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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的使用 ①

臧开文
（郑州大学 西亚斯国际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１１５０）

摘　要：网络教学平台在教学信息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Ｓａｋａｉ（思开）网络教学平台是一款成熟的网络课程管理系

统，以所在学校使用思开网络平台的经验为基础，从“师”与“生”两个方面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促进 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

台的使用提出了建议，同时分析了Ｓａｋａｉ网络平台对双语教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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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自２００８年使用自己开发的“Ｅ校园”网络教学平台，２０１１年用 Ｓａｋａｉ（中
文多译为思开）网络教学平台取而代之。“网络教学平台是指具有组织、跟踪、评估、发送、呈现、管理学

习内容与学习活动，促进学习者之间交互等一系列功能的计算机网络系统。网络教学平台集成了网络

教学所需的各种应用子系统和工具，是开展网络教学活动的技术支撑。”［１］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最初是
由美国四所知名大学（密西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于２００４年推动建立的
开放的课程管理系统。目前，世界上有 ３５０多个教育机构采用 Ｓａｋａｉ作为自己的课程管理系统，安装
Ｓａｋａｉ产品的用户超过 ２０万［２］。而我校使用的是经复旦大学修正的中文Ｓａｋａｉ共享版。

１　网络教学平台功能的使用
我校使用的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的主要设计功能见表１。

表１　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功能表

功能模块 具体功能

课程设计与实施 建立课程网站、通知、日程表、教学大纲、课程、课件、资源、作业、在线考试等

协作学习与交流 邮件列表、聊天室、讨论区、维基、博客、投票、个人主页、信息中心、新闻等

学习评价与管理 反馈、成绩簿、平行班管理、投递箱等

站点管理 站点编辑、站点统计、个人工作区、角色与权限、花名册、邮件存档、外部链接等

由表１可知，Ｓａｋａｉ网络平台功能种类丰富，共有四大方面，且每个方面子功能众多。但在教学实践
中，教师们共使用了多少功能呢？笔者对来自英语、思想政治、法律、音乐、体育５个不同专业的５０位教
学一线的教师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见表２。

表２的调查结果表明，教师对网络教学平台功能的使用有一定局限，课程设计与实施模块以外的功
能大多数教师没有使用，原因是教师认为这些应用、实用性不够或是不懂得如何使用。此外，不同专业

的老师对课程设计与实施模块功能的使用与反映也不同：法学和思想政治专业的教师都认为利用Ｓａｋａｉ
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教学辅导、在线考试不但省时省力而且有利于教学的推进；音乐、体育专业的教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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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于其专业的特点无法在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教学辅导或在线测试；英语专业教师则认为由于
打字速度的限制，选择题便于网上测试、网上答疑，所以大学公共外语适宜使用 Ｓａｋａｉ网络平台；而语言
学这一类的专业课程，由于主观题较多，不宜使用网络教学平台。看来推行网络教学平台一定要注意各

专业特点。

学生是“受教”的主体，那么学生对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的使用感受如何呢？笔者在２０１４年５月针
对两个法学专业的２０１１级教学班（是和我校 Ｓａｋａｉ教学平台共同成长起来的一届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共收回有效问卷５４份，调查结果见表３。

表２　教师对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功能使用情况统计表

使用功能模块 使用教师的人数或比例 使用原因 不使用原因

课程设计与实施

１００％的老师使用过建立课程网站与上

传资源，３５％的老师使用过作业或在线

测试

一是教务处的要求，二是老师认为平

台便于学生做习题且减少作业批改量

协作学习与交流 ３０％的老师使用过讨论区 认为讨论区有助于师生交流 认为没有必要

学习评价与管理 ３５％的老师使用过成绩簿 将在线考试成绩通知学生 没有使用在线考试

站点管理
３０％的老师使用站点编辑与站点统计，

２０％的老师使用过花名册
可用花名册点名 没有必要

表３　学生对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使用感受情况统计表

问题 选择结果

您是否熟练掌握计算机 选择熟练掌握或基本的占６８％，选择一般熟练的占３２％

您使用过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

的哪些功能（多选）

选择使用过日程表、教学大纲、课程、课件、资源、作业的占１００％，选择使用过讨论区的占２４％，选

择使用过其他功能的占０％

您认为网络教学不普及的主

要原因是什么（多选）

选择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在平台开课的占４４％，选择自身对网络教学不感兴趣的占３３％，选择教

学平台不便于使用的占６６％，选择缺少相应的计算机设备和网络条件的占５４％

您认为网络教学平台对学习

有哪些好处（多选）

选择拉近了师生关系的占８３％，选择教师共享课件等学习资料、学生获取方便的占８７％，选择课

程作业栏目便于学生查看和完成作业的占４２％，选择拓展了师生交流渠道的占１６％，选择激发了

学习兴趣的占２４％

在大部分学生（６８％）表示自己有良好的计算机使用能力的前提之下，竟然全部学生都表示自己没
有使用过除“课程设计与实施”和“讨论区”之外的任何功能，而且也只有２４％的学生表示使用过“讨论
区”。这个结果和教师问卷调查是一致的，凸显出教师在网络教学平台中的引导作用。Ｓａｋａｉ的主要特
点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学习模式，因为学生可以利用 Ｓａｋａｉ平台提供的各种功能，结合教师提供的
学习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可只有１６％的学生表示“网络教学平台拓展了师生交流渠道”，从
中可以看出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的特点在教学中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２　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对双语教学的影响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各高校响应教育部开展双语教学的号召，纷纷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开设双语课程。

双语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具有使用外语学习和工作能力的人才。在我国高等教育领

域，双语教学主要是指使用英语和汉语进行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笔者从事双语教学多年，深知双语教学的难点在于学生的英语程度参差不齐。而为了照顾学生的

总体水平，教师往往是以中等程度学生的英语水平来进行推进，所以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课堂融入感

差，常进入“梦游状态”，跟不上进程的学生往往会对双语课程丧失兴趣。而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则可以
成为双语教学的利器：首先，Ｓａｋａｉ的讨论功能可以把答疑从课堂扩展到网络，通过学生提问、讨论能帮
助英语程度差的学生理解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带动他们融入教学之中，从而有效地解决由于语言能力不

足和时间不够带来的课堂上师生之间交流不足的问题。其次，教师也可通过讨论平台及时了解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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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反馈意见，在教学中做出改进。再次，教师可以将自己授课的音频或视频放在平台上供学生们复

习理解之用。同时教师还可根据课程特点，将一些生动的媒体素材上传到课程站点上，以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如讲授《英美法导论》时上传“欣克利刺杀里根案”的英文视频，讲授《国际商法》时可上传世

界贸易组织的官方英文简介。现阶段各学校开设的法学双语课程往往为法学进阶课程［３］，距离学生生

活较远，而媒体素材直观、形象，尤其视频素材有较强的真实感和感染力，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

助于学生融入课程。

３　结语
根据笔者的调查，大多数教师认同网络教学平台的功能和作用，但并没有积极性和动力使用 Ｓａｋａｉ

的全部功能。在Ｓａｋａｉ网络平台已经搭建起来的前提之下，教师的引导作用是促进学生使用Ｓａｋａｉ网络
教学平台的主要因素。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广使用网络教学平台，必须重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加大

对教师的培训力度。学生是网络教学平台的参与者，只有在学生主动参与之下网络平台的各种优势才

能体现出来，所以也应当加大对学生的培训力度，运用各种鼓励方式来激发学生参与网络平台的积极

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师和学生尝到在网络教学平台上教和学的“甜头”。

网络教学平台是教学网络化、信息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老师的教学热

情。它有利于营造“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平台，加快和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创新。虽然在网络教

学平台的使用中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而且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一个过程来进

行适应。但使用网络教学平台是大势所趋，实践证明，作为一款成熟、开源的网络教学平台，且已经有中

文版本的情况下，推广Ｓａｋａｉ网络教学平台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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