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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信息化是一个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变革进而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它不仅创建了技术丰
富的信息化学习环境，也为教育作者、学习者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虚拟学>&mdash;&mdash;社区
网络教学支撑平台就在这时应运而生。
作为网络教学支撑平台的一种，虚拟学习社区网络教学支撑平台按照网络教育中的不同角色，将虚拟
学习社区分为学生、教师和管理员3个子系统，通过向学习者和教师提供多种学与教工具，来支持学
习者和教师在网络中开展学与教的活动。
虚拟学习社区既具有人机系统的基本属性，又具有学习型组织的社会学属性。
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学习方式从传统的&ldquo;独学&rdquo;变为&ldquo;群学&rdquo;，学习结构
从&ldquo;封闭&rdquo;变为&ldquo;开放&rdquo;，并能使教学从&ldquo;知识传授&rdquo;转变为&ldquo;
知识建构&rdquo;，可以为培育新型学习文化提供了丰富养料。
目前，国际上已经产生了一些颇具影响的虚拟学习支持平台，并在全球发展了一定的用户群。
这些有一定影响的平台都开设了上百门课程，选课的学生均超过了5000人次，而且至少有10所大学或
公司在使用，其中一些平台也已经进入中国市场。
但是，大量的虚拟学习支持平台还只是大学实验室的产物，仍处于继续开发或&ldquo;beta&rdquo;测试
阶段，虚拟学习支持平台的发展仍需进一步的推广与不断深入的研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首都师范大学王陆教授的研究，才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基于共同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与王陆教授颇多切磋。
作为国家&ldquo;十五&rdquo;规划重点课题&ldquo;教育信息化的理论与实践模式&rdquo;项目专家组的
核心成员、教育部重点项目&ldquo;基于协同工作机制的智能协作学习支持系统&rdquo;和国家973计划
子项目&ldquo;数学机械化与教育技术&rdquo;等项目的课题负责人，王陆教授与其同事和研究生共同
建构起了面向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ldquo;首师大虚拟学习社区智能网络教学支撑平台&rdquo;，并
在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和北京市上百所中小学，以及广东和上海等地部分学校实际应用。
王陆教授等人开发的这个技术平台，具有三大主要功能，即课程开发功能、课程支持功能和教学管理
功能。
一般来说，网络教学支撑平台是通过为教师和学习者提供一系列支持工具来具体实现其课程支持功能
的，通常的支持X-具以各种网络交流2r_具为核心。
而这个平台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整合网络资源共享、多媒体信息展示、多组态通信
、智能信息处理等技术，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智能化学习平台。
因此，本平台除了具备一般网络教学支撑平台的常见功能外，还拥有智能化决策支持2T具、反思工具
和多种教学评价工具等更加独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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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虚拟学习社区智能网络教学支撑平台在教学与培训中的应用日益广泛，《虚拟学习社区原理与应
用》作者在多年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亲自开发大型网络教学支撑平台的实践经验，从原理与应用
两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虚拟学习社区的基本理论、实现技术和在教育领域的教学应用，主要包括虚拟
学习社区的基本概念、学习理论基础、系统组成、知识表示、学习模型、教师模型、学与教技术、学
生行为、教师行为和教学交往等内容。
《虚拟学习社区原理与应用》的读者对象包括教育技术类、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
生，从事教育信息化工作的软件工程师、教学系统设计人员和教育技术研究人员，以及希望开展网络
教学的大中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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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计算机技术现代计算机的历史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
一般认为，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是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的名为ENIAC（英文
全称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lsquo;and Computer）的计算机。
IBM公司于1952年开发的IBM701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成功的商用计算机。
以后，随着军用和民用需求的发展，工业化国家的一批公司企业也正式投入到计算机的研究和开发领
域中，此时是信息产业开始的标志。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在一个集成电路芯片上能够制造出的电子元件数已经突
破1000个数量级，这一进步使得人们在一个芯片上做出一台简单的计算机成为可能。
1971年Intel公司的第一个微处理器芯片4004诞生，这是第一个做在一个芯片上的计算机，实际上也是
计算机的最基本部分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缩写为CPU），它的诞生预示着计算机发展
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1976年苹果计算机公司成立，它在1977年推出的APPLE计算机是早期最成功的微型计算机。
这种计算机性能优良，价格便宜，时价只相当于一台高档家电。
这种情况第一次使计算机有可能走人小企业、商店、普通学校，走人家庭而成为个人生活用品。
计算机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开始从科学研究和大企业应用的象牙塔中走
了出来，逐渐演化成为普通百姓身边的普通工具。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计算机发展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阶段。
技术的进步导致计算机的性能飞速提高，与此同时，计算机的价格又大幅度降低。
在计算机领域有一条非常有名的定律，被称为&ldquo;莫尔定律&rdquo;。
该定律的内容是：同样价格的计算机核心部件，即计算机CPU的性能大约每18个月会提高一倍。
这个发展趋势已经延续了30多年。
技术的这种进步来源于CPU设计理论、方法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的飞速进步。
与此同时，计算机存储系统的容量也在飞速增加，加工成本正在迅速下降。
30多年来，单位容量的内存、外存价格下降的幅度与计算机价格下降幅度相当。
今天普通微型计算机的内、外存容量早已是IBM360一类大型计算机的成百上千倍。
计算机性能的迅速提高和价格的大幅下降，使得小规模的企业、商店，以至于个人和家庭也都能用得
起性能很高的计算机。
由于廉价的高性能计算机的问世，使得计算机的应用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迅
速发展，也就使得基于虚拟学习社区的建立和应用具有了相应的技术背景。
现在很多普通家庭都拥有个人计算机，这就使得更多的学习者有条件享受计算机及其技术支持下的信
息化学习。
而且，计算机专业人员开发出了易用的图形形式的人机界面和大量能够帮助普通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应
用程序，计算机的易用性和有用性也得到大幅提高。
由此可以看出，计算机硬件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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