资源共享课的建设与共享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之一。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加强网络教学资

源体系建设，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建立开放灵活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促进

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要

“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优质数字教

育资源建设与共享行动”。为此，教育部、财政部从 2011年开始启动实施“十二

五”期间“本科教学工程”，并将“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项目”列为重

点项目，这是继推出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之后，又一项贯彻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

举措。 

3．适时推出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是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2010 年秋季，以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为代表的境外大学视频公

开课，尤其是附有中文字幕的课程在我国快速传播，并受到广大网民的追捧。2012

年以美国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兴起大规模在线教育，这一举措将加速高等

教育的全球化发展和全球化竞争。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网络在线教育方面的探

索与实践，努力建设适合中国国情、满足数以亿计学习者需要的开放课程，为参

与在线教育的国际合作和竞争，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适时推出在线教育新型

的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将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展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

果，参与国际竞争，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深刻变革。 

三、中国大学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与共享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际高等教育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

相结合的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兴起。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是我国现阶段在线教育的



一种模式，它从我国高校自主建设的课程中选取教学效果显著、适用性强、应用

效果良好、具有示范性和辐射推广作用的优质课程，转型升级成为恰当运用现代

化教育技术和方法，能够在网络上传播和共享，资源系统完整、丰富多样，知识

产权明晰，并具有可持续更新机制保障的新型课程。 

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上线共享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在推动高等学校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促进教育公平、服务学

习型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上线，使优质教育资源远远

超越了某个大学校园，传遍全国和全球的每个角落，使每个人都有接受优质高等

教育的机会和途径，这将为根本解决我国优质资源不足这一突出问题提供新的突

破口，推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跨越。 

二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观念转变、教学内容更新和教学方法改革，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大学教育水平。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提供了一种新的知识

传播模式和学习方式，使得大规模并且个性化的学习成为可能，这将有利于选拔

人才、因材施教，大大提升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成才率。网上教育的低成本、全新

性将会带来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人才培养过程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将会引发高等学校和广大教师在网络环境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对教与学的过程

及其规律进行深刻反思，对教育教学深化改革、提高质量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是充分展示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已初具规模的基础上，集中优势力量建设一批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倾力打造

独具特色的大规模在线教育中国品牌，向世界表明中国将积极参与高等教育的全

球化发展和全球化竞争，积极推进我国在线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创新，提升我国

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四、中国大学精品资源共享课首批上线课程的特点 

本次上线的 120 门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是首批建设成果的正式亮相，全部

都是在原国家精品课基础上升级改造后的课程，涵盖了理学、工学、文学、法学、

经济学、教育学等 10 个学科门类，本科课程 84 门，高职高专课程 22 门，网络

教育课程 14 门，共享资源总数达到 31985 条。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

湖北等 21 个省、市、自治区的 78 所高校，1456 位教师参与建设，其中不乏国



家工程院院士、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主讲的课程。上线课程以量大面广的

高校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重点，不仅有课程全程教学录像，

还包括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或演示文稿、重点难点指导、作业、

参考资料目录等教与学活动必需的基本资源。 

同时，作为课程展示和学习平台的“爱课程”网也进行了全面升级改版，更

加注重发挥互联网学习的优势，充分考虑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和中国大学资源共

享课的不同特点，设计了兼顾良好视觉体验和用户体验的课程展示模板，融入了

微博、论坛、群组等，增加了学友圈、学习笔记、互动答疑、开放课堂等全新的

教学功能，并且以课程为核心构建在线学习社区，支持多种终端访问，并与“211

工程”公共服务体系项目之一的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CALIS）互联互通，

开通了 CALIS统一认证的学习用户便捷进入数字图书馆系统，随时对拥有版权的

电子教材进行在线阅读。“爱课程”网正在逐步成为集优质课程资源展示和学习

的我国在线教育平台。 

五、下一步中国大学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与共享计划 

1.继续高质量完成原国家精品课程转型升级建设任务 

首批课程上线后，今年还会有近 1000 门课程陆续上线。同时，继续开展国

家、省、校三级原精品课程转型升级工作，从中遴选 2000 余门优质课程，在爱

课程网共享。 

2. 探索和开发新型的资源共享课 

组织专家研究、分析当今流行的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程）模式，并结合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教学需求，结合课

程自身属性，探索建设多种新型的资源共享课，在满足不同教学需要、不同学习

需求方面积极探索，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方式方

面打造“精品”，以适应我国现阶段以及未来教育发展的需要。 

3.大力推进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的共享与应用 

对已上线课程持续更新，鼓励师生和社会学习者参与网上互动，推动上线课

程在爱课程网的广泛共享和应用；推动共享课与校内课程教学相结合，在教育教

学质量提升上见成效；对上线课程进行持续建设和深度开发，尤其是拓展资源，



逐步形成系统完整、资源丰富、体验感强的数字化课程，不断满足高等学校和社

会学习者的多样化需求。 

4.不断完善课程共享系统 

在现有建设成果基础上，深入研究国内外先进课程平台技术，搭建国家层面

高水平网络教育技术平台，加快网上开放课程资源建设，充分利用资源共享课丰

富的资源，为学习者提供更多服务。 

5. 积极探索建立在线教育管理制度 

要加强适应学习者个性化学习需求的网上在线教育学籍、学习证书、学分、

学位等方面的政策研究和制度设计，探索建立适应终身教育体系要求的在线教育

管理制度。 



本科教育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主持人 学校 

1 医学微生物学 庄辉、彭宜红 北京大学 

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郑  莉 清华大学 

3 物流学 汝宜红 北京交通大学 

4 交通规划 邵春福 北京交通大学 

5 大学计算机基础 王移芝 北京交通大学 

6 信号与系统 陈后金 北京交通大学 

7 数字逻辑与系统 侯建军 北京交通大学 

8 化工原理 丁忠伟 北京化工大学 

9 家畜繁殖学 朱士恩 中国农业大学 

10 国际贸易（学） 赵春明 北京师范大学 

11 金融学 李  健 中央财经大学 

12 理论力学 王  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3 编译原理 蒋宗礼 北京工业大学 

14 音乐美学基本问题 王次炤 中央音乐学院 

15 大学语文 陈洪 南开大学 

16 国际经济学 佟家栋 南开大学 

17 基础工业工程 刘洪伟 天津大学 

18 物理化学 周亚平 天津大学 

19 无机化学及实验 孟长功 大连理工大学 

20 有机化学及实验 高占先 大连理工大学 

21 物理学—力学 张汉壮 吉林大学 

22 无机化学 宋天佑 吉林大学 

23 机械设计 宋宝玉 哈尔滨工业大学 

24 理论力学 孙  毅 哈尔滨工业大学 

25 卫星导航系统 赵  琳 哈尔滨工程大学 

26 大学物理 顾  牡 同济大学 

27 普通化学 吴庆生 同济大学 

28 大学计算机基础 龚沛曾 同济大学 

29 数学实验 乐经良 上海交通大学 

30 理论力学 洪嘉振 上海交通大学 

31 综合英语 邹为诚 华东师范大学 



序号 课程名称 主持人 学校 

32 货币银行学 戴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 

33 英国文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34 大学英语 李霄翔 东南大学 

35 大学物理实验(工科) 钱  锋 东南大学 

36 大学物理 周雨青 东南大学 

37 水力学 赵振兴 河海大学 

38 食品工艺学 夏文水 江南大学 

39 植物学 强  胜 南京农业大学 

40 汽车拖拉机学 鲁植雄 南京农业大学 

41 饲料学 王  恬 南京农业大学 

42 眼科学 瞿  佳 温州医学院 

43 基础会计 沃  健 浙江财经学院 

44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梁昌勇 合肥工业大学 

45 电子商务概论 刘业政 合肥工业大学 

46 工程训练 朱华炳 合肥工业大学 

47 大学物理实验 霍剑青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8 金融投资学 胡金焱 山东大学 

49 物理学 刘建强 山东大学 

50 工程材料与机械制造基础（金工） 孙康宁 山东大学 

51 民法学 房绍坤 烟台大学 

5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丁俊萍 武汉大学 

53 西方文化概论 赵  林 武汉大学 

54 法理学 汪习根 武汉大学 

55 微生物学 陈向东 武汉大学 

56 财政学 刘京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7 投资学 张中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8 知识产权法学 吴汉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9 民法学 陈小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60 市场营销学 汤定娜、万后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61 外国新闻传播史 张  昆 华中科技大学 

62 发酵工程 余龙江 华中科技大学 

63 材料工程基础 谢峻林 武汉理工大学 

64 兽医内科学 郭定宗 华中农业大学 

65 纺织材料学 徐卫林 武汉纺织大学 

66 智能控制 蔡自兴 中南大学 

67 神经病学 肖  波 中南大学 

68 国际私法 蒋新苗 湖南师范大学 

69 传感器与测试技术 叶湘滨 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序号 课程名称 主持人 学校 

70 计算机体系结构 王志英 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71 信息论与编码基础 雷  菁 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72 随机信号分析与处理 罗鹏飞 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73 信息资源共享 程焕文 中山大学 

74 建筑设计基础 何镜堂 华南理工大学 

75 财务学原理 熊  剑 暨南大学 

76 农业机械学 杨  洲 华南农业大学 

77 教学设计原理与方法 谢幼如 华南师范大学 

78 植物生理学 李  玲 华南师范大学 

79 法医物证学 侯一平 四川大学 

80 线性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黄廷祝 电子科技大学 

81 数控技术 梅雪松 西安交通大学 

82 计算机程序设计 冯博琴 西安交通大学 

83 电路 罗先觉 西安交通大学 

84 电力电子技术 刘进军 西安交通大学 

 

高职教育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主持人 学校 

1 会计岗位综合实训 孙万军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2 仓储作业管理 薛  威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3 高等数学 侯风波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4 会计基础 赵丽生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5 管理学基础 单凤儒 渤海大学 

6 汽车舒适与安全系统检修 李春明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7 发动机电控系统检修课程 康国初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8 电子商务概论 宋文官 上海商学院 

9 数控编程及零件加工 顾  京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0 混凝土结构施工 王军强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1 使用加工中心的零件加工 王志平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2 学前儿童游戏 杨  枫 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 

13 药物化学与工艺 李群力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1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王岳喜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5 财务会计 高丽萍 淄博职业学院 

16 外贸函电英语 贺雪娟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17 智能卡技术 毛丰江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8 电子产品制造工艺 陈粟宋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9 包装装潢设计与制作 沈卓娅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 应用写作 杨文丰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序号 课程名称 主持人 学校 

21 食品雕刻应用技术 梁  敏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22 砌体结构施工 胡兴福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网络教育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主持人 学校 

1 财政学 刘  怡 北京大学 

2 企业物流管理 赵启兰 北京交通大学 

3 经济学 张  嫚 东北财经大学 

4 幼儿园课程 朱家雄 华东师范大学 

5 现代教育技术 张妙华 华南师范大学 

6 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 陈泽宇 上海交通大学 

7 管理学原理 张  霜 西南科技大学 

8 人体寄生虫学 薛长贵 郑州大学 

9 石油地质基础 朱筱敏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0 有机化学 姜翠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1 多媒体技术应用 许宏丽 北京交通大学 

12 中国古代文学 郭  丹 福建师范大学 

13 统计学 李洁明 复旦大学 

14 动物生物学 张耀光 西南大学 

  



为了更好地适应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和共享的需要，在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成

功上线运行一年半后，高等教育出版社承建的“爱课程”网，结合当前国内外开

放课程发展趋势，研究、分析技术要素和教学、学习需求，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

全面提升网站的功能和用户体验，以全新的面貌和更丰富的内容改版上线。改版

后的“爱课程”网紧密结合课程本身和教学实际需求，以形成资源建设、课程个

性化服务提供、数字化教学活动开展的生态链为核心，更加注重发挥互联网学习

的优势，从单一的课程展示平台全面扩展为能够满足在线学习需求的大规模在线

教育平台。 

一、“爱课程”网改版后的主要亮点 

1.优质课程及资源的大规模扩容。“爱课程”网自 2011 年 11月 9 日上线以

来，已经陆续开放 266 门 1964讲“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供公众共享，本次“中

国大学资源共享课”首批上线即达到 120门之多，共享资源总数达到 31985条，

为学习者提供了充足的在线学习资源。同时，网站性能的整体优化使其负荷能力

和响应能力大幅提升，带给用户更稳定、更快捷的使用体验，为“十二五”期间

建设并共享 1000门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5000 门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的长期目

标提供了稳定的技术支持。 

2.更为友好的网站界面。本次改版上线充分考虑了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和中

国大学资源共享课各自的特点，分别设计了兼顾良好视觉体验和用户体验的课程

展示模板，更符合学习者的学习规律及使用习惯，使用户浏览课程的脉络更加清

晰；网站首页布局也经过了重新规划，将全站各频道的精华内容加以集中展示。 

3.构建了以课程为核心，融合学友圈、学习笔记、互动答疑、开放课堂等

全新功能和应用的在线学习社区，这也是本次改版实现的核心功能之一。为了

满足广大学习者深入学习和互动交流的需求，新版“爱课程”网融合了国内外主

流在线教育平台的经验和本土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同时融入微博、论坛、群组等

web2.0 的基础元素，开发了呈现真实的课堂情境、同时具备良好互动性的在线



学习社区。学习社区涵盖本站提供的视频公开课和资源共享课，学习者可以在学

习的全过程中参与在线答疑、记笔记、资料上传共享等多种学习活动，管理个人

学习进度，统筹规划实现个人学习目标；网站也为教师团队提供了内容丰富、使

用便捷的课程展示工具，搭建高效的在线学习环境，教师可以随时管理、更新所

授课程的内容，实时对学习者的问题进行在线解答，在线组织教学活动，教师与

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便捷、充分的互动交流。

通过平台在学习过程中收集到的数据反馈，可以使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动

向。 

4.支持多种终端访问，完美支持移动终端。用户不仅可以利用电脑接入，也

可以使用手机、平板电脑随时随地学习网站课程、参与网站互动，彻底打破学习

过程中时间、空间、上网环境的限制，为用户的碎片化学习扫除障碍。 

5.与 211 工程项目之一的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CALIS）互联互通。开

通了 CALIS 统一认证的用户学习课程的过程中，可便捷进入数字图书馆系统，随

时对拥有版权的电子教材进行在线阅读；同时，也将逐步实现从数字图书馆参考

资料到“爱课程”网的访问和学习。 

二、新版“爱课程”网的相关服务介绍 

1.为课程建设团队和高校在“爱课程”网设立用户账户，实现课程建设团队

对各自课程进行管理、更新和开展教学活动，并在技术上进行协助和支持，保障

上线的课程向高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共享开放和持续建设，并采取积极、有效的

传播手段，促进本共享课拓展资源的传播、运行。 

2.为了给用户提供统一、高质量的资源服务，我们根据资源建设标准和呈现

模式，实现对课程资源的收集、整理、拆分、标注、编目、格式转换等工作，并

通过文档资源流式在线预览技术，为用户提供方便获取的课程各类资源，提高用

户的在线访问体验。 

3.对上线课程有关数据的系统化统计和分析，为课程建设者提供修改、完善

和更新的需求分析数据，并基于用户的使用行为，有效地对用户进行个性化的课

程主动推送服务。 

4.构建以“爱课程”网站为核心，以省级资源平台为依托，以校园端平台为



基础的国家、省、校三级资源服务体系，与省市课程、教学网站和学校校园网通

过有效的途径和方式进行对接和互通，实现校、省、国家三级开放课程的数据同

步和共享服务。 

5.为用户提供自主学习的个人空间，并通过网上课堂与学习社区，实现用户

间以及用户与课程建设团队的互动交流、答疑解惑和团队学习。 

6.按照知识产权保障协议约定，全面维护和保障上线课程的知识产权，并采

用有效的技术手段，保障课程建设团队的知识产权不受侵害。 

 

注：“爱课程”网为中国大学精品课程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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