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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电化教育馆，上海开放大学、北京奥鹏

远程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管珏琪、吴战杰、黄昌勤、钱冬明、许哲、岑敏敏、李一帆、薛建国、张世

明、魏志慧、梁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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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网络学习空间可以更好地为学习者提供终身学习、泛在学习、个性化学习体验，而评

估和监管网络学习空间质量是不断提升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水平的重要手段。建立网

络学习空间质量评价指标有助于动态监测和及时干预空间的建设与应用，提升基于网络学

习空间的教育教学应用效果。 

本文件旨在规范网络学习空间质量评价内容，指导网络学习空间开发者、学校管理者

和教师对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与应用，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网络学习空间的深度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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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学习空间质量评价内容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网络学习空间的质量评价指标。 

本文件为网络学习空间质量评价内容提供指导，适用于网络学习空间的开发、应用推

进及具体的教学应用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

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457 软件工程术语 

GB/T 21365—2008 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学习对象元数据 

GB/T 29831.1—2013  系统与软件功能性 第 1 部分: 指标体系 

CELTS—41.1 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 信息模型 

T/SLERA—202204 网络学习空间基础数据规范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教技函

〔2019〕55号） 

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管理办法（教技厅〔2019〕3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网络学习空间 online learning space 

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认定的，融资源、服务、数据为一体的网络学习场所。 

注：参考 T/SLERA—202203；本文件中的“空间”均指网络学习空间。  

 

个人空间 users learning space 

具有角色基本功能且可拓展的网络学习与工作场所，按用户类型分为教师空间、学生

空间、管理者空间等。 

注：参考 T/SLERA—202203。 

 

机构空间 organization learning space 

教育机构和学校机构下设置的空间，分为班组空间、学校空间、区域教育局空间及相

关功能。 

注：参考 T/SLERA—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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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quality 

网络学习空间的全部性质和特征，能表明空间建设目标与应用要求的达成情况。 

注：改编自 GB/T 29831.1—2013。 

 

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ex 

对被评价对象全部或部分特征的真实反映。 

4 指标框架 

网络学习空间质量的评价内容包括：空间特性、内容特性、使用特性三个方面，如图1

所示。 

 

图1 网络学习空间质量评价指标框架 

5 空间特性 

空间功能 

基本功能是所有空间建设与应用应达到的基本要求，覆盖教师、学生、家长、学校管

理者等个人角色，班组、学校、区域等机构，提供资源共享、教学支持、学习交互、决策

评估等基本服务 

升级功能是在达到基本功能要求之后具有的拓展性、可选择的功能。 

空间性能 

5.2.1空间可用性 

空间可用性是指空间在特定情境下使用时所具有的有效性、效率和用户主观感受，包

括空间有用性和空间易用性。 

空间有用性：空间支持的教育业务流程清晰合理、操作向导明确；空间界面元素、消

息、导航等的明确，操作一致；空间中交互设计明确、多元。 

空间易用性：空间用户手册或文档完整、易读、指导清晰，以及空间功能模块操作顺

畅、使用便捷。 

网络学习空间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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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空间兼容性 

网络学习空间能够稳定的在主流浏览器及常见操作系统、终端中运行；当出现兼容性

问题时，能提供相应插件解决问题。 

5.2.3空间开放性 

空间开放性是指空间具有的与第三方应用发生交换关系的能力，包括支持数据交换与

服务接入。 

5.2.3.1数据交换 

空间具备数据输出和接入能力，提供接口规范、数据规范，支持用户会话、应用信息、

认证类、基础数据、移动 APP 等开放接口。 

5.2.3.2服务接入 

空间提供服务（应用、平台）接口，支持各级、各类教育服务的接入。 

5.2.4空间安全性 

空间安全性是指网络学习空间能够正确运行并在授权范围内合法使用。 

5.2.4.1保密性 

空间具备权限使用询问，空间数据在存取过程中不被泄漏。 

5.2.4.2依从性 

空间的建设、应用依从于相关的条约、标准、法律法规。 

5.2.5空间运行能力 

规定条件下使用网络学习空间时，空间提供适当的响应时间、并发量、吞吐率、系统

资源使用的能力。 

6 内容特性 

空间资源 

6.1.1 空间基础类资源 

网络学习空间初始就提供的满足师生教与学需求的必要资源。 

6.1.1.1资源广度 

空间资源覆盖范围，门类齐全，涉及不同专业、学科；资源类型多样，包括但不仅限

于媒体素材、试题、课件、案例、文献资料、网络课程等。 

注：参考 CELTS—41.1。 

6.1.1.2 资源的正确性 

空间资源内容无科学性错误。 

6.1.1.3 资源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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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资源适用于特定学习情境下的学习者群体。 

6.1.1.4资源更新 

空间资源更新速度及时。 

6.1.1.5资源规范 

空间资源符合相关建设规范。 

注：资源规范参考 GB/T 21365—2008。 

6.1.2 空间生成性资源 

由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上传到空间中具有过程性、开放性和发展性的意义的资源。 

6.1.2.1独创性 

资源是由用户利用原创的素材或所非原创的素材制作而成的。 

6.1.2.2资源类型 

资源类型多样，包括但不仅限于媒体素材、课件、教学案例、网络课程等。 

注：参考 CELTS-41.1。 

6.1.2.3资源共享性 

资源可实现空间共享，并可根据用户权限定义共享范围。 

6.1.2.4资源示范性 

生成性资源被用户、机构认可后推选为优质资源。 

6.1.3 空间应用类资源 

空间提供可接入的应用来扩展空间功能。 

6.1.3.1应用合法性 

应用类资源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核，获得备案。 

注：参考 教技厅〔2019〕3 号、教技函〔2019〕55 号。 

6.1.3.2应用合规性 

空间中处理、操作应用类资源的流程规范。 

空间活动 

6.2.1 概述 

角色用户面向：教师、学生、管理者等。 

应用场景包括：课堂教学、学生学习、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管理与服务、学生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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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空间活动角色和场景 

角色 场景 活动 

教师 

个人空间 

课程教学 

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活动： 

⚫ 具有支持教师开展备课、授课、学习指导等日常教学活动； 

⚫ 具有支持教师组织实施自主、协作、探究等教学活动； 

⚫ 具有支持教师开展差异性和个性化教学与指导等活动。 

专业发展 

包括但不仅限于： 

⚫ 支持教师利用空间组建名师工作室、研修共同体等开展研修活动；  

⚫ 具有支持教师组织开展空间应用普及活动； 

⚫ 具有支持组织跨校际教师在线研讨、协同备课活动等。 

学生 

个人空间 

课程学习 

包括但不仅限于： 

⚫ 具有支持学生利用空间选择网络课程、在线测试、在线指导等学习资

源与服务进行自主学习等活动； 

⚫ 利用空间整合各类学习资源，支持师生学习。 

拓展学习 
包括但不仅限于： 

具有支持学生利用空间组建兴趣小组，进行协作探究、交流互动等活动； 

学习评价 
包括但不仅限于： 

空间记录学生学习过程，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管理者 

机构空间 

学校管理与

服务 

包括但不仅限于： 

⚫ 利用空间数据评价教师教学过程，课程建设与应用水平等;  

⚫ 利用空间进行校园文化建设。 

 

空间数据 

6.3.1 数据一致性 

空间数据遵循统一规范，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正确、完整。 

6.3.2 数据完整性 

空间数据无缺省，包括数据源是否完整、数据取值是否完整等。 

6.3.3 数据安全性 

空间数据存取过程中数据的安全性。 

6.3.4 数据可追溯性 

空间数据生命周期中有明确的数据流向和历史记录。 

7 使用特性 

空间粘连性 

7.1.1 用户访问量 

访问空间的用户数量（日均访问量、总访问量）。 

7.1.2 平均空间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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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进入空间的平均停留时间。 

7.1.3 平均页面停留时间 

用户查看一组或单一页面平均花费的时间。 

7.1.4 回访率 

一段时间内，登录空间一次以上的用户占所有用户的比例。 

7.1.5 访问深度 

用户在空间内平均所浏览的页面数量。 

空间应用 

7.2.1 空间应用广度 

开通空间的用户总量，包括个人空间数（教师空间数、学生空间数等）、机构空间数

（学校空间数、班组空间数等）。 

空间中各功能板块被访问次数。 

7.2.2 空间应用深度 

空间应用深度包括空间应用覆盖度、空间应用频率、空间应用成果。 

7.2.2.1空间应用覆盖度 

网络学习空间在不同角色群体、专业/项目中的应用情况。 

7.2.2.2空间应用频率 

每学期/学年基于网络学习空间开展课堂教学、学生学习、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管理与

服务、学生评价等活动的频率。 

7.2.2.3空间应用成果 

不同角色基于空间不同场景的应用输出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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