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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教培函 〔⒛15〕 24号

关于实施⒛15年上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

在线培训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

根据教育部 《关于公布 2015年上半年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

划的说明》(教高司函 E2015〕 5号 ),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

中心 (以 下简称
“
网培中心”)将于 2015年上半年推出 608门 在线培

训课程,供高校教师自主选择学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高校承担与所培训课程相同或相近教学任务的在职

教师,重点是中青年教师。

二、培训课程

在线培训课程以课程教学和教师发展为主要培训内容,以 学员自

主学习为主、专家在线指导为辅,引 导学员互相交流学习、分享教学

经验和教学成果。主讲教师由高校教学名师奖获奖者、国家精品开放

课程主持人和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等担任。在线培训课程目录见附

件一。

在线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视频学习。视频分为主视频课程和公开选修讲座视频资源。

2.培训活动。包括观看网络公益讲座、参与教学沙龙、进行专题



讨论、参与论坛交流、提交培训论文、点评学员论文和分享教学资源

等。

3.答疑交流。特聘教授负责在线答疑、教学辅导,为学员提供

辅助学习材料;助学教师负责组织、引导学员交流,组织教学活动,

推荐优秀作业等;课程班主任负责学员学习过程管理和教务咨询服

务。

三、参加培训

学员可通过使用学习卡和登录本校
“
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

两

种方式参加培训。

1.学 习 卡 ‘ 学 员 使 用 学 习 卡 登 录 网 培 中 心 网 站

(http://、 飞̌、、v.CllC t Cdtl Com)参 加培训。选择要参加在线培训的课程 ,

激活学习卡开始培训学习。每门在线培训课程的学习周期为 3个月。

2.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学员通过所在学校已安装的
“
院校教

师在线学习中心切
进行注册报名,遥择相关培训课程开展学习,可与

全国教师共同在线学习和交流。学习周期一般为 1年 ,具体时长以学

校规定为准。

“
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

是网培中心为高校开发的教师培训学

习平台,除嵌入学校购买的培训课程外,同 时提供学员免费学习的网

培公开课和公开选修讲座等资源,还可收看网络公益讲座,参与教学

沙龙并提供培训管理系统。学校选择以下一种方式组织培训:学员不

受学习课程门数及课程完整性限制,所有学习的课程学时数自动累

加,取得体现学时数 (上 限为 50学 时)的培训证书 (学 时版、或者 ,



学员完整全面地完成单门培训课程的学习,达到培训要求,获得体现

培训课程名称的培训证书 (课程版 )。

学校根据本校及教师培训的实际需要选择适合的培训方式。网培

中心免费为高校安装平台,培训课程需学校付费购买。

“
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

建设的具体要求详见附件二。

四、培训费用

1.“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
`学

校根据选取培训课程的数量 ,

以年度为单位缴纳培训费用,收费标准为:50门 在线课程 4万元/年 ,

110门 在线课程 8万元/年 ,全部在线课程 ⒛ 万元/年。

2.学 习卡。收费标准为每门在线课程 450元。

通过单位转账方式胸买
“
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

培训课程和学

t干 :=买后讠;仨 屑
=二

款 莳̈言
·

中注萌汇款人名称和
i在线

学习中心”
字样;购买学习卡,请在汇款

“
附言

”
中注明汇款人名称

和
“
在线培训

”
字样。也可到相应分中心通过 POs机支付购买。

通过个人缴费方式购买学习卡的,可选择在线支付、POs机支付

和银行汇款等。

收款单位名称: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北三环中路支行

啕艮彳亍贝长乓笋: 110060567018150057621

五、培训证书

学员参加在线培训,经考评合格后,颁发网培中心 “
高等学校

教师培训证书
”(电子证书 ),证书由学员在网上自助打印;被评为

“
优



秀学员
”
的,颁发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和高等教育司的

“
高等学校骨干

教师培训证书
”(纸质证书 )。

对达到培训要求并获得证书的学员,所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培训

的经历,记入相关档案,并作为教师职务评聘的参考依据之一。

六、联系方式

教师咨询电话:400-6699-8oo

敛信公众平台:“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蓑系丿、:寿饣   袤系
``宅

话: 01l△J8582624/138H520169

传真:01ll58582478   电子邮箱:zhengyangaellet.cdu,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号 A座 2层   邮编:1001⒛

网培中心备地分中心和各地区业务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可登录网

培中心网站查询。

附件一 ⒛15年上半年在线培训课程目录

附件二 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建设指南

教育部 训中心



附件一

⒛15年上半年在线培训课程目录

序号 ID号 培训课程 序号 ID号 培训课程

为师之逍与师德师风

l 607

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到生

命的点燃者 (甘德安、马知

恩、郑曙光 )

2 359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吴文

虎、冯博琴、南国农等 )

3 449

高校教师师德素养与专业发

展 (班华、崔景贵、符惠明

等 )

4 488

青年教师成长系列———高校

青年教师师德修养 (张慕薄、

马知恩、冯博琴等 )

教师发展与综合素质提升

5 606

教学相长 为人师表——
教

师的修养及礼仪 (张奇伟、

王汉杰、徐莉 )

6 655
高校青年教师职业规划与健

康成长 (刘平青 )

7 695
国学与智慧人生 (韩 田鹿、

口淡、匿忭东等 )
8 613 |∶

∶;自

与人文修养提升 (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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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4 中国传统文化 (蒋述 申 ) 10 609

膏午教师的职业发展与路径

选择 (王建民、张斌贤、马知

恩 )

r
υ

教师素养与形象管理 (张奇

伟、刘庆龙等 )
12 350

高校教师专业成长与学术职

业规划 (孙亚玲、谢春萍、刘

尧等 )

^
υ

C
υ

教师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

(马知恩、王建民、徐莉等 )

14
0
乙

青年教师职业生涯规划与发

展 (沈红、刘尧、张贤科、李

尚志 )

〓b 394

青年教师成长系列一 高校

青年教师职业生涯规划与发

展 (刘平青 )

当代大学生特点与人才培养

16 Q
J 大学生心理健康 (赵丽琴 ) 17 614

大学生素质教育与高校文化

素质教育课建设 (彭林、董晓

萍、周耀群等 )

18 130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陈宁等 )

19 °

0
￡
υ

`
△

大学生学习指导 (屈林岩、陆

根书、张德江 )

5

青午教



⋯

20 442
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教育与教

学 (张久珍)

431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生涯规划

的教学与辅导(蔺桂瑞、管健、

彭萍 )

9
乙

9
乙

'
△

大学生创造性思维培育与创

新人才培养 (张慕薄、冯林、

宋宝萍等 )

Q
J

9
乙 396 大学生安全文化 (吴超 )

24 611

面向新时代的学生学习指导

及教学方式创新 (李芒、王

铭玉、傅钢善等 )

0
乙 603

大学生思维训练与创新能力

培养 (冯林、宋宝萍、苷德安

等 )

26 58座

大学生科研素质培养与论文

指导 (张伟刚、宋烽、马秀

荣〉

27 344
大学学习心理与教学互动(赵

丽琴、黄建榕、蒲晓蓉等 )

嚣 387
大孛卓趁教学系刃——大学

生孛习指导 (李丹青 )

⒛ 3gtl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董青春、

黄旯信、玎友取 )

30 2一
‘

c
t

大孛生创业基茁的教育教宇

(梅强、吴晓义、王建孚等 )

31 1⒛

苗佼币士研宄生导师培训 (理

工)(过增元、费维扬、高大

勇 )

9
乙Q

0 119

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培训

(文科 ) (余纪元、童庆炳、

张杰等 )

33 379
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培训(理

工)(张亚林、高虹、高岱等)

3u 3go

高校顸士研究生导师培训

(文科 ) (高岱、陈工、叶

志明等 )

Bo 弼

所究生培养与科研、论文指导

〈理工) (李元杰、张贤科、

赵醒村 )

36 347

研究生培养与科研 、论文指

导 (文科 ) (刘复兴、高宝

、∠)

37 364
高校教学改革与创新人才培

养 (李克东、马知恩等 )

课堂教学方法与教学能力提开

38
高校教师压力管理与教学技

能提升 (李伟、邢红军 )
39 610

提高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能力

的有效策略 (赵振宇、宋峰、

李芒等 )

40 309
高校教师教学艺术 (文科 )

(顾沛、周旺生、李子奈等 )

41 475

大学卓越教学系列——课堂

教学的技术与艺术 (赵伶俐、

李静〉

0
乙

'
△ 635

教学方法与教学艺术 (文科 )

(周游 )

0
0

'
△ 410

关注学生,关注课堂 (赵丽琴、

马万华、李芒等 )

44
'
△

r
υ 能力导向的大学有效课堂教 45

冖
‘

夕
υ

ε
υ 高校教师必备教学技能与案

6



学 (余文森、方元山) 例研讨 (邢红军 )

46 518

营造兴趣课堂,实现魅力教

学 (赵丽琴、张雁云、盛群

力等 )

`
△ 124

高校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与实

践 (文科)(邬大光、姚梅林、

潘立生等 )

48
9
乙

高校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与

实践 (理工) (邬大光、黄

耒怀等 )

49 6
0
乙彳

△

大学卓越教学系列— —大学

教学法 (韩映雄 )

50 506

教学与科研互动:教师教学

能力养成 (马陆亭、郑曙光

等 )

464

大学卓越教学系列— —学习

心理及其教学实践应用 (王铭

玉、伍新春、蔺桂瑞 )

9
乙 l48

高校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与

创新 (文科 ) (谌卫军、黄

建榕、魏钧等 )

53 450

青年教师卓越教学能力的培

养与提升 (舒华、邹逢兴、石

鸥等 )

54 149

高校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与

创新 (理工) (范钦珊、谌

卫军、刘振天等 )

∩
ν

青年教师教学方法专题 (理

工)(龚沛曾、马知恩、李芒

等 )

三t|霁
昌
l丨|∶

l∶扩变 `璧

职业素养与教师发展系列

-教
学能力提开

彐 】 又Ι.又红俊 、
与于立辽支.∶ 李叉霞、△、豆Ξ0

沈敏荣等 )

58 491

青年教师成长系列——高校

青年教师素质培养与教学能

力提升 (李尚志、姚小玲、

刘宝存等 )

59 501
高校课堂教学理念与教学方

法 (张学政、熊永红等 )

60 355

高校教师教学方法与教学技

能 (孙亚玲、谢春萍、谭顶

良等 )

61
0
乙伫

υ

高校教师教学能力与专业素

养提升 (马知恩、孙亚玲、胡

卫平等 )

9
白

r
υ ,

`
°

0

海外高校教学方式与经验借

鉴 (徐延宇、宋峰、郑海荣 )

63 345
卓越人生一 从教之路大家

谈 (文刂尧、李尚志、马知恩等 )

64

精彩课堂一 国家级教学名

师谈教学 (马知恩、李尚志、

傅钢善等〉

教师科研能力提升

65
Q
0

￡
υ

新进教师教学能力与科研素

养提升 (理工) (万跃华、

张树永 )

66 634

新进教师教学能力与科研素

养提升 (文科)(王守仁、孙

艳红 )



r
υ l40

科研方法与项目申报 (文科 )

(曾天山、李建平、高宝立

等 )

68 471

科研方法论与高校教师科学

素养培育 (马陆亭、张伟刚、

赵醒村 )

69 141
科研方法与项目申报 (理工 )

(吕 静、陈清、赵醒村等 )

70 8一̀匚
υ

科研项目设计与申报 (理工 )

(刘平青、汤敏慧、王金发等 )

71 冖̀匚
υ

科研项目设计与申报 (文科 )

(曾天山、李建平、管健等 )

9
乙 631

学者人生与学术生涯——高

校师生科研能力提升通路(童

美松 )

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开

T3 634 峋∝ 理论与实战 (王跬清 ) 74 9’

J
'
△

教育技术学 (张剑平 )

一
ο

一
‘ 田

大致揖的应用、抚战与应对

秉涪 (Ⅱ邦昌、呆建平 )
了6 291

远程教育原理与技术 (黄荣

怀 )

‘ ‘ 犯
多垠忭技卡在高佼莰孛中的

庄用 (茅肓青Ⅱ豆拱文 )

△ 因
数字化教学方案设计与实施

(遣焰、王竹立 )

m m1△ 妯
{高饺萤乃 多退忤潭侍钧忄技

釜浸再 素乏 t

浞埂课渥与多媒体课件制作

(汪青云、谒安全 )

网络环境下的学习变革及教

学适应 (焦建利 )

微课的设计、开发与应用 (汪

琼、焦建利、魏民)

信息技术与高校课程教学深

度融合 (王珠珠、李克东、

谢幼如等 )

教师信息素养与技术促进教

学创新 (谢幼如、南国农、夏

洪文等 )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刘清

堂、赵呈领 )

教师身心健康与心理调适

职业素养与教师发展系列

——高校教师身心健康指导

(王楚怀、秦鉴、国智丹、

肖莉华等 )

压力管理与心理健康 (蔺桂

瑞、彭德华 )

轰享忆袁学尝原乏设与信悬

化教学 (李志国、罗蓉 )

敌育技术菊助教学的方法及

案妫 (焦建刊、息幼如、赵

∴毳华等 )

在续开敌课T· 的毫设与应目

(季志民、汪琼、焦建利 )

慕误药E念与实苡蚕索‘张剑

平、李威仪、于歆杰 )

信息化教孛理念与方法 (道

焰、王竹立、茅育青等 )

i现代教育技术在高校教学中

的应用 (何克抗、李克东、谢

幼如等 )



94 575

职业素养与教师发展系列

——教师嗓音训练及保健

(彭莉佳 )

95 608

高校青年教师的时间管理与

压力纾解 (刘破资、蔺桂瑞、

国智丹 )

96 343
高校教师的心理调适 (谭顶

良、胡佩诚、彭德华 )

教师教育通识课程

n
, 676 高等教育心理学〈伍新春 )

n
ν 696

教学创新策略与方法指导 (余

胜泉、李芒等 )

99 698
教师的沟通艺术 (姚小玲、

管健等 )
100 489

青年教师成长系列——心理

学在高校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姚梅林、赵丽琴、刘儒德等 )

101 381
教与学的理解及应用 (李芒、

孙建荣、别敦荣 )

∩
υ 131

心理学在高校教学过程中的

应用 (姚梅林、吴庆麟、庞维

国等 )

n
υ ο

ν 教育学 (但武刚、罗祖兵 ) 104 154 中国教育史 (张传燧 )

n
υ 冖r°

o 教育学原理 (阮成武 ) 106 206 教学设计 (皮连生)

高校教学质量、效果的评价与

1σ i⒉91故 学理论与没十 r盛群力) |lm  atxl l提升 (刘撮天、李瑾耄、跨垠

109 179 教育心理冫 (刘儒德 ) 110 ”
△

教卣见习与实习指导 (周跃

良)

l11 303

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设计

(文科 ) (李志民、焦建利、

杨开城 )

112 348
高校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庄

秀丽、赵建华、钟晓流等〉

304

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设计

(理工) (李志民、李元杰、

钟晓流等 )

ll4 593
课程教学的埋论与实践 (陈时

见、王牧华 )

115 361
高等教育教学理念创新与提

升 (傅钢善、彭林、雷庆等 )

116 409
高校有效教学及实施策略 (姚

梅林、刘儒德、孙建荣等 )

117
0
乙

高校新入职教师的教学适应

性培训 (刘宝存、林崇德、

叶志明)

l18 358
高等教育教与学的心理 (彭德

华、赵丽琴、黄建榕等 )

119 459

高校新进教师素质培养与教

学能力提升 (理工) (张慕

薄、姚小玲、熊永红等 )

120 377

高校新入职教师的教学实践

技能培训 (张斌贤、金盛华、

姚小玲等 )

121 413 高校新入职教师的课堂教学
0
乙 458 高校新进教师素质培养与教



能力培训 (马知恩、张征、

洪成文等 )

学能力提升 (文科)(张慕薄、

姚小玲、郑寅达等 )

政治学类、社会学类、哲学类课程

123 172 中国政治思想史 (葛荃 ) 124 185 比较政治制度 (谭融 )

0
乙 324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浦兴祖 ) 126 293 社会学研究方法 (徐晓军)

0
乙 发展政治学 (杨龙 ) 128 2T9 形式逻辑 (毕富生 )

129 ε
υ 社会学概论 (王思斌)   ∴130 茭o 逻辑学 (何向东等 )

经济学类课程

131 68 西方经济学 (刘骏民)    B2  Tl  产业经济学 (王俊豪 )

133
9
∠

一
J 徵夏经济学 (定东9     l⒊   Ⅱ: 宏观经济学 (叶航 )

l药 计量经莎学

匡瞪 莎学

毳是叠莎学

玟后空严孛

李子奈 ∷

夤春媛 丿

其寿

tη 、≡::

工程经济 (周礼、李正卫、虞
犭2 .唛

芬 )

31e 世界经济衽论 ‘胃申)

汾  丰匡迂代经凄灾 (马陵合 )

:k 三疫至F学 `叉豪姣、孙久文 )

143 30S
廴壬主文=丹≡F趸 七≡买

践 (臼 永秀 9

辽券投资学 〈扬售勇、

::胥:、 ::0:岸等 9

受吹詈趸 =遣 芒

÷匡经济支 王三毒 丿

高Ι

'鬏
仔言E 季忘珲

'

葛红
149 150 全憝投资学 (胡金焱 )

匡F投资学 |虍违勇等 )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建

设与教学辅导 (刘重力、范小

云、黄春媛等 )

153

国际金融学 (杨胜刚 )

全融工程学 (吴冲锋 ) 国际金融学 (范小云 )

货币银行学 (李健 ) 财政学 (张馨 )

投入产出分析 (刘起运 ) 财务学原理 (熊剑、樊莹 )

外贸单证操作 (章安平 ) 税务筹划 (盖地、罗斌元 )

金融学专业课程建设与教学

辅导 (李健、杨胜刚、范小

云等 )

国际结算 (陈岩 )

国际贸易 (杨盛标、刘文华 ) 国际贸易实务 (邹建华 )

国际保险 (刘玮 )

保险学 (王绪瑾、栾红、徐徐、

宁威 )

经济学类专业教学与科研 中国税收 (朱晓波 )



(佟家栋、李子奈 )

法学类课程

169 匚
υ

￡
υ 法理学 (姚建宗、李拥军 ) 170 64 民法学 (房绍坤 )

171 474 宪法学 (焦洪昌、姚国建等 )
°
乙 400 经济法 (郑曙光 )

173 65 刑法学 (孙国祥 ) 174 164 刑事诉讼法 (刘玫 )

175 161 国际法 (周忠海 ) 176 150 中国法制史 (张晋藩 )

177 169 知识产权法学 (魏纪林 ) 178 ￡
υ 商法学 (赵旭东 )

179 66 国际私法 (刘仁山) 180 646
劳动法 (常凯、陈布雷、李坤

刚 )

258 国际环境法 (林灿铃 )
9
乙 599

公司法学 (赵旭东、王涌、李

建伟)

教育学类、心理学类课程

°
°

’

J
°

0
彳
△ 学前教育学 (刘焱 ) 184 402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顾荣芳)

0
° 226 中学生心理辅导 (伍新春 ) 186 500 学前儿童游戏 (杨枫 )

187
9
乙

o
o

小学生认知与学习 (陈威、

陶钧 )

188 165 心理学研究方法 (方平 )

旧 ” 心珏学史 (叶浩生 ) 1go 扭 认啷 学 (弘置坦 )

h
Ⅱ

■

■
J
口

Π
l'

lg3! 2。 8 i看 tL心垣Ik夺 永鑫 ) 19娃 I66 心理测量 (戴海琦 )

∩
ν 155 心理统计学 (胡竹菁 ) 196 574

心理学专业课程建设与教学

辅导 (张亚旭、郭秀艳、方平

等 )

∩
ν

冖r9
J 心理咨询 (江光荣 ) 198 616

小学语文教学法 (王松泉、江

平 )

199
9
乙

0
o

ρ
υ

幼儿园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

施 (朱家雄 )

中国语言文学类课程

200 481 大学语文 (陈洪、李瑞山) 201 大学语文 (王步高 )

n
υ

9
乙 384 应用写作 (胡元德、冒志祥 ) 203 101 写作 (董小玉 )

204
`
△

古代汉语 (王宁 )
^
υ

9
乙 89 写作 (高职 ) (尹相如 )

206 古代汉语 (洪波 )
n
υ°

乙
〓b

语言学 (张先亮、聂志平、陈

青松 )

208 588 当代语言学 (陈保亚 ) 209 比较文学 (曹顺庆 )

210 60 文学理论 (陶东风 ) 211 239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先秦-

六朝 ) (郭丹 )

11



212 210 文书学 (倪丽娟 ) 213 162 西方文化概论 (赵林 )

214 284 秘书实务 (杨剑宇 ) 215 416
秘书学概论(杨剑宇、杨树森、

徐丽君 )

216
0
乙00

0

秘书公关与礼仪 (杨剑宇、

李玉梅、蒋苏苓 )

217 398 秘书实训 (杨剑宇)

218 143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与创新

人才培养 (王步高、骆玉明、

刘洪涛 )

21θ 642 文学写作教程 (刘海涛 )

0
9
乙

9
乙 674

现代汉语 (沈阳、郭锐、万

艺玲等 )
21 632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 (刘建军 )

0
乙

o
乙

0
‘ sss

对外汉语教孛 (李渌兴、簿

由 )
叼 os,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朱栋霖、

吴义勤 )

224 3讠
‘

o
乙 中国文孛批评史 (黄霹 ) ,,i 2I7 外国文学史 (刘洪涛 )

嗡 ,B 中国古代文孛史 (轱英售 ) ⒉ 10I 中国古代文孛史 (骆玉明)

,9jt 3nl 中国△书史 (污笠字 〉   Ⅱ
?η  仞 中国戏曲史 (孙书磊 )

⒛ 刃
LL铰文手与外国文学史

景尧 ,

(圣

外国语言文学类课程

Q
υ

9
乙 441 英语语音 (王桂珍 )

0
乙

9
0

0
乙 465

大学英语 (李霄翔、陈美华、

郭锋萍 )

933 驭 英语词汇学 (张维友 ) 234 286
综合英语 (邹为诚、梁晓冬、

林渭芳 )

23oi 583 高级英语 〈颜静兰 ) 236
9
∠

英语写作 (扬达复、黑玉琴、

胡小花、郭粉绒 )

237 一
‘

冖
犭4

高佼教师日语教学能力提升

(曹大峰 )

238 378 英汉口译 (任文、胡敏霞 )

239 衽33
高校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邹为诚、王海啸、王初明 )

240 5
9
乙彳

△ 基础日语 (蔡全胜 )

241 191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王守仁、

谢晓苑 )

0
乙彳

△
9
乙

0
乙

C
υ

质性研究方法在外语教学研

究中的应用 (林小英 )

243 638
英语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师科

研能力提升 (张莲、杨鲁新 )
244 649 英国文学史(曹进、张宝林等 )

245
夕
υ

翻译理论与实践 (王展鹏、

马会娟、刘士聪 )
246

o
0

r
υ

文献资料梳理与文献综述撰

写 (刘建达、吕剑涛 )

2在 7 688

外语教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

与 sPss运用-ˉ 问卷设计与

实验研究方法 (曾 用强、吕

剑涛 )

248 690

高校外语教师
“
行动研究

”
的

知行效:课堂 sty1e(夏纪梅、

徐浩 )

12



249 689

外语教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

与 sPss运用——数据统计与

分析方法 (曾用强、吕剑涛 )

新闻传播学类课程

250
广告学概论 (陈培爱、张金

海 )

251 茌76 新闻学 (张征、陈力丹 )

「
υ

9
白 275 数字传播技术应用 (彭兰 )

°

0 传播学 (胡正荣 )

254 456 中国新闻传播史 (李彬 ) 255 285 新闻采访写作 (张征)

256 209 外国新闻传播史 (张 昆) 257 218 品牌学 (赵琛 )

历史学类课程

258 630 考古学概论 (钱耀鹏 ) 259 史学概论 (庞卓恒 )

260 319
中国古代史 (赵毅、田广林、

李玉君 )

261 每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张同乐 )

0
乙冖b 334 世界古代史 (杨共乐 )

￡
υ

o
乙

9
乙一

‘
9
‘ 西方文明史 (陈永国)

264 581 二十世纪世界史 (郑寅达 )

数学类、统计学类课程

265
,
一 高等数学 (郭赁明 ) 266 193 高等代数 (张贤科 )

手逗二≡
=':iF·

r∷ 皮≡÷轰 苡积分·~沦墓·
,uJ、 土磊森、马

2og 48士

学 (林丽华 )

270
知恩 )

271 201 偏微分方程 (宁吴庆 )
°
乙 514

多元函数微积分学 (王绵森、

马知恩 )

9
0 508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李继

成 )

4冖r
0
乙 434 线性代数 (游宏 )

冖̀0
乙 686 解析几何 (EE维声 ) 276 冖̀9

乙

高等数学教学能力提升(李尚

志、郭镜明、乐经良)

277 507 抽象代数 (顾沛 ) 278 16 数学建模 (黄廷祝〉

279 18 经济数学 (吴传生 ) 280 19 数学分析 (陈纪修 )

0
乙

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 (李继

成 )

282 91 数理统计 (何书元 )

283 109
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 (朱道

元 )

284 386 实变函数论 (刘培德 )

°
°

n
口 数理方程 (李元杰 )

^
0

0
白 513

一元函数微积分学与无穷级

数 (马知恩、李换琴 )

o
o

9
乙 20 复变函数 (王绵森 ) 288 266 数值分析 (韩旭里 )



289 11 离散数学 (屈婉玲 ) 290 o
o 运筹学 (梅国平 )

291 17 概率与统计 (杨孝平 )
0
乙

9
乙 106 统计学导论 (李勇 )

n
u

9
乙 一

‘
°
°

统计学 (经济管理方向)(曾

五一、朱建平 )

294 510
高等数学 (非数学专业)教师

能力提升 (李承治、彭济根 )

∩
υ

9
乙 612

大学生数学思维的培养———

兼谈数学文化课教学 (顾沛 )

296 509
高等数学教师思维开拓 (徐宗

本、何书元、马知恩 )

物理学类课程

翌 |望 |叁宝物理 (高勋   |Ⅲ 朔 |大学物理 侉 元徊

299 30 大学物理实验 (霍剑青)   3∞   195 力学 (张汉壮 )

301 276 热学 (秦允豪 ) 302 999 光学 (蔡履中)

弼 ’g蛱 学 嘘 郓  奴 谰
|蝥亍

鲤 猕 蝙 L蹀

玑  Ι19 量子幼霆 :王芙君 )     ⒊t  12= 量子力学 (庄鹏飞 )

⒛
= 辽i,’  毛≡ 为学 扬传簦 ’     ⒛

=  =) 计算幼理 (彭芳谤 )

∞: Ⅱ J 圩霆号艺弋 旌丈宁    ∷∶  牟了 枣 方孛乏÷钧趸 (展文山 )

·̈   —  -—  ̈ — -⋯          一̄  丈孛匀趸 叉灾孛勃霆实验 (熊
乓i孛 妄后学

永红、金鬲钅 ,

基础化学 (陈恒武、杨宏孝、

高占先、张面丹 )

之工嘌≡ 贾≡义 ∫

大学化学 (强亮生 )

大学化学实垂 廴了:}
31了  2艹  雪暹忆学 吴天兰      ⒊:  23  分严亿孛叉实垂 -志广 )

∷:  Ⅱ  芎E忆学叉实圭 冒≡先丿  3D0  22 物霪化学 9罩慝「IK,

Ⅱ  Ⅲ 缃 嶂 咙 勖
 |扭

口
|帚套T隙

钩 弘 频 虱

计算机类课程

蜒 大学计算机基础 (龚沛曾)
Q
0 97 计算机应用基础 (刘艳丽 )

8
9
乙°

0 1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 (龚

沛曾)

329 8 C语言程序设计 (王宇颖 )

330 254 C‖程序设计 (钱能 )
Q
0

9
乙

'
△ 程序设计 (吴文虎 )

°

J 3 计算机网络 (冯博琴 ) 333 245 计算机网络技术 (施晓秋 )

334 418 计算机网络 (谢希仁、陈鸣 ) 335 2 数据库系统概论 (王珊 )

336 冖̀0
0

彳
△ 数据结构 (陈越 )

°

0
Q
0 9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李雁翎 )

14



338 数据结构 (耿国华 ) 339 5 计算机组成原理 (唐朔飞)

34O
n
υ 计算机系统结构 (张晨曦 ) 341 6 计算机操作系统 (刘乃琦 )

9
乙

彳
△

9
乙 计算机维修与维护 (丁强华 ) 343 99 网络操作系统 (卢勤 )

344 7 软件I程 (齐治昌) 345
o
乙 软件需求工程 (骆斌 )

346 编译原理 (蒋宗礼 )
彳
△ 151 汇编语言 (毛希平、曹忠升 )

348
0
乙 WEB技术导论 (郝兴伟 ) 3每 9

9
‘ 计算机安全 (韩臻 )

350 405
物联网概论 (田景熙、陈志

峰 )

240 微机接口技术 (邹逢兴 )

9
乙

9
J

ο
ν

计算思维与大学计算机课程

教学 (何钦铭,李波,王挺等 )

629 弘x/a程序设计 (翁恺 )

354 1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规范

与专业建设 (蒋宗礼,齐治

昌)

355 455
网络工程专业教学改革与应

用型人才培养 (施晓秋 )

356
C
υ

基于计算思维的大学计算机

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战德臣)

电子信息类、电气及自动化类课程

357 211 人工智能控制 (蔡 自兴 ) 358 匚
0

9
乙 系统仿真与 CAD(薛定宇 )

Ⅱ^ l:? 
聂宇蛋蛋处趸 抒菽壹 、  ’3m 3’ 1 丨

薮字电子妄弋 三连草

∶
=⊥

    ‘工 C

勇 )

362 ⊥ 孛 (屮 {义 岂 ,

Q
J

冖b 296 模拟电子线路基础 (傅丰林 )
364 617 sTC单片机技术 (王冠凌 )

365
淦
υ

电子信息类专业概论课程如

何教学 (黄载禄,闫连川 )

^
b6Q

J 694 ARM技术 (陈桂友 )

^
0

°

0 94 电路 (罗先觉 ) 368
9
乙

Q
J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概论 (李惠

军 )

369 88 高频电子线路 (曾兴雯 ) 370 93 数字逻辑与系统 (侯建军 )

371 121 自动控制原理 (程鹏 ) 372 152 信号与系统 (陈后金 )

°

0 128
半导体器件物理与实验 (孟

庆巨)

374 84 通信原理 (杨鸿文 )

375 113 电气I程基础 (尹项根 ) 376 电力电子技术 (王兆安 )

电机学 (罗应立〉 378
o
乙ο

υ
'
寸

工程应用型自动化专业课堂

教学设计与教学艺术 (韩九

强、张德江、陈桂友等 )

,
r l45

电气信息类专业教学与创新

人才培养 (王泽忠、雷银照、

戈宝军等 )

380 590

电子信息类专业基础实验教

学案例设计(陈后金、侯建军、

胡仁杰等 )

电⊥学 (史 仪凯

15



381 415

电子信息类专业课堂教学设

计与教学艺术 (华成英、陈

后金、侯建军等 )

机械类、材料类课程

0
乙o

o
0
o

0,
`

9
乙 机械原理 (葛文杰 ) 383  35 {机械设计 (吴鹿鸣 )

384 424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张世昌) 385  攵 ∵机械制造及实习 (傅水根 )

386 236 工程制图 (陆国栋 ) 3盯  Rl l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 (殷昌

贵、王兰美 )

388
7
‘0

0 机披零件常规加工 (何七荣 ) 3×g  2了: 汛技振动 (刘习军 )

3go 213 i汽车构遣 (罗永革、冯樱 ) 3⒐  二12 机床薮控技术 (游有鹏 )

迎 
~
¤

淑
PBL在枫电工程专业教学中

的立毛 Ⅱ王玉 )

是量孛 E芨 互 9

泗 
~
炳

汛铱匍图与建摸 (王冰 )

佥目讨钭咬形墓硭 (陈拂哓 )
9γ, 、,

{
¨

盗  ·̈  讨答各学与二≡軎甩 滠宣 9 3q了  Ⅱ∶
土末二程扌r,≡达墁、辛乏

碴

土木类 、力学类课程

姬  -艹  永责二≡学 ≡△三1    忐0e  Ⅰ4 混凝土结白 1淀蒲生、寥莎)|

399 33 土木工程概论 (叶志明) 400 181 流体力学 (丁祖荣 )

茌01 170 工程地质 (白 志勇 )
°
乙

n
υ饪 408 建筑外立面设计 (边颖 )

l   l                l   |建 筑设计基础(吴挂宁、许自羽3| 4听 i水I耄筑学 |金暹,     姬   姿o
力 )

刂 艹
叠亍

≡ 吼 堑 尔 仃

|删 材料力学 (张少实 )

±09 ⒛T i土力学 (李广信 ) 410
9
乙

o
° 结构力学 (朱慈勉 )

411 ^
0 理论力学 (洪嘉振 ) 412 178 水力学 (李玉柱、贺五洲 )

413 186 弹性力学 (王敏中、黄克服 ) 414 589 水力学 (王勤香 )

医学类课程

415 Q
0 生理学 (王庭槐 ) 416

0
° 病理学 (文继舫、李景和 )

417
^
υ

'
△ 组织学与解剖学 (段相林 ) 418 277 医学心理学 (胡佩诚 )

419
9
乙 护理学 (娄凤兰 ) 420 602

康复护理学(陈立典、陈锦秀、

刘芳 )

9
乙

`
△ 595 局部解剖学 (李振中)

Q
乙

9
乙

`
△ 298 基础药理学 (张庆柱 )

423 216 制药工程 (姚 日生 ) 424 315 药物化学 (雷小平 )

0
乙

'
△ 281 中药鉴定技术 (刘来正 ) 6

0
乙彳

△
仄
υ

0
0 医学类专业教学与科研(王金



发、喻荣彬等 )

彳
△ 368

信息技术在医学教学中的应

用 (王金发、王竹立等 )

0
乙

'
△ 248

医学类专业科研申报与科研

方法 (余章斌、喻荣彬 )

生命科学类、环境科学类、农学类课程

429 41砝

生物学科教学与科研方法

(刘恩山、张润志、张雁云

等 )

0
Q
υ

'
△ ο

°
9
乙 细胞生物学 (王金发 )

彳
△ 160 微生物学 (陈向东 )

`
△ 417 细胞工程 (柳俊 )

433
'
△ 普通动物学 (张雁云、宋杰 ) 434

n
口 普通生物学 (佟向军 )

彳
△ 341 动物生理学 (肖 向红 ) 436 90 动物生物学 (许崇任 )

彳
△ 436 植物生物学 (邵小明) 438 330 植物保护学 (叶恭银 )

439 °
乙

遗传学 (植物类 ) (石春海、

祝水金、柴明良等 )

440 遗传学 (乔守怡 )

屡41 215 分子生物学 (郑用琏 )
9
乙

'
△

`
△ 250 生态学 (邹建文 )

彳
△

'
△

o
乙ε

υ

`
△ 环境化学 (孙红文 ) 444 668 生态学 (曹凑贵 )

445 288 生物分离工程 (曹学君 ) 446 237 生物反应工程 (贾士儒 )

Ι47 202 墓因工程 (袁婺洲 ) 期
一
‘

一
0 生物化学 (扬荣熏 )

~ ∶
` ^L^^ˉ  <~i言 丿   | l0

管理学类课程

J

453 108 基础会计 (沃健 ) 454 40 中级财务会计 (杨有红 )

荃55 470 基础会计 (宋献中) 456 46 企业会计学 (赵惠芳 )

彳
△ 648 会计学基础 (陈艳 ) 458 650

中级财务会计 (张俊民、路国

平 )

459 300
高级财务会计 (刘峰、杨有

红、毛新述 )

460 48 管理会计 (吴大军)

461 49 财务分析 (张先治 )
`
υ

'
△

9
乙 财务报表分析 (张新民)

463 207 会计信息系统 (艾文国) 464 329 筹资实务 (楼土明)

465 412 资产评估 (刘东辉 )
r
υ

'
蚀 45 审计学 (陈汉文 )

厌
υ

彳
△ 41 管理学 (郑文全、李品媛 ) 468 47 项目管理学 (戚安邦 )

469 50 战略管理 (陈志军 ) 470 111 管理信息系统 (黄丽华 )

471
￡
υ

企业战略管理 (孟宪忠、谢

佩洪 )
472 652 管理学 (邢以群、鲁柏祥 )

彳

q 445 管理沟通学 (赵振宇) 474 370 决策理论与方法 (陶长琪 )

475 43 公司治理 (李维安 ) 476
9
乙 创业管理 (吴昌南、梅小安 )

彳
△ 371 运筹学 (管理) (戌晓霞 ) 478 Q

J
°
o 生产运作管理 (马士华 )

17

`L天
≡△ 农业碓厂学 (礼恿财 9



479 115 行政管理学 (陈瑞莲 ) 望80 亻
△ 组织行为学 (段万春 )

481 404 公共关系 (陈先红 )
°
°

彳
△ 3座 0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王建民)

483
n
υ 人力资源管理 (廖建桥 ) 484 薪酬管理 (王长城 )

碴85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章海

鸥 )

486    11o 市场营销学 (吕 一林 )

o
o

彳
△ 职务管理 (刘俊振 )

Tˉ
ˉ̄ˉ̄ˉ̄ˉ̄ˉ̄ˉ̄ˉ̄ˉ̄ˉ̄-ˉˉ̄ △̄̄ˉ̄ -̄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ˉˉ̄ˉ

15s
1Ⅱ

  3" 
营销风险管理 (张云起 )

489 219 营销策划 (朱美燕)     ÷Ι  lx  电子商务概论 (李琪 )

191 911∶ 网络营销实务 (方玲玉)   =辶  二5= 电子金融 (陈进 )

期
~
 
 蜕
 
~
 刂

电子肓务实务 (崇孚江 丿

乏子育务系复≡亏与
=≡

ˉ
=喜

`
至业方荒管霆 言禧纟

二 ˉ‘ tⅡ 企业资源规划实践 (陈冰 )

功菝信息技术与应用 (刘德

寻番实务 1瓦售智 )

1(ˇs 二 冫̈ Ι
ˉ̄

吾+

︱
l

l

J

彐

1
l
l

一

·
且
·

聂弋E麦二≡詈趸 乓ε最、

昱工
Il

一
’ ∷  篮啻学嘎老 导舅

化I企业管理实务 (梁清山 ) 物流管理 (Lr筱青、朱逍立 )

5∞ |“8 |物流学 (邬跃、张旭凤等) |。06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霍佳震、

邱灿华 )

≡玫营理专业课程建设与教

512| 5丁3 孛蓑导 (陈瑞莲、陈先红、胡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建设

与教学辅导 (廖建桥、王建

民、王长城等 )

会计学专业课程建设与教学

宥导 (杨有红、刘峰、陈汉文

等 )

电子商务专业课程建设与教

学辅导 (李琪、冯博琴、陈

德人等 )

市场营销学专业教学与创新

人才培养 (汤定娜、张云起、

蒋晶)

信息资源建设 (肖 希明)
标准化基础 (李丹青、顾兴全、

胡玉华 )

行政组织学 (视小宁 )

亠̂̌
_
一

~
`
〓

〓一

一_
匚一
_
_
~
一
`
 
`

一~
~
〓

^
~
^
一

一·〓

纤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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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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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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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啻.
 
 
 
 
 

兰
寸

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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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亠玎

手
二查 、寻文

市场谓查与顶是 `王僖章、周
JI

二≡营￡类专业教学与科研

乏文全、尤建新、汤定娜等 )

r
υ

案例教学法在工商管理专业

教学中的应用 (王化成、王

建民、潘立生等 )



体育学类、艺术学类课程

520 260 大学体育 (张威 )
0
乙 197 运动生理学 (刘洵 )

0
乙

9
乙

r
υ 大学体育 (邢登江 ) 196 运动心理学 (孙延林 )

524 478 体育与健康 (毛振明)
冖̀0

° 军事理论 (蔡仁照、李成安 )

526 401 设计概论 (陈汗青、李递宇 ) 228 设计素描 (周至禹)

528 匚
υ

'
△

音乐教学论 (陈玉丹 ) 529 388 西方音乐史(余志刚、周耀群 )

530 °
乙

o
o

彳
△

工业设计前沿发展与教学策

略 (何人可、柳冠中)

531 641
中外工艺美术史 (张夫也、尚

刚 )

532 147 美学 (王德胜、邹华 )
仄
υ 644

书写与书法教学与鉴赏 (欧阳

中石等 )

534 691
中国美术史论 (尹吉男、贺

ltl林 、李清泉、曹庆晖 )
535 246 动画影片制作 (屠曙光 )

^
0

∩
υ

冖0
外国美术史论 (李军、张敢、

沈语冰、邵亦杨 )

537 454
动画专业创作与教学 (Beclqy

Bristow、 李杰 )

538 479
数宇媒体艺术专业建设与教

学 (肖 永亮 )

539 280 图片摄影 (胡巍萍 )

应用型院校教学科研能力提升

圭△亏刂L-△言天≡亏
=亏 ==乓 △毳 △∷:'f :~

非、杨永林、邹为诚苷 )

等 )

)

o
乙

彳
△ 566

电子信息类专业规范与课程

改革 (鲍洁、桑林 )

543 504

医药卫生类专业教学改革与

课程建设 (高凤兰、罗跃娥、

胡颂恩等 )

54衽 495

电子商务及物流专业教学改

革与课程建设 (赵志群、薛

威、宋文官 )

545 494
制造类课程改革及资源建设

(宋放之、滕宏春 )

546 420

应用型院校教学管理工作与

创新 (余祖光、吴全全、裴

纯礼 )

547 469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

创新与教学方法改革 (廿德

安 )

548 498

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改

革与科研创新 (陈衍、戴士

弘 )

549 505

应用型院校师资培训管理者

能力提升 (郭建如、吴全全、

孙刚、伍新春 )

190
应用型院校课程建设与实践

(姚文兵、叶庆、刘彩琴等 )

551 618
应用型院校教学改革与教学

方法 (戴士弘 )

552
ε
υ

应用型院校教学改革的探索

与教育理念的国际视野 (托 553
∩
ν

职业教育教学研究与论文表

达 (陈衍、陈东等 )



马斯·胡格、孟庆国、夏建国)

554 659
应用型院校管理学课程教学

(单凤儒 )

一
o

一
0 636 数字电子技术 (王连英 )

556 660
应用型院校电路基础课程教

学 (赵会军、王和平 )
55T   677

应用型院校电子商务概论课

程教学 (宋文官、孟晔等 )

高校管理人员专题培训

8一
0

一
0 356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创新与实

践 (徐延宇、李健、沈贵眵

等 )

高校教学管理创新与实践(雷

呋、沈亚平、王伟廉等 )

一
u

一
0

一
0 l⒊

高佼莰孛登书工作实跋与乞        高佼教学管理人员管理能力

猁  241 新 赵±童、占硗东、王仁  9∶  含5 提丹 ‘张售汪、刘振天、甘德

弓等,                 安等 9

葺F=k事唁皂忆管霆二乍         葺饺莰学登弓葑季业能力发
爻

~
·

扛烹逼 、二雪 襄 爰复 辶、歹云、叉竹永等 )

吾Ⅰ 1事 詈趸二≡袁匚大 爰

亏三△, 泛
=可

、
=∴

污 、

张奇伟 )

高校人事管理干部绩效考核

专鼋培训 (马陆亭、李永瑞、

王长狡等
`

膏t:莰雪趸 |、 呈营趸乏t
,̄~斤 泛σ干、=廷东、丰天

山等 )

高校精品课程建设与实践 (本

科)(罔杰、汪疼、喑国拣等 |

9·x
敦学营Ek天 芰 △提 二

行永、
=遣

渭等

网络公开课

56g 519 演讲与口才 (姚小玲 ) 570 52O |现 代礼仪 .衰 涤=
571

^
°

艺术概论 (王一川 ) 572 冖
0

0
乙 财务管理学 (王 化吱

Q
0 现代控制I程 (王万良) 574 524 数字信 号处理 (彭启琮 )

575
9
乙

9
乙匚

υ 线性代数 (李尚志 ) 576 匚

J

无机化学 (宋天佑、徐家宁、

孟长功 )

57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专业建

设与创新人才培养 (蒋宗礼、

高林、陈道蓄、董昔文 )

8冖̀匚
υ 528

高校教师教学艺术(理工×顾

沛、邹逢兴、吴鹿鸣、郑用琏 )

网培公开选修讲座

579 529 课件及其制作技巧 (裴纯礼 ) 580 530
青年教师的职业病与常见病

的预防及保健 (李洪兹 )



581 Q
0

导师,你应该教给学生什么

(叶志明)

0
乙

0
° 532

让课堂充满激情、智慧和欢乐

一 谈教学方法与教学艺术

(张学政 )

583
0
0

大学课堂教学方法与艺术

(李芒 )

584 534
教师身心健康与压力管理 (刘

破资 )

585 Q
0

怎样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学

教师 (马知恩 )

586 536
课堂教学中的沟通技巧(赵振

宇〉

氵
‘

o
°

当代大学生心理特点及教育

策略 (赵丽琴 )

588 538
教师应该读点儿文学史(韩田

鹿 )

589 539
人格与国性———大学生素质

教育的两大主题 (彭林 )

590 540
大学生喜爱什么样的老师(郑

曙光 )

591 541
用礼仪打造教师魅力形象

(袁涤非 )

°
乙

∩
ν

匚
υ

0
乙彳

△5
教师形象设计与公共礼仪(徐

莉 )

Q
0

n
ν 543 如何讲好一门课 (姚小玲 ) 594 544

和谐交往从心理沟通开始(蔺

桂瑞 )

595 545
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与

策咯 (张斌贤 )

596 546
如何指导学生做科研 (陈跃

雪 )

大孚萤△雷要学点
‘
汪程 上 艹t乓亩女育矸宠受量上艹为

5=了   :-= :i:    5:=
l亡

ˉ

=ˉ
袁孛七

ˉ
 ⒌羲荣 冫   l   l国 家战珞 (曾 天山丿

599 549 把教学当作一门艺术 (顾沛 ) 600 550
如何在各类科研基金课题申

报中取得成功 (赵醒村 )

601 551 教学法与教学策略 (孙建荣 )
9
乙

n
υ

r
υ

9
乙匚

υ

如何保持高校教师的心理健

康 (胡佩诚 )

603 0
0

r
υ

如何支撑学生有效建立适合

自己的大学学习模式 (李丹

青 )

604 554
教学论的核心理念及其应用

操作的基本程序 (皮连生)

605
E
υ

教学相长与为人师表 (王汉

杰 )

606 8
0
乙

r
υ

儒家人生哲学与教师修养(张

奇伟 )

607 匚
υ

高校科研创新与制度保障

(马陆亭 )

608 558
史学经典与人文修养 (瞿林

东 )



冂

附件二

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建设指南

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是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以

下简称
“
网培中心”)利用信息技术整合优质教学资源,满足高校个

性化需求,服务教师专业发展的建设项目,内容包括教师发展在线学

习平台、培训课程和培训管理系统。浣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由高校提

出培训课程建设需求,网培中心支持建设,形戊独立命名的网站,用

于本校教师的报名逸课和参Ⅱ,并通过与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平台

(hⅡ,//-.eIletedu~com)的 互联,实现不受时同、地点和参训人

数限制的在线培训、资源共享和互动交流等功能。平台建设程序和具

体要求如下:

一、冂荮技术条仵

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的在线学习平台和培训管理系统技术开

发由网培中心统一负责,高校需提供以下条仵支持 :

1.教师参训环境具备可以访问互联网条件,保证 Ⅲ 以上的网络

出口带宽。

2,保证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网站访问不受限制。为保证培

训视频流畅播放,学校局域网需对培训中心网站 enetedu.∞m和 cDN

服务器 uphz。 com进行例外设置,保障带宽和访问端口不限;或对以

下 IP段进行例外设置:58.83.229.0、 61.155.147.0、 125.76.250.0、

202.205.2.0、  118.144.86.0、  210.82.57.0。



3.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网站由网培中心负责建设,学校需提供

用于显示在网站页首的学校 1ogo(校标和校名 )和形象宣传图片(800

×800像素 )。

二、选课指南

网培中心免费为学校安装统一的
“
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包

括教师发展在线学习平台、网培公开课、网培公开选修讲座、网络公

益讲座和培训管理系统等。非公开培训课程为有偿使用,选取参照以

下程序 :

1.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的培训课程由学校根据本校教师需求

和学科特点选取。选取范围包括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计划中
“
在线

培训课程
’
和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平台(htt肛 〃岘 c【1etedu.cm)

扌丁≡手瑁误程:误εf￡钅忌登录全匡高校教厅两珞宕))干 台查

询。

2.学校提交所选课程清单后,由 培训中心将所选课程列入院校教

师在线学习中心网站,供本校教师选课参训。

3,参训教师在学校选取的课程范围内,全年随时报名学习,每位

教师的选课数量和每门课程的参训教师的数量不受限制。

三、平台管理

1.学校师资培训管理部门确定一名管理员负责院校教师在线学

习中心的使用和管理。登录地址在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首页。管理

员从 1管 理登录】入口登录本校管理后台。院校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

码由网培中心提供。



2.本校教师在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注册学习有三种认证方式

可供选择。一是通过 IP授权的方式,即学员可以在院校教师在线学

习中心自由注册选课,激活课程必须在学校授权的 IP地址段 (校 园

网的公网 IP地址段 )内进行,激活课程后可以在任意场所学习 (推

荐此方式 )。 二是通过学校的管理账号导入指定学员名单、账号的方

式,即 由学校的管理者按照平台提供的模板导入指定学员名单,被导

入的学员账号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在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选课并激

活进行学习。三是学校相应的培训管理部门负责学员选课管理,学员

按珏学校相关妥求选择课程后,开始在线培训学习。

3~啶校管理员登录院铰管理平台,点击 【校本培训1— 1本校学

员学习统计1,即 可对本校学员的学习状态进行跟踪管理。具体功能

和使用方式可参见网培中心配发的平台使用手册。

田、合作建设

1.高校可进一步商谈提出个性化需求,利用平台开展校本在线

培训和教师发展活动,利 用培训管理系统管理本校教师非网培项目的

其他继续教育和教师发展成长档案。

2.学校可将本校校本培训资源上传至院校教师在线学习中心
,

同时可选择资源开放对象,如面向本校开放,网培中心提供相关技术

支持;如面向校外教师开放,可 与网培中心进一步洽谈合作方式。

3.对承担在线培训组织管理和服务学员工作的,网 培中心将支

付适当的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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