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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云网络学习空间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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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平台应用受限的问题，设计并实现了基于云网络的学习空间．该学习空间
基于ＭＯＯＣ功能和资源管理功能，以开源的Ｓａｋａｉ平台为基础，使用 ＪａｖａＥＥ企业级开发平台，结合
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进行开发，实现了统一认证、平台应用／服务和数据存储３层架构对应的不同功能．试
用结果表明：云网络学习空间性能稳定，加强了教学互动、协作学习和资源共建共享，弥补了传统教

学平台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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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优质教

育、全民教育，以及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出现

成为当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信息化教学手段的
普及应用，利用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网络教学平台满足学校
信息化教学的要求，在高等教育中始终处于重要地

位．但早期信息系统多数没有实现集成和统一门户
认证［１］，形成了孤岛式的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教学平台，管理
维护成本的增加、平台结构功能的僵化，严重制约

了高校信息化教学的发展．随着数字化校园应用整
合，信息化教学手段更加丰富，资源建设逐渐开放、

共享和多元化，学习者参与教学的程度更加深入，

加上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社会节奏加快，个性化、

社会化学习需求旺盛等诸多因素，必须构建新的教

学平台以满足当前网络教学需求．
笔者通过对毕博、天空教室等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网络

教学平台调研，以及对主流的 Ｄｏｋｅｏｓ，Ｍｏｏｄｌｅ，Ｓａｋａｉ
和Ｃｌａｒｏｌｉｎｅ等开源代码实现的网络教学平台的比
较，分析了这些教学平台的实现技术、构建模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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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教学中的定位，总结了这些平台各自的不足

和优势，为设计实现云网络空间平台提供了理论基

础．本文拟结合原有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教学平台的应用情
况，参照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ＭＯＯＣ（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功能，以 Ｓａｋａ开源代码为基础，构建
一种全新的云网络学习空间，以期弥补传统教学平

台的不足．

１　云网络学习空间设计

ＭＯＯＣ是一种新的课程模式，其平台主要由课
程中心网络、虚拟教室工具、人际互动工具、课程资

源分享工具等组成．课程内容和学习者生成的内容
经过课程协调人整理后，通过 ＲＳＳ或课程日报邮件
等形式分享，具有汇聚、混合、转用、推动分享等基

本功能．学习者来自全球各地，信息来源、评价过
程、学习环境都是开放的，大量的学习者自组织、参

与课程建设．与传统的开放课程相比，ＭＯＯＣ体现了
开放性、易于使用、工具和资源多元化、自主学习、

协作学习、社会性建构的优势，有利于构建社会化

学习网络和知识的创造与分享．云空间的实现，是
以ＭＯＯＣ的功能和理念为依托，结合学校具体情
况，建立适合学校自身发展的云网络学习空间［２－４］．

云网络学习空间的设计，在充分考虑与学校数

字化校园统一认证的基础上，实现资源深度融合，

降低运行维护成本，预留扩展ＡＰＩ接口，满足未来资
源和用户发展的需求．结合 ＭＯＯＣ的理念，采用虚
拟技术搭建云平台空间，以实现数据集中管理、分

布应用、多维度权限管理和多级授权管理模式，实

现集中与分散管理的自由结合，结构上采用模块

化，实现各模块松散耦合．并与现有教务、学工等管
理系统通过数字化校园平台中心库集成，实现用户

统一实名认证，课程结构与人员结构自动由教务系

统抽取生成．采用统一认证、平台应用／服务、数据
存储３层架构设计，不同层次完成不同功能．云网络
学习空间的详细架构如图１所示．
１．１　统一认证

通过数字化校园数据交换平台实现信息门户

Ｐｏｒｔａｌ实名认证，完成系统单点登录；通过单点登
录，把网络教学空间部分数据融入数字化校园中心

库平台，以便与其他应用系统共享；通过交换中心

库从其他应用系统获取相应数据．
１．２　平台应用／服务

平台应用／服务层分网络学习区、网络生活区、
平台管理区等版块，各版块之间有不同的功能模

块，用以满足网络学习空间的不同需求．

图１　云网络学习空间的详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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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网络学习区　网络学习区基于开放思想设
计，是学习者完成学习过程的主要版块．该版块的
课程学习模块包括网上自学、答疑、讨论、测试、作

业等全过程，可满足学生自学过程中的全部需求，

并可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师生共同维护课程

资源和生生互批作业等功能，学生在网络学习过程

中的参与度更大，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５］．网
络实名认证和强大的日志管理功能，能跟踪分析每

个学生的上网行为，为考察学生平时成绩提供重要

依据．
协作学习区是通过建立项目驱动方式实现多

人同时协作完成一项工作的模块．在该模块中，组
内成员可以共享所有资料，使用项目需要的资源，

同时还可以共享私有资源，供其他组员有只读或更

大权限的控制，满足项目组协作的需求．
视频协作是一个特色功能模块，利用开源视频

组件 ＢｉｇＢｌｕｅＢｕｔｔｏｎ实现，主要功能包括语音、视频
讲课，桌面共享，在线文档的展示，如（ＰＰｔ，Ｗｏｒｄ，
ＰＤＦ等），还支持多国语言、文字交流，满足网上小
范围内的视频在线交流或讨论教学．

资源共享是网络空间具有知识管理功能的模

块，该模块具有云盘功能，不仅可以实现资源分类

管理、存储，而且可以实现资源有权限制共享或匿

名共享．用户可以上载自己的资源或把已有资源共
享到公共区，实现资源在云端建设，减少本地资源

维护．同时对学校来说，避免了资源建设的途径单
一，保证了知识更新的活跃度，实现了师生共建共

享的云平台资源库建设．
Ｖｉｋｉ也是知识积累的模块，这个模块实现 Ｖｉｋｉ

的所有功能，对于不同知识点，实现大家共建，形成

共享知识库．
１．２．２　网络生活区　网络生活区主要由博客、休闲
娱乐、社团活动、好友圈等模块组成，主要是以社区

化ＳＮＳ网络学习为主，学习者在这里可以找到志同
道合的科研兴趣小组，形成好友圈，分享娱乐资源，

聊天交流，分享博客等．此版块同样与资源平台相
融合，实现网络生活区的资源与网络学习区的资源

无缝对接．
１．２．３　平台管理区　平台管理区主要由统计分析、
课程建设、资源管理、人员管理等模块组成．其中统
计分析可以针对个人的网络行为进行统计分析，如

网络空间的使用情况、资源的访问情况、个人网络

空间的活跃度、个人访问记录和时长等，从而为更

好地建设和利用网络学习空间提供参考依据．
课程建设主要实现教师在网络空间开设课程，

通过与教务系统集成，以中间表的形式，每学期直

接从教务系统把课程信息表、教师信息表、学生信

息表、课程安排表等抽取过来，形成网络学习空间

的课程信息．与传统教学平台相比，教师无需申请，
根据开课提示便可直接激活课程，相应的教学班级

便直接进入该课程学习，实现了数据的自动传递，

简化了学习空间的使用手续，提高了使用效率．课
程抽取内容如图２所示．

图２　课程抽取内容

资源管理可以实现资源的消重建设，通过碎片

化的元资源分类梳理存储，实现资源有序化，遵循

资源的发展和使用规律，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再利

用．人员管理主要是系统管理员对全部人员权限、
分组的一个多级权限分配设置管理．实现多元化、
多级制的管理模式，便于系统集中与分散管理，使

整个管理趋于扁平化的简单模式，降低管理成本．
１．３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通过系统对碎片化的元数据进行梳

理并分类存储，简化维护，便于查询，使数据建设和

应用更规范，为将来利用大数据对教学资源进行挖

掘、应用、整合奠定了基础．为知识的再创造提供了
便利强大的云存储和处理能力，互备的安全策略，

为资源库的建立和稳定运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２　云网络学习空间实现

２．１　基础架构
学习空间云平台采用 ＶＭｗａｒｅｖＳｐｈｅｒｅ系统，使

用４路１０核ＣＰＵ与２５６ＧＢ内存的１０台 ＨＰ服务
器，存储使用２台ＤＥＬＬＰｏｗｅｒＶａｕｌｔＭＤ３６６０ｆ互为主
备，结合云计算提供的软件即服务Ｓａａ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ｓ
ａＳｅｒｖｉｃｅ）、平台即服务 ＰａａＳ（ＰｌａｒｔｆｏｒｍａｓａＳｅｒ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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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ｅ）、基础设施即服务 ＩａａＳ（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ｓａＳｅｒｖ
ｉｃｅ）３种服务模式，进行基础云的搭建［６］，云计算平

台将根据学习空间系统部署需求，通过资源池为学

习空间提供所需资源．云网络学习空间云平台部署
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３　云网络学习空间云平台部署结构

２．２　技术实现
网络学习空间以开源的 Ｓａｋａｉ平台为基础，使

用ＪａｖａＥＥ企业级开发，结合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开发，计
划从私有云向公有云演进，支持未来移动学习终端

和ＭＯＯＣ模式学习．
目前以私有云的架构进行开发部署，通过对

Ｓａｋａｉ平台进行改造，构建实现云网络空间基本模
型，通过数字化校园应用接口的开发，实现了统一

认证和教务管理系统的充分对接集成，并在郑州轻

工业学院投入试运行．平台实现了系统设计的基本
功能，教师直接开课，完成教学全过程；学生通过云

网络学习空间，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并实现

成绩与教务管理联动．
２．３　平台应用

基于云网络的学习空间在郑州轻工业学院试

用一个学期，性能稳定，已经有７０多门课程，５０００
多学生在线进行学习使用，累计资源量超过５Ｔ．从
使用的效果来看，加强了教学互动交流、协作学习和

资源共建共享，弥补了传统教学平台的不足，实现

了资源建设的多元化，实现了云端资源共建、共享

及云端学习模式，方便了师生对资源的利用管理，

已经成为郑州轻工业学院师生网上交流、学习、资

源维护管理的主要平台．

３　结语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基于云网络的学习空间．学
习空间基于ＭＯＯＣ功能和资源管理功能，以开源的
Ｓａｋａｉ平台为基础，使用 ＪａｖａＥＥ企业级开发平台，
结合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进行开发，实现了统一认证、平
台应用／服务和数据存储３层架构对应的不同功能．
云网络学习空间以ＭＯＯＣ功能为依托，辅以 ＳＮＳ社
区网络学习功能和统计分析评价功能，通过数字化

校园平台实名认证，达到了资源的共享与积累，使

用方便，维护成本低．学习空间灵活的学习模式和
丰富的学习内容，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学习网络，促

进了学习社会化，有效地改善了学生学习的认知水

平，提高了学生的实践、创新、协作能力，很好地适

应了目前高校信息化教学的需求，在郑州轻工业学

院的推广试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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