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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育均衡背景下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乡村创新共享应用模式

王宁邦， 徐　 博

（云南师范大学 信息管理处，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 就教育发展情况而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省市县城与北上广地区相比是新的乡村，全国上下教育发展呈现分形模

式；随着互联网＋教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教育信息化为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综述了“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乡
村”共享的现状。 以云南为例，结合教育云信息化发展阶段性成果，提出互联网＋教育均衡背景下“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乡
村”创新共享应用模式，介绍了模式涉及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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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５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

出“互联网＋”行动计划。 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

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要求：“探
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 鼓励互联网企业与社会

教育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数字教育资源，提供网

络化教育服务。 鼓励学校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

服务平台，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
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云南省教育厅 ２０１８ 年

工作要点指出：加快发展民族教育，“推动教育资源

向边疆民族边远贫困地区倾斜”。 “加大力度实施

教育信息化试点示范项目，推进用信息技术改造传

统教学。 做好教育扶贫平台和扶贫数据库的建设应

用，在贫困地区组织实施 “一校带多校” （１＋Ｎ）模

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可见，以一流大学

建设、国家教育精准扶贫等主流行动倡议为契机，缩
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缩短本省与发达省

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短本省内部省市区之间的

差距），均衡发展教育质量，“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

“乡村”共享创新发展显得很有必要。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书记王永全在全省义务教育

网络建设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表示：“省政府印

发《云南省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意见》、《云南省义

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意见》，大力推进基础教育

信息化的发展”。 “以教育网络建设、应用为抓手，
整合、开发、利用教育资源和教育大数据，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供给，强化教育精准管理，推进个性化学

习，切实转变教育方式、学习方式和管理方式，实现

优质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赵德荣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中

提到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面临“硬件不硬，软件太

软”的工作难度，创新机制实现资源共享，需要“创
新优质教育资源培育机制，鼓励省内外优质教育资

源联合办学、集团化办学、连锁办学，快速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１　 互联网＋背景下“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

“乡村”创新共享应用研究现状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国内简称“慕课”，是基于课程和教

学讨论以及网络和移动智能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在

线课程形式［１］。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在大规模在线学

习平台上，开发面向民族地区的教育课程”的决定。
教育均衡［２］ 是指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学
生在受教育机会、受教育程度和未来可能的结果以

及性别、自我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兴趣意向等影响

因素之间的相对平衡。 对此可做阐释论述如下。
１．１　 ＭＯＯＣ 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研究现状

钱小龙［２］指出美国积极推进 ＭＯＯＣ 与中小学

教育整合，达到降低教学成本、改善教育公平、应对

教师短缺、实现个别化教学和促进学习交流作为整

合的主要目标。 赵晓清［３］ 分析了造成赤峰市基础

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的原因，提出运用慕课来共享

优质教育资源，缩小城乡差距，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促进赤峰市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尚亚丽［４］ 认为

ＭＯＯＣ 为解决城乡之间、地域之间、校际之间资源配

置均衡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

的分析、整合，提出新资源新模式 ＭＯＯＣ 以及开展

ＭＯＯＣ 的可行性分析、推进策略和推进路径。
１．２　 ＭＯＯＣ 与云计算在教育领域应用研究现状

崔贯勋［５］ 认为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为 ＭＯＯＣ
实施实践教学提供了可能。 孙青等人［６］ 探讨了当

前实验教学在 ＭＯＯＣ 环境中面临的问题和改革的

方法，提出以云计算为支撑进行开放式实验教学平

台建设的思路。 祁博［７］ 在分析 ＭＯＯＣ 课程模式的

基础上，研究 ＭＯＯＣ 对云学习环境构建产生的积极

影响，提出适用于 ＭＯＯＣ 模式的云学习环境框架建

设方案。 黄巨龙［８］ 借助 ＭＯＯＣ 相关理论和其它

ＭＯＯＣ 课程建设的经验，在云计算的支持下，提出

ＭＯＯＣ 平台建设的基本思路。
１．３　 “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乡村”共享在师资、

ＭＯＯＣ 等学习形式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

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实施

异地同步教学，实现优质教师资源高度共享是缩小

国内城乡优质教师资源差距的一条新的解决路径。
教育人才乡村共享方面主要是立足于如何培养、引
入人员到乡村、基层等实用研究，如《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方面的研究较多。 城市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已

有先例，吉林省以榆树市武龙中学为典型［９］，发起

了“吉林省乡村学校教育信息化支持行动”，开展了

以“互联网＋教育”摆脱农村学校发展困境、提高办

学质量的探索与实践。 伍丹［１０］ 认为采用探究讨论

式教学模式的城乡互动教学能充分利用各种学习资

源，整体效果优于基于讲授型教学模式的城乡互动

教学，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探究讨论式教学模式效

果显著。 讲授型和讨论型教学模式各有利弊，在尝

试了混合教学模式的研究后，还进一步结合了

ＭＯＯＣ 研 究， 代 表 性 的 有 牟 占 生 等 人［１１］ 的 以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展开的线上线下“数据结构与算法”教学，
但是还未见到应用于城乡优质资源共享上面的相关

研究。 伍丹［１０］、姚小珍［１２］ 认为网络教学平台可以

实现优质教师资源城乡共享，网络教学平台传递教

学内容具有局限性。 云计算为共享而生，城市教育

云与乡村共享方面还没有研究。 教育云相关研究方

面，兰孝臣等人［１３］认为国内研究主题多集中在云教

学理念等浅层次阶段，且学者缺乏明确的教育云研

究方向，国内外云计算及其教育应用的教育云服务

标准体系有待形成。 王玉丰［１４］ 分析了国内优质高

教资源共建共享的现实困境：基于 ＭＯＯＣ 模式的大

规模开放教育理念还不深入，资源“共建—共管—
共享—共赢”局面远未形成，资源共建仍需深化，资
源共享尚需落实，大量现实问题还需在具体实践中

予以破解。 综上可知，高等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也依

然面临一些正在寻求解决方案的综合性问题，特别

是在以边疆、少数民族为特色的地区，中小学教育资

源共建共享需求更大，而且情况更加复杂。
分析表明，“城市”优质教学资源的“乡村”共

享，在教育信息化技术、教学硬件、人才培养、异地同

步教学等方面表现出各自的长处与不足，总体上还

未推出一套系统、科学的平台机制，在理论研究方面

的建树居多，但实践的深层次研究还不多见。

３８第 ２ 期 王宁邦， 等： 互联网＋教育均衡背景下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乡村创新共享应用模式



２　 “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乡村”创新共享应

用模式

２．１　 模式提出

以云南为例，高校不仅拥有教育云等相对先进

的教育信息化软硬件基础，还配有完善的教师教育

的相关管理体制，如云南省教师教育联盟作为区域

教育力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相应高校的附中、附小

也汇集有重要的教师等优质教育资源，这些都是教

育精准扶贫地区缺少的资源。 当下的支教、送教下

乡、国培计划、高校附中、附小与地方的党建扶贫双

推进一对一帮扶等依然是教育精准扶贫以及促进教

育均衡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同时，随着互联网

＋教育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教育信息化力量为教育

精准扶贫发挥了强大支撑作用，互联网＋软硬件城

市与乡村共享也可以作为教育均衡的支撑内容和形

式，为巩固现有教育均衡发展、教育精准扶贫成果，
针对民族地区的现有资源优势提出基于互联网＋优
质教育资源的时空同步共享创新模式，简称时空共

享模式，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时空共享模式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２．２　 学习行为分析与平台研究

学习行为的发生依托传统的教学形式在平台中

具体实施，如图 ２ 所示。
２．３　 应用平台模式思路

模式思路基于 ＡＤＤＩＥ 模型：主要包含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设计（Ｄｅｓｉｇｎ）、开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应
用（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和评价（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模式思路如图 ３
所示。

1.备课。
2.按照备课内容进行过程同步互动课堂学习，

并录制学习视频。
3.根据录制的远程同步互动视频增加MOOC

学习要素，形成MOOC课堂的学习视频。
4.城市或乡村教师组织MOOC课堂学习。
5.学生自发进行课外自主学习。
6.组织学生进行2~5各种方式组合学习:全套

学习或是选择性进行某一种方法的学习。
7.对2~6的过程进行相关指标资料采集，进一步

反馈到2~6每一个过程，总结教学策略、远程同
步课堂、MOOC中小学课程设计的特点。

1.远程同步互动
课堂学习。

2.MOOC课堂学习。
3.课外自主学习、

在线考试等。
4.各种学习方式

结合。

提供学习支撑服务

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
乡村共享创新应用平台

1.各个高校私有云
计算平台联合进
行再次虚拟化。

2.根据需求分析开
发平台各子模块
应用系统。

学习活动设计

前段研究

学习类型分析
学习情景分析
学习需求分析

学习者分析

图 ２　 学习行为发生与平台的关系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３　 模式具体内容

３．１　 “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乡村”创新共享应用

平台

依托大学与大学之间、大学与精准扶贫地区优

质学习资源充分共享，凭借创新的教育教学方法以

及学生学习形式，以“‘城市’ ＋云计算＋互联网＋教
育＋‘乡村’”为创新思路，填充、完善城乡教育发展

分形模型一体化内容，在本省把教育发展切实做好、
做强教育信息化、将教育质量提高工作进行到底

（乡村）。 将现有“分形”模式在本省提高教育质量、
公平、减少资源分配不均衡等方面进行铺开、延伸、
扩大，依靠政策、制度、技术等生产力，将大学里面的

ＭＯＯＣ 发展到乡村去，把城市里面的优质教育教学

资源带到乡村去，覆盖到边少地区的义务教育、高等

教育、成人职业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中去。 平台依

靠互联网把城市优质资源：网络环境、软件硬件环

境、云计算环境、学生课堂教学、优质资源库等与乡

村之间的距离归零，乡村和城市教育对象共同拥有

强大的云计算环境、实时课堂、优质资源等。
３．２　 以 ＭＯＯＣ 为核心的“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

“乡村”创新共享模式

传统的 ＭＯＯＣ 平台主要包括视频播放系统和

在线测试系统，为了满足个性化、激励机制等的需

求，本文引入远程同步互动课堂、学习同伴互评、课
程数字徽章等机制。 远程同步互动课堂突破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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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空间限制，真正实现了学生线上与线下的结合、
教师职前与职后的互动，实现了跨地域优质教育资

源共享，实现了云师大中小学学生培养模式探索与

偏远山区学校学生培养实时共享；而且类似的混合

式学习模式现有的研究出现在利用“数据结构与算

法”课程，与城乡优质资源共享的研究还没有全面

付诸实施，以 ＭＯＯＣ 为代表的创新学习模式是优质

教学资源组织、开发、共享的载体形式。

整理互联网+教育、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乡村
共享、云上云计算、民族地区教育大数据学习
行为、MOOC等创新学习相关研究，初步构建

项目涉及内容的顶层设计

基于各高校云计算技术平台

进一步构建云上云计算平台

远程同步课堂开发、MOOC课堂资源设计、

配套资源设计

远程同步互动课堂进行应用

对平台涉及的MOOC学习平台进行应用

分析

文献研究 实地调研

平台架构 平台功能

设计

开发

课程资源 应用系统

远程同步互动课堂

MOOC学习平台

统一在线考试系统

优质资源管理模块

学习行为
大数据挖掘系统

全局平台
潜在待开发系统

评价

应用效果 研究报告
对平台进行分模块分析数据、得出阶段性实验结果及

其综合研究报告等

对平台涉及的优质资源管理模块进行应用

对平台涉及的学习行为大数据挖掘平台进行应用

对平台涉及的在线考试平台进行应用

对平台涉及的相关功能及其模块远程同步互动课堂
模块开发、MOOC学习平台、在线考试平台、优质资源
管理模块、学习行为大数据挖掘平台进行开发

对平台涉及的相关功能及其模块远程同步互动课堂
模块开发、MOOC学习平台、在线考试平台、优质资源

管理模块、学习行为大数据挖掘平台进行设计

以顶层设计为导向，以云南省各高校、德宏州梁河县
中小学为目标，进一步进行实地调研，并在过程中

逐步完善相关内容

在德宏州梁河县推广平台应用，建设好、使用好、
运行好，并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反馈，进一

步指导理论、完善平台

图 ３　 模式思路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ｍｏｄｅ

３．３　 主体框架

构建云上云数据中心，此中心是以云南师范大

学为代表的云南各兄弟高校云计算平台进一步虚拟

化作为存储的硬件基础结合模式，由此研发得到主

体框架如图 ４ 所示。 对此可做出解析分述如下。
３．３．１　 云上云“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乡村”共享

数据中心组建

推进“云上云”行动计划是本省为加快信息化

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而制定的系列发展计划，旨在

通过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布局和推进以

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互联网＋等为

基础的信息化发展进程，带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徐超超等人［１５］ 指出区域教育大数据中心是智

慧教育综合服务平台的核心模块，是各应用系统之

间的共享数据通道，是区域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战

略资源，是各种智能化教育应用的基础，可以有效解

决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信息孤岛

问题。 云上云“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乡村”共享

数据中心，多家云计算平台试图虚拟、打通、进而形

成更强大超云计算平台，实现在云与云之间、云到乡

村终端之间通过互联网联通，实现云与云之间的共

建共享、云＋云的更强更大、云和云的彼此灾备等，

５８第 ２ 期 王宁邦， 等： 互联网＋教育均衡背景下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乡村创新共享应用模式



实现教育精准扶贫的基础“硬件够硬，软件够硬”的
设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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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云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乡村共享数据中心
(云上云计算中心＼移动互联网中心及其接入口＼
异地灾备与恢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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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乡村”共享模式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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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以 ＭＯＯＣ 为代表的共享合力机制创新平台

设计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书记王永全在 ２０１７ 年全省

电化教育调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中小学校

要紧密结合课程和教学改革，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

的应用，加快教与学方式的转变，实施对教学结构、
教学过程、教学模式的流程再造，推广信息化环境中

的混合、翻转、高效、线上线下结合等教学模式的应

用，支撑大规模班级教学方式下的个性化学习，推进

和实施智慧教育”。 “建设教育大数据的整合、共
享、开发、应用环境，为教育管理和教育精准扶贫提

供支撑；主动与省“云上云”建设实现互联互通”，
“建成国家、省、州市等各级教育资源平台的互联互

通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本文提出远程同步

互动课堂、ＭＯＯＣ、混合的多维学习形式的合力共享

平台。 与此相关的主题要点详见如下。
　 　 （１）远程同步互动课堂模块：远程同步互动课

堂，主要是依靠网络让相距较远的两所学校，通过视

频音频实时传输，真正实现教学双向互动。
（２）ＭＯＯＣ 学习平台：集成学习社区、学生互

评、智能评测、个性化学习等功能为一体。
（３）在线考试平台：通过网络登录在线考试系

统，参加在线考试、在线调查、在线报名、在线练习

等。
（４）优质资源管理模块：管理平台所有资源的

更新、编辑、发布等。
（５）学习行为大数据挖掘平台：通过学生的学

习习惯等，利用学习推荐算法给学习者推送资源等。
远程同步互动课堂、ＭＯＯＣ 课堂模式、传统的师生面

对面课堂、考试测评等内容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文中

设计打造的 ＭＯＯＣ 共享模式进行解释，其模式架构

如图 ５ 所示。 模式各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１）教学前端行为分析。 对学习者、教师、学习

内容等、学习目标、学习测评行为等进行分析，是模

式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展开远程同步互动课堂、
ＭＯＯＣ 课堂、面对面课堂教学、在线网络考试等的基

础。 就城市、乡村教师资源而言，两边人员需要按照

共建共享的机制以及工作模式制定、提交后续展开

ＭＯＯＣ 模式的相关计划。
　 　 （２）学习活动设计。 城乡教师针对准备内容：
课题、教学目的、课型、课时、教学重点、教学难点、教
学方法、教学过程、作业处理、板书设计、教具、教学

反思等，按照学习活动涉及的流程完成教学活动。
远程同步互动课堂和 ＭＯＯＣ 课堂相辅相成，前者是

ＭＯＯＣ 教学资源的来源，后者 ＭＯＯＣ 课堂是对前者

的补充，乡村教师可以按照教学进度、依据实际情况

有选择性地启用有关环节。
（３）学习评价设计。 学习评价设计主要是针对

学习活动来补充追加的相应测试、作业等，用以加强

学习活动的效果。 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部分主要是作

为一种辅助性研发形式，可以通过追踪学生学习轨

迹，围绕学习资源个性化推荐算法等理论对优质教

学资源进行构建。

４　 关键技术及平台支撑

４．１　 云上云计算技术概述

陈康等人［１６］ 认为伴随着高速网络技术飞速前

进，云计算已然成为了大数据时代的研究热点。 云

计算拥有超强的数据处理能力、巨大的存储空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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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数据容错能力、更加方便的群组协作、操作系统

的相互兼容性等优势，教育领域可以把这些优点进

行合理利用，为教育技术的发展提供突破口［１７］。 云

计算技术架构如图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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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乡村”ＭＯＯＣ 共享创新模式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ＭＯＯＣ

软件即服务
SaaS

软件即服务
PaaS

基础设施
即服务
laaS

基础
设施

基础
服务

主机 存储 网络 其它硬件

虚拟化

访问控制 数据挖掘 ……

数据存储 计算服务 负载管理 备份

身份认证管理 服务总线 工作流

功能性
应用1

功能性
应用3

功能性
应用2

功能性
应用n

功能性
应用系统……

图 ６　 云计算技术架构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云上云计算是基于云计算之上的云计算，属于

云计算中的组合云范畴，云的基础设备设施有 ２ 个

或 ２ 个以上的更多的云，如包括私有、社区或公共云

的机构所有，该结构的特点可描述为：每个云在形式

上是独立的，通过一定的标准或专业技术方法将各

种云串联起来，云中的应用程序和数据信息可复制、
可共享，也可用来应对突发负载情况的处理。
４．２　 师资软硬件平台支撑

云南师范大学云计算平台是西南地区较大的私

有云计算平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自建立以来很好

地支撑了云南师范大学的教学、学习和科研工作。
ＶＭｗａｒｅ 云计算平台现状如下：虚拟化底层为高性能

８ 路浪潮服务器 １８ 台，ＮｅｔＡｐｐ 和 ＥＭＣ 存储，存储空

间 ５００ Ｔ，虚拟机 ４００ 余台，运行着校园门户、财务、
一卡通、门禁、教务、科研、资产、协同办公、学生管理

等全校各部门、各学院的多个业务系统，并建有同城

异地的容灾备份系统，对关键业务系统的数据进行

实时备份。 云南师范大学投资 ３０ 余万元，在梁河

一中建起了全州最先进的录播室，拥有同步互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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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远程教育软件，为远程同步互动教学、ＭＯＯＣ 教学

课程资源的制作提供了硬件、软件基础。 为进一步

拓展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云南师范大学结合梁河

县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携手爱心企业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推出教育精准扶贫

项目《梁河县教育信息化云平台建设》，梁河县教育

信息化云平台已经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上线使用，拥有数

字图书馆、中小学优质资源库、仿真试验室等应用。
教育信息化云平台在梁河县实施教育精准扶贫中发

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作用，助力全县中高考成绩实

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主要教育扶贫实践包括地州教

师到师大附中附小教师跟班学习、国培计划、远程同

步互动教学、教学方法论坛等。

５　 结束语

文章综述了“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与“乡村”共
享的研究现状，提出以高校云上云计算为支撑，以创

新 ＭＯＯＣ 应用为学习形式为载体，以远程实时同步

教学为手段，以实现城市与乡村的教育教学跨时空

共享为目的的互联网＋教育均衡背景下“城市”优质

教学资源“乡村”创新共享应用模式，给出了模式的

具体思路和内容，可以给教育均衡发展相关研究提

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１］ 武韡，张菁嵘，黄亚娴． 职业技术学院的 ＭＯＯＣ 建设模式研究

［Ｊ］ ． 计算机教育，２０１７（１）：２７－３０．

［２］ 钱小龙． ＭＯＯＣ 与中小学教育整合的目标与路径：美国的经验

［Ｊ］ ． 外国教育研究，２０１７，４４（６）：４１－５３．
［３］ 赵晓清． 基于慕课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以赤峰市为例

［Ｊ］ ．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２（２４）：２６５－２６８．
［４］ 尚亚丽． “互联网＋”时代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策略与

路径分析［Ｊ］ ．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６（１０）：１２４－１２６．
［５］ 崔贯勋．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 ＭＯＯＣ 实践教学平台［ Ｊ］ ． 实验室

研究与探索，２０１５，３４（８）：１１９－１２３，１５７．
［６］ 孙青，艾明晶，曹庆华． ＭＯＯＣ 环境下开放共享的实验教学研究

［Ｊ］ ． 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４，３１（８）：１９２－１９５，２１４．
［７］ 祁博． 基于 ＭＯＯＣ 的云学习环境研究［ Ｊ］ ． 计算机教育，２０１４

（９）：２６－２９．
［８］ 黄巨龙． 基于云计算的《应用文写作》ＭＯＯＣ 平台建设研究—以

中国高职教育为例［Ｊ］ ．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１１）：３９３－
３９５．

［９］刘忠民，王喆． “互联网＋教育”精准扶贫 助推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以吉林省武龙中学为例［Ｊ］ ． 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１６（８）：９８－
１０１．

［１０］伍丹． 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实现优质教师资源城乡共享研究—以

Ｄｅｌｐｈｉ ＩＰ５．０ 远程交互式教学平台为例［Ｄ］ ． 金华：浙江师范大

学，２００７．
［１１］牟占生，董博杰． 基于 ＭＯＯＣ 的混合式学习模式探究—以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平台为例［Ｊ］ ． 现代教育技术，２０１４，２４（５）：７３－８０．
［１２］姚小珍．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城乡互动教学效果研究［Ｄ］ ． 金

华：浙江师范大学，２００９．
［１３］兰孝臣，刘志勇，王伟，等． 国内教育云研究瞰览［ Ｊ］ ． 电化教育

研究，２０１４（２）：３８－４４．
［１４］王玉丰． 从 ＭＯＯＣ 兴起看我国优质高教资源共建共享的困境

与出路［Ｊ］ ．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３）：５５－５９．
［１５］徐超超，陈世超，赵鑫硕，等． 区域教育大数据中心平台建设探

讨［Ｊ］ ． 现代教育技术，２０１６，２６（１１）：５－１２．
［１６］陈康，郑纬民． 云计算：系统实例与研究现状［ Ｊ］ ． 软件学报，

２００９，２０（５）：１３３７－１３４８．
［１７］ 余滢． “互联网＋”环境下职业教育混合式学习方法应用研究

［Ｊ］ ． 现代经济信息，２０１７（１６）：３９２－３９３．

（上接第 ８１ 页）
　 　 根据实验结果可得，混合聚类后能获得更好的

定位结果。

４　 结束语

本文比较分析了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蚁群聚类和

ＤＢＳＣＡＮ 聚类三种聚类算法在室内定位系统中的应

用，根据在实际环境中采集的 Ｗｉ－Ｆｉ 接收信号强

度，通过 ３ 种聚类分析，再将分析结果代入基于 Ｗｉ－
Ｆｉ 的 ＳＶＭ 回归定位模型相结合获得的定位结果，比
较 ３ 种算法的定位精度。 参照单一聚类的结果，设
计提出了 ＤＢＳＣＡＮ 和 Ｋ－ｍｅａｎｓ 混合聚类与支持向

量机的回归模型相结合的定位模型，从实验数据看，

能获得更好的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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