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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0互联网
Z

1普及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与数字阅读相结合是必然的趋势%针对目前阅读教学中存在的

作业布置成本高*收发不便*查验难*不易保存等问题"设计开发了批注式课外阅读教学平台"为数字阅读教学提

供一套高效的作业布置方案%平台通过0互联网
Z

1实现作业的在线布置和批改"使作业的布置流程更短"内容

更自由"作业的查验更加准确*高效"解决了作业布置成本高*收发不便*难查验的问题'通过批注内容云端保存"

使阅读记录有迹可循"有据可循"解决了作业不易保存的问题%通过分析表明"该平台可以在使学生阅读量化*

可视化*形象化*直观化的同时"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

关键词!互联网
Z

'教学模式'阅读教学'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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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A

年版#4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

生的阅读实践(

"

)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手机阅读*线上学习等新兴数字化学习方式逐渐成为青少年

的主要学习方式之一%据3

#$"A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4"截至
#$"A

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近
M

亿

人"其中青少年占比
A$?%i

(

#

)

%在数字阅读方兴未艾的今天"数字阅读与教育相结合是必然趋势(

!

)

%但

目前初高中阅读教育仍以课堂和课外的书面阅读作业为主"传统的阅读教学存在着学生自主性低*课外

作业效果不佳的弊端(

M

)

%

批注式阅读是一种从内容*层次*思想情感*表现手法*语言特色等方面对文本进行理解和感悟"并将

自己思维轨迹用批注的形式记录的探究型阅读方式(

D

)

%作为一种以主动探究为核心的阅读方式"批注式

阅读能较好地在阅读中激发学生思维"展现学生个性(

&

)

%因此"将
O=bY

批注技术与数字阅读相结合(

A

)

用于辅助阅读教学"将是一种新型的*高效的阅读教学方法%随着数字阅读的发展"已经有许多批注工具

应运而生"但目前仍缺乏能提供线上批注工具的数字教学平台(

C

)

%因此"项目组以0互联网
Z

1教育理念

为支撑(

%

)

"设计开发了批注式课外阅读教学平台%

;

!

系统的必要性

项目组经调查发现"在实际教学中"由于每个人的阅读习惯不同"即使在规定批注格式的情况下"学

生提交的作业仍会出现格式多样*书写杂乱等问题"给教师批改造成困难"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对学

生而言"纸质阅读作业容易损坏或丢失"不易保存"且随着数量增加"厚度加大"难以装订成册又占空间"

常有做完就扔的现象发生'优秀作业可以起到示范带头作用"但纸质作业不便传阅"使优秀作业不便展

示'传统纸质阅读作业布置成本较高"对于高中阅读"一篇优秀文章的主体部分文字量在
!$$$

字左右"

同时为了方便学生批注"每行文字需留有较大行间距"由此"一个
!$

人班级一天阅读作业的纸张消耗量

约为
"#$

张
NM

纸"用纸量较大%

项目组针对如何利用0互联网
Z

1来辅助教师教学"解决课外阅读作业布置成本高*收发不便*查验

难*不易保存等问题"设计开发了批注式阅读教学平台%该平台将作业的布置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实现

了作业的无纸化和云端存储"同时利用工具规范了学生的批注格式"方便了教师的教学和核查"提高了效

率及教学质量%学生阅读作业有迹可循"规范统一"同时平台提供了优秀作业展示功能"优秀作业可供学

生随时阅读"起到示范作用"从而提高学生的作业质量%

=

!

系统设计

本平台为多终端互动型学习平台"并对
e1W

端及移动端进行了良好的适配%

e1W

端侧重于教

师阅读资料的发布及各功能模块的管理"移动端则侧重于学生对资料的阅读及批注"两个终端优势

互补%

=<;

!

作业流程

首先"教师创建班级构建教学环境"之后便可在班级中发布作业%学生加入班级后可在班级内完成

作业%教师在接收到学生提交的作业后批改打分"完成一次作业流程"如图
"

所示%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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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学生和教师两类用户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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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班级

班级是进行教学活动的必要环境%教师可在平台班级界面创建班级"之后可以在班级内完成作业*

讲义的发布和作业的批改等操作%相应地"学生在班级内可以完成作业"查看教师讲义和学生优秀作业%

此外"教师还能够对班级内的资料和人员进行管理"删除错误或过时的资料"针对班级人员的变动进行成

员的添加和移除(

"$

)

%

#?"?#

!

发布作业

创建班级后"教师可在指定班级中发布作业%作业的发布采用富文本编辑器"教师可以手动输入或

直接将互联网上优秀文章保留格式"一键发布"这大大缩短了作业的布置流程"提高了效率%此外"为了

提高学生的作业完成度"每篇作业可设置最少批注数%批注数未达标的作业"系统将不允许提交%教师

还可以设置作业的截止时间"超过截止时间后"作业将自动提交并归入已截止作业%

#?"?!

!

完成作业

学生在截止日期之前对教师发布的作业进行阅读并添加批注%用户选中文字"然后根据添加批注的

类型选择相应的批注按钮"在弹出框内输入批注内容%批注内容呈现在向右划出的侧边栏中"阅读正文

时隐藏"这样的设计保证了在移动端有限的屏幕上批注内容不会影响正文的阅读%平台将批注设为感想

式批注*点评式批注*赏析式批注和疑问式批注
M

类"分别对应
M

个批注按钮%

M

类批注在页面上的表现

形式分别为文字高亮*背景高亮*字体加粗和下划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学生批注的

格式"并方便教师批改%

#?"?M

!

批阅作业

教师接收到学生提交的作业后便可对作业进行查阅"确定完成后打分并书写评语%若作业完成度未

达教师要求"教师也可将其退回"同时附上修改意见%届时"平台将以通知的方式提醒学生重新完成作

业%作业的评分设
N

Z

*

N

*

L

*

T

*

F

五个等级"其中评分为
N

Z的作业会自动推送为优秀作业"可以起到示

范作用并激励学生%此外"平台在作业提交方面省去了传统作业统一收集再上交的过程%这意味着只要

有学生提交作业"教师即可利用空闲时间在手机开始批改"无需等所有人都上交或时间截止"这使教学工

作的开展更加灵活机动%

=<=

!

教学辅助

本平台还提供了教学辅助功能"教师和学生可以在平台首页自由阅读文章并添加批注"也可以创建

群组并在群组内分享资料"同时"讲义功能给教师分享上课讲义及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都带来了

便利%

#?#?"

!

自由阅读

平台为用户提供了自由阅读的空间"不再局限于课堂和作业%用户可以在平台上阅读自己感兴趣的

文章%此外"平台会根据用户注册时选择的文章类型喜好以及平时的阅读习惯"通过
UBH1,+7

算法及资

料聚类标签"智能筛选出用户可能喜欢的文章"并在首页推荐给用户"以提高用户的阅读兴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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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批注

阅读自己感兴趣的文章时必然会有自己的所思所感"平台同样提供了批注工具"方便用户在阅读时

随时为文章添加批注%批注的添加方式与作业批注相同"但相比作业批注"自由阅读批注还可在侧边栏

查看其他用户的批注%用户在阅读时能了解到其他用户的想法"享受思想交流带来的乐趣%

#?#?!

!

发布讲义

讲义的发布过程与作业发布类似"教师用户在班级中上传讲义后"可对其进行在线批注%同时"班级

中所有学生用户都可以阅读该讲义及批注内容"这方便了学生的预习和课后复习%

#?#?M

!

作业讲评

作业讲评是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平台将作业流程信息化的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更加便捷的

作业讲评方式%区别于单调的0听说1式讲评"教师可使用平台的作业讲评功能"在课堂上利用教师*学生

客户端内容同步显示技术或者屏幕投影的方式"对作业进行批注讲解"与学生共同解析作业"将讲评方式

提升为更具吸引力的0视听说1三位一体式讲评%此外"平台会自动将在作业批阅功能中被推送的优秀作

业纳入作业讲评素材"供教师在讲评时展示%对于没有被评为优秀但是具有代表性的作业"教师可手动

标记"将其纳入作业讲评素材库中%

#?#?D

!

创建群组

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可以在平台群组界面创建群组并邀请其他用户加入%群组可作为教师与学

生一对一辅导的空间%例如学生的作文批改"在群组内教师对学生的作文进行批注"通过批注准确*具

体*直观地给出修改意见"从而提高批改效率%

#?#?&

!

分享资料

群组还实现了用户间的资料共享"具有相同兴趣的用户可加入同一个群组%用户在群组内上传自己

喜欢的文章"通过批注分享自己的见解%同时"组内其他用户也可以添加自己的批注"分享自己的见解"

让不同的思想相互碰撞"达到0奇文共赏"疑义相析1的效果%

>

!

技术路线

><;

!

技术架构

基于
O=bY

批注的课外阅读教学平台支持多终端使用%平台前端采用
*̀,H1V(*UA

*

L((878*,

R

*

F(HA

和
2

g)1*

9

框架%移动端首页由卡片组成"并采用
2

g)1*

9

框架进行前端界面渲染"为复杂的
e1W

应用程序提供视图层驱动(

"#

)

%

e1W

端将
L((878*,

R

作为前端框架"可根据屏幕分辨率自动调整结构和大

小"以适应不同类型的客户端设备(

"!

)

%此外"

e1W

端调用了
GT0,*87

组件"采用
,

2

,I

轮询技术"定时向服

务端请求数据"用多样的图表实时多维度地显示复杂而庞大的平台数据"实现了前端后台之间的解耦合

以及功能的模块化(

"M

)

'平台服务端采用
=(H;,8

作为服务器"使用基于
',6,GG

的
:

R

*3+

4

Z:

R

*3+

4

b>TZ

O3W1*+,81

框架"这
!

种轻量级框架"使得系统代码可维护性*可扩展性大大增加"同时
',6,

语言的封装

性*多态性*继承性保证了系统的高效安全%服务端采用前后端分离设计模式"使数据与视图相互分离"

数据处理与前端显示分离"使得模块的独立性大大增加"极大提升了系统的局部性能*可拓展性和可维护

性"降低了维护成本"提高了开发的独立性与高效性(

"D

)

%

><=

!

核心技术

批注功能的实现使用
O=bY

批注技术"

,̂+

4

1

对象表示文档的连续范围区域"在所要选定的文本处

长按屏幕即可选定文本"系统将用户文本选择范围自动转化为
,̂+

4

1

对象"在用户选择批注类型后"系统

用定义好相应
T::

样式的
#

7

R

,+

$

标签将该
,̂+

4

1

对象包围起来"即显示批注效果(

"&

)

%批注的内容及

编号作为
#

7

R

,+

$

标签的属性存储"同时将当前批注用户
aF

*当前批注文章
aF

"批注所在段落号*在段中

开始位置*在段中结束位置*批注类型*批注内容*选中文字内容等信息存储到数据库"即可完成批注记录

的存储'当某用户再次阅读该篇文章时"系统会根据当前批注用户
aF

及批注文章
aF

在批注记录存储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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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遍历查询"若有匹配的批注记录"则根据批注所在段落号在段中开始及结束位置等对该文章进行

渲染"当需要查看具体批注内容时"根据批注
aF

通过
,

2

,I

技术异步调取相应的批注内容"即可完成批注

记录的查看%批注记录存储的设计表如表
"

所示%

表
;

!

批注记录存储表

G+.&*;

!

N++(8,83(+*1;(*<78(*,

4

18,W-1

字段名 类型 备注

3< 3+8

批注
aF

"主键

)71*

2

3< 3+8

批注用户
aF

R

,77,

4

1

2

3< 3+8

批注文章
aF

R

,*,

4

*,

R

0 3+8

批注所在段落号

78,*8 3+8

在段落中开始位置

1+< 3+8

在段落中结束位置

8

9R

1 3+8

批注类型

;(+81+8 81I8

批注内容

71-1;81< 81I8

选中文字内容

!!

推荐功能根据用户行为及阅读习惯"通过
UBH1,+7

算法和资料聚类标签为用户推荐其感兴趣的内

容%排行功能根据文章的点赞数*发布时间*批注人数*批注数进行加权计算"并对优秀的文章*批注进行

排序推送(

"A

)

%

E

!

结
!

语

基于0互联网
Z

1与批注式阅读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我们设计开发了批注式课外阅读教学平台"为目

前阅读教学中存在的作业布置成本高*收发不便*查验难*不易保存等问题提供了较为完善的解决方案%

本平台成果在
#$"C

年!第
""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中荣获二等奖且在成果展示会上得到了专家们

的一致好评"并有专家明确地表达了使用意愿"这证明该平台的设计理念确实符合了教师的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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