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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高等职业教育信息化过程中有"数据低质而重复#"系统零散而孤立#等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瓶颈问题$ \VI0

7DG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新途径!它能把缺乏关联性的资源进行整合!降低搜索成本等$ 从观念层面&技术层面和具

体操作层面!提出\VI0 7DG以实现高职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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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信息技术在高等职业教育中日趋广泛的运用#高等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内容开始从以基础设

施建设为重心转变为以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为重心& 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为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提供优质

的服务#提升教学质量和效率#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出现)数据低质而重复*)系统零散而

孤立*等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瓶颈问题&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4#$#$ 年$,提出!)加快职业

教育信息化建设#应适应职业教育多样化需求#共享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该文件中多次出现共享

一词#由此可见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的重要性& \VI0 7DG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新途径#它能把缺乏关

联性的资源进行整合#将用户需求数据匹配降低搜索成本& \VI0 7DG强调资源信息的开放#基于 JHHV

协议制定了统一的解析标准#为系统的学习交互带来可能& 因此#针对高职教育教学资源共享中出现的

问题#提出\VI0 7DG来实现高职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具有重要意义&

%5高职教育教学资源共享面临的问题

%*%5高职院校内部教育教学资源数据低质而重复

近年来#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资源的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教育教学资源的数量大步增长的基础

上#很多高职院校着重于收集尽可能多的教育教学资源#却没有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整理#常常出现资

源库等同于课程教案%教学录像%课件等简单的堆砌'%(

& 资源库很庞大#但存在数据质量不佳%数据冗

余等问题#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导致师生实际的使用率不高#降低师生使用的积极性#最终造成资源

浪费&

%*#5高职院校之间教育教学资源系统零散而孤立

目前#高职院校在开发教育教学资源系统时常出现采用的标准和规范不一致的情况#在资源库结

构%类型和属性等方面缺乏一致的标准#各校系统或平台无法直接交换和共享资源和信息'#(

#可称之为

)信息孤岛*现象#即传统系统在开发各个方面的紧耦合性使分散的系统一个个独立开来#造成资源的

重复建设和浪费#阻碍高职院校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同时#大量的教学资源分别存在于各大高校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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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里#它们相互之间彼此独立#从而造成资源的相互孤立并以零散的状态分布于网络中#获取资源

必须在各个网站中不断切换#增加了搜寻成本&

#5\VI0 7DG的主要内容

\VI0 7DG"\VI0 7VVA)/BH)(0 DE(XEBCC)0XG0HIELB/I$# 也称开放平台或开放 7DG#即为开放应用程序

接口#是指利用 ?\7D#9BdB?/E)VH等一系列技术来实现网站的互联'+(

& 它能够减少大量代码重复开发的

工作#减低开发成本#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VI0 7DG成为实现优质信息资源共享的新途径&

#*%5\VI0 7DG强调资源信息的整合

\VI0 7DG把网络中零散的%缺乏关联性的资源进行整合& 互联网信息时代#教学资源爆炸式增长&

多数资源有着某种联系#但是这些联系并没有按照关键字进行相互关联#用户在提取过程中#存在搜索

难度#同时出现重复提取#造成资源浪费& 通过\VI0 7DG的方式#可把不同网站中的资源进行整合#实

现新的应用\VI0 7DG对资源信息的整合'3(

#为资源提供了调用和访问接口#为资源共享提供可能& 此

外#也是对提供资源的用户的保护#它只是对有限数量和频度的访问& \VI0 7DG与传统的应用程序接

口相比更为灵活#为第三方提供资源信息%服务整合和集成的基础'+(

& 因此#通过\VI0 7DG将大量的未

经过整理的资源信息进行整理和重新组合#建立信息间的相互联系#更有利于信息的提取和使用#为资

源共享提供基础&

#*#5\VI0 7DG强调资源信息的开放

一方面#\VI0 7DG的突出特点就是 \VI0#即)开放*& 它指的是开放机会#开放资源的外部访问和

调用& 第一#开放角色边界#它不单是对资源或服务的开放#还是对7DG数据提供者%应用开发者和用户

三个角色边界的模糊化#促使三者开发和共享资源& 第二#开放不是全盘托出#开放的只是接口#是有限

数量和频度的获取#在开发接口的同时对资源提供者起到了保护作用& 另一方面#基于 JHHV 协议开发

作为应用开发的统一标准是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在该协议上#所使用的语言%采用的操作系统或

者应用的平台受到的限制并不多#为数据传输制定了统一的解析标准#为不同应用开发者异构系统的数

据交换带来可能& \VI0 7DG系统的开发是建立在JHHV协议开发的基础之上#其各种服务的请求是标准

的JHHV的请求#编码方式都是采用统一的编码方式#以分层松耦合的开发方式#以非侵入的方式对各层

进行开发#从而降低独立的各个层因变动而造成的影响&

+5基于\VI0 7DG的高职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启示

\VI0 7DG减少了教育教学数据重复采集和统计#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资源可通过相互之间的)开

放*#提供有限数量和频度的获取#建立教育教学系统数据联系#从而实现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

+*%5树立开放和共享的高职教育教学资源理念

\VI0 7DG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或优势即为)开放*#通过有限数量和频度#既保护提供者资源安全#

又是资源信息共享的策略和途径& 以往大量的教学资源分别存在于不同的教学资源库里#它们相互之

间彼此孤立并以零散的状态分布于网络中#阻碍了高职院校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一定程度上说#要解决

高职教育教学资源信息孤立的状态#需打破以往各自为营的思想束缚#掌握获取资源的主动权#明确获

取资源的途径和方法#建立相互联系的数据#进而院校之间无阻碍无界限地共享#在海量的资源信息中

互通有无#相互借鉴过程中成为实际的获益者& 高职院校必须冲破传统封闭的资源信息状态#树立开放

和共享的高职教育教学资源理念#建立资源共享的环境和氛围#营造高职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的新形态&

+*#5采用OU?]标准的高职教育教学资源\VI0 7DG设计

高职教育教学资源具有动态性%分布性%冗余与冲突和结构复杂的特点& 针对这些特点#高职教育

教学资源\VI0 7DG需要满足一定要求& 第一#\VI0 7DG服务的数据源结构复杂呈分布状#教育教学资

源数据需要相互关联& 第二#获取数据后#需要按照统一格式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封装& 第三#为保障教

育教学数据的安全#数据的访问采用授权访问机制& 在进行高职教育教学资源\VI0 7DG设计时可采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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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标准#即OU?]LNA@IK 7DG#一种使用J]]D并遵循OU?]原则的@IK 服务& OU?]服务紧密结合

\BNHQ认证协议#形成统一的开放认证标准& 因此#采用统一的OU?]开放标准#对高职教育教学资源数

据进行设计#不仅是实现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的重要手段#也是保护提供者资源安全的重要途径&

+*+5实现高职教育教学资源服务功能三模块

根据教育教学资源的特点#高职教育教学资源的\VI0 7DG服务应该包括!数据源管理模块%7DG接

口定义模块和访问授权模块& 首先#为解决海量的数据信息分布于不同的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业务系统

中这一现状#数据源管理模块可提供一个松耦合的数据连接方式#在保证聚合高职院校间分散的数据前

提下#也不阻碍因业务系统升级可能造成的 \VI0 7DG服务运行& 其次#以 OU?]方式处理数据请求的

7DG接口模块采用统一路由映射#在 hOG中设置 DEIL)̀区分 7DG版本#便于系统升级#也便于及时处理

和作出状态响应& 再次#为保障各大院校教育教学资源的安全性#只能对已经接入的客户端进行授权#

并对7DG访问请求进行安全验证& 高职教育教学资源服务功能的三模块#不仅是为了实现教育教学资

源的共享#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35结语

面对高等职业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数据低质而重复*)系统零散而孤立*等教育教学资源共

享瓶颈等问题#本文提出应从观念层面上树立开放和共享的高职教育教学资源理念#从技术层面上采用

OU?]标准的高职教育教学数据设计#从具体操作层面上实现高职教育教学资源服务功能三模块#以

\VI0 7DG作为实现和推动高职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的一条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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