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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HPI 

哈索·普拉特纳研究院的 MOOC（大规模公开在线课）计划 

Christoph Meinel, Christian Willems 

波茨坦大学哈索·普拉特纳研究院 

互联网技术与系统教席 

摘要。哈索•普拉特纳研究院 (HPI) 的新型互动在线教育平台 openHPI 

(https://openHPI.de) 可以为从事信息技术和信息学领域内容的工作和

感兴趣的学员提供可自由访问的、免费的在线课程。与斯坦福大学于 201

1 年首推，之后也在美国其他精英大学提供的“网络公开群众课”（简称 

MOOC）一样，openHPI 同样在互联网中提供学习视频和阅读材料，其中综

合了支持学习的自我测试、家庭作业和社交讨论论坛，并刺激对促进学习

的虚拟学习团队的培训。与“传统的”讲座平台，比如 tele-TASK 平台 

(http://www.tele-task.de) 不同（在该平台中，可调用以多媒体方式记

录的和已准备好的讲座），openHPI 提供的是按教学法准备的在线课程。

这些课程的开始时间固定，之后在连续六个课程周稳定的提供以多媒体方

式准备的、尽可能可以互动的学习材料。每周讲解课程主题的一章。为此

在该周开始前会准备一系列学习视频、文字、自我测试和家庭作业材料，

课程学员在该周将精力用于处理这些内容。这些计划与一个社交讨论平台

相结合，学员在该平台上可以与课程导师和其他学员交换意见、解答问题

和讨论更多主题。当然，学员可以自己决定学习活动的类型和范围。他们

可以为课程作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在论坛中引用博文或推文。之后其他学

员可以评论、讨论或自己扩展这些博文或推文。这样学员、教师和提供的

学习内容就在一个虚拟的团体中与社交学习网络相互结合起来。 

  

https://openhpi.de/
http://www.tele-task.de/


2 

 

1 MOOC – 在线学习新方案 

1.1 在线教学和在线学习 

多年以来，在教学中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一直是创新研究与开发活动的舞

台。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出色传播能力构成了克服不同学员之间地理距离的条

件，并使得学员在今天可以随时随地访问不同来源和质量的大学学习计划。首

先，学习计划与学会系统相结合，为此产生了“学习管理系统” (LMS) 概念。

另外，当时有关在线学习的潜力和极限的讨论同样集中于这些技术系统，而不

是集中于内容计划更重要和更有趣的问题方面。 

接近 90 年代末期，各个大学开始超出学会界限准备学习材料，也就是说

让大学生和其他大学感兴趣的人同样可以在线调用这些材料。比如麻省理工学

院 (MIT) 通过公开课程项目（OpenCourseWare＝OCW) 建立了一场全球性的运

动，在这场运动中，通过一个公开的许可证可以提供在线学习内容，它同样允

许其他人根据公开来源（OpenSource）和知识共享（CreativeCommons）运动继

续进行处理。OCW 运动面向积极的自学者，或者想将材料纳入到自身的展示计

划或在线学习计划中的教师。 

有关在线教学和在线学习 (e-Learning, Tele-Teaching) 的研究当然不

限制对互联网的使用、对学习材料的广泛接触，而是研究怎样能为在线学习开

发现代化的教育方案。这首先涉及学习过程和社交关系的说明和支持：在“以

经验为基础的”、“面向项目的”、“合作的”和“社交的”学习领域内，开

发出了大量工具，它们通过为学员在实践应用和共同继续发展知识方面提供支

持，超出了纯粹的获取知识范畴。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近些年 Web 2.0 的使用。

在在线学习中，博客、维基百科和视频播客等技术以及与社交网络的结合不断

发展。 

2008 年提出、2012 年被广泛落实的“MOOC - 大规模公开在线课”方案

达到了发展的制高点。它面向一些学员，对他们来说，对公开信息积累的访问

以及公共团队联络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大量在线课程的特点是将教学和学习内

容计划与社交媒体平台结合起来，以便使课程学员可以在虚拟团体中学习。该

社交团体在 MOOC 中通过大量学员产生了社交集聚和吸引效应，可以使用户被

包括在学习计划内，长期也同样能将这些用户吸引到学习过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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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在诸多方面都开放：它们开放，因为它们既不与特定学会相联系，

也没有入学要求或学费要求。它们的开放之处首先在于，学员面对的不是封闭

的知识储备，学习过程本身就是开放的。它是在活跃的开放的参与和讨论氛围

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不仅是教师，学员自己在其中也能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如

对所提供的学习材料进行反馈并参与更新和扩展学习材料。学员人群越大

（“大型”）、越不均匀——既包括其知识和经验水平，也包括其文化背景—

—越能说明这一论据。由此促进的开放性和不可预见性使对这些 MOOC 的参与

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团体经历。 

MOOC 创新性的学习形式可以用于任何学科，它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专

业领域。始终以多媒体方式准备学习材料（比如以截取讲座记录的形式），并

互动调查学习效果（比如借助多选题）。但 MOOC 同样为全新功能的发展和试

验开辟了空间，它们一定可以获得学科方面特有的意义。比如在信息学有这样

的项目，其目标是提供虚拟试验室（比如互联网安全远程试验室 参见 2.4 

段），学员在其中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实验，并获得实际经验。您可以获得对

具有预配置软件的虚拟机的访问权限，在这些虚拟机上可以完成具体的任务

（比如破解密码）。学员在这里不仅可以查看之前想到的虚拟情况，也可以亲

自经历实际事件。 

1.2 有关 MOOC 经济性的讨论 

在对 MOOC 进行理论观察时，对其分级在允许学员扮演的角色方面进行讨

论。为 MOOC（其首要目标为承担主动角色的学员提供支持）建立了“关联主义 

MOOC”，简称 cMOOC （connectivist MOOC）概念 [1]。这样它们就与所谓的 

xMOOC（它们与传统的大学教学法、讲座更加接近）不同。 

xMOOC 的典型做法是每周公布新学习材料并为展示和学习材料提供不同的

工具和表格，比如讲座记录、自我测试、家庭作业和额外的阅读材料。"x" 在

此与一个重要的代表——edX 平台有关，它是由 MIT 和哈佛大学建立的，目标

是为全球公众提供接触大学课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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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OOC 和 cMOOC 表示的是迎合相应特定学习方式的理想形式。人们将以

经验为基础的学习（参见[2]）理解为以下四个阶段的循环： 

• 具体的经验（KE，感觉）， 

• 思考观察（RB，观察）， 

• 形成抽象概念（AB，思考） 

• 以及主动试验（AE，行动） 

并考虑到观察，学员最好分别综合两个阶段，即观察 (RB) 或行动 (AE) 

与感觉 (KE) 或思考 (AB) 相结合，之后 xMOOC 迎合一种同化方式，RB 和 AB 

结合，cMOOC 迎合适应的方式，其中 AE 和 KE 处于优先地位0F

1。如果 MOOC 不

只想接触到一部分学员，有必要对来自 xMOOC 和 cMOOC 的方案进行整合，比

如已在由斯坦福大学提供的创业试验室1F

2或 openHPI 中进行了整合。因此这首

先涉及通过实习任务、讨论刺激和游戏学习元素模拟以经验为基础的学习和社

交学习。在 [3] 中说明了 MOOC 的（尤其是 openHPI 的）设计准则，这些准

则考虑了这些目标，并以 Gerhard Fischer 提出的“参与文化”方案为基础。 

 

 

图 1.“学习方式” 

                              
1 另外，Kolb 将集中方式描述为 AB 和 AE 的组合，将分散方式描述为 KE 和 RB 

的组合。 
2 参见https://venture-lab.org  

https://venture-la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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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哈索•普拉特纳研究院的 MOOC（大规模公开在线课）计划 

与波茨坦大学结盟的哈索•普拉特纳研究院 (HPI) 是德国大学高级 IT 系

统工程中心。HPI 学习和研究的重点是高复杂和联网 IT 系统的技术基础以及

面向用户的应用。在定期发布的 CHE 大学排行榜中，HPI 多年来一直占据德语

信息学专业的顶尖位置。 

HPI 提供“IT 系统工程”学士和硕士课程 － 一种贴近实际和面向工程

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有 450 名大学生在其中注册学习。研究所内共有十位 HPI 

教授，另外有超过 150 位客座教授和讲师在其中工作。它进行着出色的大学研

究工作 - 共有九个研究领域，“HPI 研究生院”一个跨学科博士项目（其海外

分部位于开普敦大学、海法工业大学和南京大学），以及 HPI 斯坦福大学设计

思维研究项目。此外还有在开发和研究面向用户的创新方面，适用于所有生活

领域的培训计划。“HPI 设计思维学院”以斯坦福大学的HPI d.school 为榜

样，每年为设计思维附加专业提供 160 个学习位置。 

HPI的 openHPI 倡议背后的一项主导理念是为广大公众开放一部分展示学

习计划：HPI 教授和讲师为 openHPI 课程形式准备来自其讲座的适当摘录，使

公众可以使用 HPI 通常专用的教学计划。 

2.1 openHPI – HPI 的 MOOC 平台 

OpenHPI平台，使HPI成为了第一个在计算机科学和IT技术领域提供德语和

英语互动在线课堂（MOOC）的欧洲大学学院。。由于互联网技术与系统教席 Ch

ristoph Meinel 博士教授带领的的网络大学团队长年从事在线学习材料的研究

——开发由 Dell 授权的用于记录讲座和演示文稿的移动 tele-TASK 技术2F

3，

在互联网中运行大型讲座平台 3F

4，开发不同的虚拟试验室 4F

5，定期向北京工业大

学传送讲座内容5F

6——MOOC 现象和 MOOC 创新的核心对于在线学习的意义得到

了快速认识，即：使学员同步，逐步准备教学材料，准备有关自我测试和外部

评估学习成果的不同反馈工具，与可以帮助学员的社交平台相结合，经历作为

（即使只是虚拟的）社交团体的一部分。为了自己验证该评估，在Christoph M

einel 博士教授的领导下创建了互动在线教育平台 openHPI (https://openHP

I.de)，为从事信息技术和信息学领域内容的所有人提供课程。早在 2012年9月

openHPI平台上就提供了颇受关注的第一门在线的哈索·普拉特纳的课程，一位 

SAP 的创始人和 HPI 捐赠人。于 2012 年 11 月就启动了由Christoph Meinel 

博士教授主讲的第一门德语 MOOC。 

                              
3 参见 http://www.tele-task.de/teletask/about  
4 参见 http://www.tele-task.de 
5 互联网安全远程试验室 (http://www.tele-lab.org) 和 SOA 安全试验室(http://ww

w.soa-security-lab.de) 
6 信息请参见 www.hpi.uni-potsdam.de/meinel/knowledge_tech/internet_bridge.htm

l 

https://openhpi.de/
https://openhpi.de/
http://www.tele-task.de/teletask/about
http://www.tele-task.de/
http://www.tele-lab.org/
http://www.soa-security-lab.de/
http://www.soa-security-lab.de/
http://www.hpi.uni-potsdam.de/meinel/knowledge_tech/internet_bridge.html
http://www.hpi.uni-potsdam.de/meinel/knowledge_tech/internet_brid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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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openHPI – 在线课程方案 

openHPI 提供根据教学准则准备的在线课程。这些课程的开始时间固定，

之后提供连续六个课程周的稳定教学计划。每周分别以多媒体方式，如果可

能，准备互动的教学材料，它涉及另一章课程主题。为此课程学员在课程周开

始前会提供一系列教学视频，这些视频是通过 tele-TASK 系统记录的。为这些

视频补充有全面的阅读材料、互动的自我测试和家庭作业，学员在该周将精力

用于处理这些内容。自我测试与视频交替，帮助学员检查其学习进展。他们可

以自己检查是否掌握了之前视频中最重要的知识。每个课程周周末的家庭作业

是了解学员成绩的基础：通过家庭作业可以积累分数，这些分数与之后成功结

束课程密切相关。 

这些计划与一个社交讨论平台相结合，学员在该平台上可以与课程导师和

其他学员交换意见、解答问题和讨论更多主题。当然，学员可以自己决定学习

活动的类型和范围。他们可以为课程作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在论坛中引用博

文、维基百科页面、思维导图或教学材料的其他视频。之后其他学员可以评

论、讨论或自己扩展这些博文或推文。这样学员之间以及学员与教师通过讨论

提供的教学内容，在一个虚拟的团体中与社交学习网络相互结合起来。 

在成功结束课程时，学员会获得一份 openHPI 证书的认证。为此必须获

得六次家庭作业以及毕业考试所有分数的 50%。在证书上除了说明取得的分数

以外，同样会备注学员是否属于课程中最好的 5%、10% 或 20% 的学员。另外

所有完成了至少 50% 教学材料的学员还会获得一份未说明分数的参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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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openHPI 在线课程的持续时间规定为 6 周模式，包括接下来一周的考

试时间，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需要时间为课程形成虚拟的学习团体（“社
团”），另一方面，应限制课程学员的负担，该计划面对的不只是大学生，还

面向所有感兴趣的人，不论是中学生、在职人员还是退休人员。实际情况表

明，openHPI 在线课程的百分比毕业率在 15% 和 25% 之间，数量较类似的在

整个学期时间内运行的 MOOC 计划更大。 

在课程中采用的主题来自于 HPI IT 系统工程教学计划。这时 HPI 的教

授和资深研究人员采用的是与信息学的最新发展和研究成果有关的主题，比如

由哈索·普拉特纳教席开发的内存数据库技术，或者传播基础知识，比如互联

网怎样运行。由于时间的原因，在线课程中处理的内容不包括讲座的全部程序

——当然也未考虑作为对讲座的替代，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为感兴趣的公众传播

对理解主题重要的知识。 

2.3 openHPI – 课程计划与利用 

由哈索·普拉特纳教授提供了第一门 openHPI 在线课程，其内容是关于

在其领导下在 HPI 上开发的“内存数据管理”技术。学习内容为在面向行的主

存储数据库中管理企业数据。硬件和软件工业的最新趋势促使人们研发出了这

种新型、革命性的技术，它可以灵活、闪电般快速地分析海量数量。详细介绍

了该技术的基本方案和设计原理。另外讨论了企业应用未来发展的含意。该课

程面向拥有“数据库”领域固定背景知识的高级公众。 

超过 13,000 名课程学员来自超过 100 个国家。其中超过 4,000 人定期

参加练习和讨论，2,132 人在成功通过毕业考试之后可以获得证书。第一门在

线公开课程的大部分学员每周将三至六小时的时间投入到对提供的学习材料的

认真学习中，即观看教学视频，仔细研究阅读材料，通过准备的自我测试和积

极参与讨论论坛，检查自己的学习进展情况。该课程的学员进行了 106,231 份

自我测试，提交了 17,738 份家庭作业。在讨论论坛中有 2,270 篇文章。在课

程时间内，学员调用了 140,201 次视频和 74,746 次维基百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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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Christoph Meinel 博士教授的第二门 openHPI 在线课程的主题为

“使用 TCP/IP 进行网络互联”，即说明互联网是怎么运行的。该课程以德语

提供，因此是第一门拥有可观学员数量的德语 MOOC：约 10,000 名学员注册学

习该课程，其中 2,700 余名学员主动参与课程的执行。最后，在成功处理了家

庭作业和通过考试之后，1,662 名学员通过证书证明他们成功毕业。在该课程

中，教学团队同样对课程学员的高活跃程度印象深刻：教学视频访问量为 118,

779 次，学员通过提供的大量自我测试共对其学习进展进行了 84,751 次检

查。在讨论论坛中出现了有关 700 个主题的 3,900 篇不同文章。另外还有一

组特别活跃的学员通过自己的文章强化和细化所提供的学习内容，并为在线学

员团体准备可以更轻松解决家庭作业的辅助工具。 

在该课程结束之后，对课程学员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民意调查，有 1,000 

位用户参与其中。84% 的被调查者认为参加课程的决定性原因是对信息技术的

普遍兴趣，55% 认为是工作的进修可能性。34% 希望能获得 openHPI 证书。年

龄段在 20 和 30 岁之间的人最具代表性，占比 28%，接下来是年龄段在 30 

和 40 岁之间的人，占比 25%。10% 的学员说明其年龄超过 60 岁。82% 的学

员为男士。38 % 的学员为学士或硕士毕业，约 4% 的学员取得了博士学位。 

27% 从事领导职位。26% 说明他们拥有少于五年的工作经验，14% 的学员从事

工作的时间少于十年。大部分学员从事其工作的时间长于十年，占比 35%。在

有关教学视频质量的问题中，专业内容 (92%)、可理解性 (89%) 和趣味性 

(  75%) 尤其得到了正面评价。openHPI 平台的技术、课程结构和维护同样得

到了好评。 

由 HPI 资深研究人员 Harald Sack 博士以英语于 2013 年 2 月和 3 月

提供的第三门课程主题为网络语义学。“网络语义学”是对传统万维网文字补

充方面的扩展，这些文字在网络中以自然语言提供，包括以正式知识展示为基

础的详细语义。这样可以使用自然语言自动访问和解析信息的含义，即被机器

理解。该课程涉及网络语义学技术基础，向学员传授怎样表现知识，怎样在网

络中访问和利用知识。该课程面向具有网络技术和正式逻辑领域知识的高级公

众。5,692 名注册学员中的 2,440 人积极参与课程的执行，其中 784 名学员

获得了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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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I 的教授 Felix Naumann 于 2013 年 4 月和 5 月提供了“使用 SQL 

管理数据”课程。数据库构成了几乎所有大型软件应用的基础。在企业中、在

研究过程中、在网络中 - 到处都会产生海量数量，必须将这些数据安全保存，

并且可以进行有效的查询。该课程教授现代化数据库系统的基础知识，了解其

结构、数据库设计规划和查询语言 SQL。通过 SQL 可以向数据库发送简单公式

表达的，但非常强大的查询请求。这些查询可以搜索数据、过滤和分类数据，

最终以多种方式分析数据。该课程面向广泛但有专业兴趣的公众。接近 7,000 

名注册学员（其中 3,100 名为活跃学员）中，有 1,641 名学员获得了证书。 

openHPI 上的这四门课程总共有超过 41,000 人注册，颁发了接近 6,200 

份证书。 

2.4 openHPI – 技术与科学基础 

openHPI 项目根据技术和研究成果，由互联网技术和系统教席 Christoph 

Meinel 博士教授创建了一系列项目。除了开发自己的学习平台以外，还可以参

考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来自在线讲座 (tele-TASK)，为实习培训（远程试验室

和 SOA (Service Orientated Architecture )安全试验室）提供虚拟的、以互

联网为基础的学习平台，以及对多媒体数据 (SEMEX) 的语义分析。 

 

openHPI 网络平台 

通过在 Christian Willems 的领导下，由 HPI 教席 Christoph Meinel 博士

教授的开发团队自己开发的openHPI 互联网平台提供 openHPI 在线课程（参见

Abb. 2）。 

为了达到尽快在互联网中提供自己的 MOOC 的目标，在开发该平台时使用

了公开来源学习管理软件 Canvas，在评估了类似系统 [4] 之后，因其具有现

代化的用户界面和成熟的测验功能而选择了该软件。但为了将它作为 MOOC 平

台使用，以及为了保证在 MOOC 中大量学员情况下的规模可伸缩性，必须由 op

enHPI 开发人员团队进行大量的修改。尤其进行了以下修改，部分为重要的修

改： 

• 完全重新编辑了用户界面（设计）和主要页面导航， 

• 添加新类型内容的讲座视频， 

• 集成了 tele-TASK 视频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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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内容导航与 6 个课程周的方案相匹配， 

• 制作了一个用于在一个课程周内导航的“课程顺序浏览器”（Course    

Sequence Browser）， 

• 添加了用于技术支持的信息台微件， 

• 大量修改原始的讨论论坛，以更好地控制规模，并补充了搜索功能， 

• 使现有的学习组功能在 MOOC 背景下可用， 

• 开发和实现展示学习进展和制作证书的功能。 

 

 

图2.截图 – openHPI 网络平台 

 

同样由 HPI 负责运行 openHPI 平台。以云架构 OpenNebula 为基础执行

私有云（参见Abb. 3），以便能恰当地满足对平台规模可伸缩性的要求。这允

许根据需求的不同，激活额外的物理主机（或者为省电而关闭主机），在这些

主机上，大量虚拟机平行执行网络应用。目前使用两种主机，分别有 64 核处

理器和 64 GB RAM 以及快速的 RAID 5 存储系统。在其他物理服务器上运行中

心服务，比如数据库、监控和日志分析。一台专用的负载平衡器负责 SSL 加密



11 

 

和向虚拟机分配查询申请。向服务提供商 Vimeo 实时传输视频流式处理，该提

供商可以提供低成本、规模可伸缩的运行模式。 

 

 

图3. openHPI 基础设施 

新开发 – openHPI 作为基础服务架构 

在彻底分析了第一门 openHPI 课程的运行经验之后，openHPI 团队开始研发运

行 openHPI 的新平台，该平台在今年应该可以投入运行。 

学习管理系统 (LMS) 不适于作为 MOOC 平台使用，这一论断来自在 open

HPI 上执行首门课程获得的重要认识。这首先是因为它在课程学员方面缺少规

模可伸缩性：LMS 传统上在学校或大学使用。那里通常有不同的课程，但各门

课程只有较少（通过不超过几十名或几百名）学员。在 MOOC 背景下，这正好

相反。MOOC 平台提供（相对）较少的课程，但学员数量轻易可以达到 5 位或 

6 位数。这样不仅平台效率方面的规模可伸缩性是一个限制因素，而且许多对

少数学员起作用的用户接口也可能在有数千名学员时无法使用。（这尤其适用

于课程管理员领域：有 15,000 条记录的学员清单没有什么帮助，导入时间过

长）。另一方面，很明显，许多 LMS 的重点放在了对课程、学生、讲师、教学

材料等的管理上。但对于 MOOC 平台来说，关注点放在了产生积极的社交学习

经验方面——这是一项 LMS 无法满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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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发的动力来自于主题为在线学习和网络大学的 HPI 互联网技术和系

统教席研究工作。通过开发这些研究成果，另外应该能够  

• 提供新学习工具，通过面向实践的练习（比如编程任务或数据库查询），

但也包括更通用练习丰富现有的学习内容（比如配置系统或网络），这些

学习内容另外也应该得到自动评估， 

• 也能够建立个人学习环境（在线公文包系统），实现与其他社交网络的交

互，以及 

• 建立内容制作工作流程，并像已为 tele-TASK 平台建立的流程那样进行

集成。 

新平台拥有面向服务的架构 (SOA)，可以非常灵活地集成和验证新功能和

服务。这时也可以从现有的系统中接受这些服务——与在外部应用中作为部件

集成的、新开发的 openHPI 服务完全一样。该架构另外还允许在用户界面上分

配负载，由此可以更好地收缩规模：急需资源的服务可以在私有云中得到更多

的功率（即更多的处理器、更多的主内存），并且在必要时也可以使用自己的

专用数据库。这些可能性提供了并非无限制的整体架构。 

另外在建立新平台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对移动终端设备的广泛支持。现

在就可以使用平板电脑，比如 iPad 或更现代化的 Android 平板电脑完成 ope

nHPI 课程；因为网络应用最初是为工作岗位计算机开发的，在可用性方面有一

定的限制。通过新开发可以排除这些缺陷，另外未来也可以支持智能手机。这

首先通过使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比如 HTML5 和 CSS 3 或自适应网页设计实

现。平台面向服务的架构另外还允许方便地连接移动操作系统（比如 iOS 或 A

ndroid）的国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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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下一代 openHPI 平台时，另外应进行其他扩展，这些扩展允许检

查一系列研究主题，比如： 

• 游戏化：怎样通过电脑游戏功能和设计原则提高学员的主动性？ 

• 分析学：怎样通过分析在线环境中学员的行为改进教学？怎样将学员非结

构化的反馈（比如讨论中形成的反馈）半自动地用于保证授课材料的质

量？ 

• 新颖的学习服务：怎样在学员生活和工作的不同背景下促进学习？ 

• 虚拟学习试验室：怎样为大量参与规模可伸缩地提供环境，学员在这些环

境中使用虚拟 IT 系统可以相互影响？ 

tele-task – 随时随地远程教学解决方案工具包 

通过 Christoph Meinel 博士教授的领导下，由 HPI 科学家开发的 tele-TASK 

系统 [5] 制作 openHPI 教学视频。tele-TASK （随时随地远程教学解决方案
工具包－Teleteaching Anywhere Solution Kit）是一种创新的系统解决方

案，通过它可以记录并通过互联网传播讲座和演讲。由于有 tele-TASK，任何

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在全球在线访问培训、演示文稿和活动——既访问实时传

输，又能访问存档的记录。tele-TASK 的特殊标志是与向其展示的演示材料同

步理解讲师的意思。多年来在 HPI 常规学习模式中使用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移

动技术的特点是操作简单，画面和声音质量出色。会持续为它扩展新功能，并

为在线学习持续研究工作提供牢固的经验基础。 

tele-TASK 系统解决方案由 tele-TASK 记录系统、tele-TASK 播放器和 

tele-TASK 平台组成。通过 tele-TASK 系统记录 openHPI 的视频短片，并且

可以通过 tele-TASK 播放器观看。 

tele-TASK 记录系统由一个紧凑、便携的盒子组成，它包括预先配置好的

计算机，在上面安装了立即可使用的记录软件。另外，视频摄像头、麦克风和

相应的连接导线也属于该设备。通过 tele-TASK 可以与视频画面和讲师同步记

录和传输演示文稿计算机的屏幕。由于在摄像时帧速率高，也可以像动画或电

影一样流畅地记录演示文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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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tele-TASK 记录系统 

tele-TASK 摄像软件会得到持续再开发和扩展。目前它以 Windows 7 操

作系统、C#、.NET 4.5 和 WPF 为基础。尤其针对触摸操作、以 MP4 格式实时

流式处理、集成播客功能、高分辨率和帧速率进行了优化。同样非常重视操作

的简便和自解释。摄像软件用于拍摄 H.264/MPEG-4 AVC 和 AAC 编码视频，并

针对多核处理器（比如英特尔酷睿 i5）进行了优化。 

 

tele-TASK 播放器是一种创新性的多画面视频播放器，一方面同步显示演

示文稿（比如演示文件或动画），另一方面同步显示讲师以及有关演讲结构的

信息。通过在两个单独的文件——讲师和演示文稿——中可变地保存摄像数

据，屏幕在播放器中的分布可变，并且可以根据兴趣或情况在讲师和演示文稿

之间调整尺寸，直至全屏，通过全屏可以利用整个屏幕。教学课件可以自动的

从视频中抽取出来在时间轴中浏览并且提供快速导航支持和快速跳入相关视频

位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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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截图  – tele-Task 网络平台 

tele-TASK 网络平台 (http://www.tele-task.de) 可以提供丰富的视频

文档，包括讲座（在线演讲）记录、完整的系列讲座、会议、研讨会和座谈

会。根据配置的不同，既可以实时，也可以根据需要通过互联网观看它们。预

定的实时流式处理活动可以参考实时流式处理日历。tele-TASK 网络平台既为

在大型监视器上使用而进行了优化，又可以在最小化视图的小型手持播放器上

使用。目前提供超过 4,000 场在线演讲资源，它们也可以作为视频播客分 14,

500 个较短的学习单元提供。 

tele-TASK 平台正在持续不断地扩展新的、支持在线学习的功能。因此它

拥有全面的搜索功能。另外为客户提供了大量创新的功能，以便在各个在线演

讲中进行有效导航，这些演讲以网络语义学领域的最新研究知识为基础。为了

快速定位，学员可以访问（自动生成的）在线演讲目录和页面预览，他们可以

在在线演讲（不只是在演讲标题中）搜索关键词，并利用方便自学的许多其他

新工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平台中提供了创建自己的数字讲座原稿的可能性。这

样可以通过为该目的而开发的编辑器，在任何位置为在线演讲增加自己的备注

和笔记，根据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使其他用户看到这些内容。但在 tele-TASK 

平台中也实现了其他社区和社交网络功能，比如给视频加标签、设置时间标

记、综合播放列表或给讲座打分。 

  

http://www.tele-tas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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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安全远程试验室 - 实践在线培训的虚拟试验室 

传统教学方法被证实只有有限的用途，特别是在IT安全教育和网络安全培训

中。因为大学生不能将来自理论培训课程的方案直接用在现实的系统环境中。

但对于 IT 安全理论来说，根据练习任务获得实践经验非常重要，因为在 IT 

安全的实践中，最高的细节精确度是不可或缺的：某个有缺陷的防火墙规则就

可以破坏整套网络安全方案。将实践任务整合到教学计划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

准备恰当的真实学习环境。原因在于，大学生需要有访问培训系统的特权（roo

t或管理员帐号），以便演练大部分可以想到的练习场景，另外也应培训攻击场

景，要在培训计算机上为这些攻击场景准备相应的黑客工具。通过这些权限和

工具，大学生可以轻易地使培训系统失去功能，或者甚至滥用培训系统，用于

对校园网或互联网中的电脑进行非法攻击。 

在引入作为虚拟试验室的远程试验室系统 [7] 时，它是一套新颖的在线

学习系统，它在保证 IT 安全培训所需的专用、隔离电脑试验室必要性的同

时，第一次在互联网中允许进行安全实践培训。虚拟试验室的特点是，学员可

以在预先配置好的虚拟机上进行实践练习，这些虚拟机在一个私有云中的服务

器上运行，通过远程桌面访问来访问私有云。虚拟机是指为操作系统实现运行

时间环境的软件系统：操作系统在这时像在物理硬件中一样，在虚拟机中起作

用。这些软件仿真电脑系统不仅允许在一个硬件平台上同时运行多个操作系

统，而且允许快速、动态地准备系统，或者在出现故障或不恰当的操作时可以

方便地恢复系统。远程试验室利用该特点，以便培训系统的虚拟机在每次由大

学生们使用之后，可以自动重新恢复为原始状态。同在 openHPI 基础设施中一

样，远程试验室的最新技术基础构成了 OpenNebula 云架构。 

远程试验室主要由一套教学工具和一个来自实践练习任务虚拟机的培训环

境组成。在不同章节中为学员提供有关 IT 安全重要主题的教学内容（比如有

关加密、身份验证、安全电子邮件等），学员们能够胜任这些教学内容，并获

得有关 IT 安全的知识。各个章节中的教学材料提供了背景信息、对安全软件

和黑客工具的引导以及互动练习场景，它们构成了每个学习单元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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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教学系统和培训环境远程试验室 

有关恶意软件（在 [8] 中详细说明）的远程试验室示例学习单元首先将

背景信息引入主题中，即恶意软件的定义、分类和历史（病毒、蠕虫病毒和特

洛伊木马程序）。接着介绍入侵者的不同软件工具（比如病毒组合、特洛伊木

马程序）和被入侵者的感染路径。这些知识用于直接准备以下实践练习。 

同许多其他远程试验室学习单元一样，在恶意软件课程之后会进行一次强

化教学评估。因此大学生被要求模仿入侵者的观点，以便通过自己的双眼看到

哪些真实的危险会对个人安全目标产生实际的威胁。与之相配合的任务让用户

可以向虚拟被入侵者（以下称为 Alice）植入特洛伊木马程序——准确地说是

旧特洛伊木马病毒Back Orifice。Back Orifice (BO) 是一种后门特洛伊木马

病毒，它允许入侵者远程控制感染的系统，并查看任意数据。为了实现这一

点，大学生必须为 BO 服务器准备一个载体文件（通常为一个小游戏或有用的

工具），并将它通过电子邮件发给 Alice。被入侵者虚拟机上的脚本会答复邮

件，并对游戏或工具表示感谢，这样入侵者可以确定，已安装了 BO 服务器

（即被入侵者已打开了电子邮件的附件）。入侵者可以通过邮件读取被入侵者

的 IP 地址，通过 BO 客户端与被入侵者建立连接，并侦测出保密数据。通过

有关 Alice 虚拟机 上的这些保密数据，大学生可以向教学系统反证任务实际

上已经完成。学习单元接着要了解怎样防御通过恶意软件发起的入侵，或者怎

样避免感染（杀毒软件、升级系统、处理电子邮件附件）。 

交互练习中这样的任务明确举例说明了对联网虚拟机培训环境的需求。在

这个例子中，需要一个用于入侵者的虚拟机（包括任务所需的所有工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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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交换电子邮件的邮件服务器以及无防御的被入侵者系统（在这里为：未升级

的 Windows 95/98）。远程桌面访问只允许用于入侵者的虚拟机。 

远程试验室另外还提供一系列自动新颖的自我评价功能——即在实践练习

中检查性能 [9]。该研究成果除了将远程试验室架构作为私有云执行以外，还

是开发网络公开试验室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允许试验室在 MOOC 背景下进行实

践练习。一方面必须保证用于准备培训环境的基础设施同样可以为大量学员而

扩大规模，另一方面必须可以自动检查性能，以便实践练习任务也可以用于性

能探测。 

SEMEX – 语义多媒体浏览器 

在大量视频文档中以内容为基础进行搜索，在数字媒体时代是一项艰巨的

挑战，需要开发新技术。在互联网技术和系统教席 Harald Sack 博士的领导下

开发的 语义多媒体浏览器 (SEMEX) [10] 综合了最新的媒体分析方法，比如音

频分析、智能手写识别以及用于开发视频内容的视觉方案识别。借助知识基础

使由此获得的内容说明数据通过语义相互连接，并由此可以发现视频之间的新

联系。这时搜索结果处于核心位置。会为用户提供发现和侦测大量视频文档的

机会。在经典的搜索引擎为具体的搜索请求提供准确的搜索结果时，如果表达

精确的搜索请求比较困难的话，语义多媒体浏览器的侦测语义搜索可以提供支

持。通过语义联系，用户可以产生新想法和可选的搜索结果，它们可以帮助用

户使其搜索具体化，并发现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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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 openHPI 课程计划 

2012/2013 年 openHPI 在线计划简介： 

• 2012 年 9 月/10 月 

哈索·普拉特纳教授：“内存数据管理”（英语） 

• 2012 年 11 月/12 月： 

Christoph Meinel 博士教授：“使用 TCP/IP 进行网络互联”（德语） 

• 2013 年 2 月/3 月： 

资深研究人员 Harald Sack 博士：“网络语义学”（英语）。 

• 2013 年 3 月/4 月： 

Felix Naumann 博士教授：“使用 SQL 管理数据”（德语） 

• 2013 年 6 月/7 月：  

Christoph Meinel 博士教授：“万维网技术”（德语）  

• 2013 年 9 月/10 月 

哈索·普拉特纳教授：“内存数据管理”（英语） 

• 2013 年 11 月/12 月 

Mathias Weske 博士教授：“业务流程技术”（英语） 

在存档模式中根据流程提供所有在线课程。为自学提供学习视频、页面、阅读

材料、自我测试和论坛。 

  

https://openhpi.de/course/inmemorydatabases
https://openhpi.de/course/inmemory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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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 tele-TASK 平台功能一览 

概述 

• 播放记录的讲座和演示文稿（在线演讲） 

• 以菜单为基础对记录进行分类 

• 密码保护的社区，用户可以登录，可以在平台中使用不同的 Web-2.0 功

能，以及管理自己的简介 

• 广泛的搜索功能，它可以对记录的内容进行关键词搜索 

• 实时传输组织与概览日历 

• 包括平台用户最新信息的新闻区 

• 静态页面，包括有关平台内容、讲师及其公司/组织/教育设施的信息 

导航支持 

• 创建自己的播放列表 

• 在线演讲目录：自动从视频中提取讲座结构，并准备时间戳，以快速浏览

讲座。 

• 在线演讲页面预览：在时间栏中以预览方式展示自动从视频中提取的页

面，以便能快速了解讲座，以及直接跳入相关位置。 

• 关键字功能：从讲说词的音频记录和预览页面中过滤出最重要的关键字，

并在图示一览表中展示。可以浏览这些关键字。在时间栏以颜色突出特定

字出现的频率。 

数字讲座原稿 

• 通过自己的笔记丰富在线演讲，创建数字讲座原稿：为了标记在线演讲的

任意位置，不仅可以使用简单的文本框，又可以使用为此而设计的编辑器  

• 为数字讲座原稿导出 PDF：在平台中完成的在线演讲笔记可以通过时间戳

导出为 PDF，由此作为打印的学习模板使用。同样可以在数据块上将播放

列表所有现有的笔记导出为 PDF。 

• 学习组中的附加说明：为了促进互动和协作，学员可以在学习组内交换他

们的笔记。在实时演讲时，在组内所有成员的共同接口中展示在组内所作

的所有笔记。 

  



22 

 

• 作为视频附加说明的截图功能：为了方便之后重新找到特定的页面，可以

使用截图功能，将该页面接受到附加说明中。 

• 时间标记 - 在线演讲的书签：视频附加说明的一种快速形式为时间标

记。学员可以在在线演讲中快速标记特定的时间点，以便在之后方便地重

新找到它们。可以分别选择该标签的笔记，或者使用默认版本。 

管理与后台 

• 方便的后台区，用于创建新系列记录、设置新讲座记录和管理讲座的元数

据 

• 扩展的管理功能：通过相应的转换状态快速浏览正在进行的讲座，方便地

创建个性视频，输入活动举办地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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