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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建 桥 学 院

云存储技术应用 课程教案

周次 1 第 1次课 学时 2 教案撰写人 胡敏彦

课程单元名称 云存储概述

本次授课目的与要求

 了解企业事业单位数据存储的应用。

 掌握个人用户数据存储的应用。

 掌握块存储设备、文件存储设备及对象存储设备。

教学设计思路

 课程导入

 理论教学

 提问与讨论

 总结、作业

本次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个人和单位在数据存储中的应用，掌握各种存储设备。

难点：掌握存储设备的区别。

教学内容提要及时间分配 教学方法与手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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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5 分钟）

 介绍本次课所要完成的任务，通过具体实例引入知识点。

提问：（10 分钟）

1. 你曾经接触过哪些存储设备？

2. 你知道存储设备的哪些特点？

理论教学：（50 分钟）

1. 云存储概述

1 了解云存储发展历史。

2. 云存储分类

3. 云存储的系统架构

学生思考与讨论：（20 分钟）

 针对关键技术点和知识点进行专题辅导，引导学生观察、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解决学生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课程导入：学生认识

到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2、提问：了解学生对云

存储是一个什么样的概

念，有什么样的想法。

3、理论教学：让学生对

我们这么可有了一个正

确的认识。

4、学生思考与讨论：让

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

慧，学生的思维是最活跃

的，也是最具有创造性

的。与别人讨论分享，是

知识的一个升华的过程。

5、课后阅读：课堂讲解

仅仅是学习的一部分，而

相关知识的学习是有必

要通过课后的阅读来完

成的。

6、作业：作业既是对学

生学习的一种考核，也是

巩固学生知识的一种手

段。

课外复习、预习要求及作业布置：（5 分钟）

 阅读经世优学上提供的《云存储技术》课外读物

 完成经世优学上布置的作业

课后反思

1. 通过课程导入，学生认识到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2. 对学生提问，了解学生对大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有什么样的想法

3. 理论教学是让学生对我们这门课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4. 老师需要随时把握住学生的课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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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2 第 1次课 学时 2 教案撰写人 胡敏彦

课程单元名称 云存储概述

本次授课目的与要求

 了解云存储的优势。

 了解云存储的主要思想。

 掌握虚拟存储容器。

教学设计思路

 课程导入

 理论教学

 提问与讨论

 总结、作业

本次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虚拟存储容器。

难点：掌握虚拟存储容器的使用。

教学内容提要及时间分配 教学方法与手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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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5 分钟）

 介绍本次课所要完成的任务，通过具体实例引入知识点。

提问：（10 分钟）

3. 你认为云存储有哪些优势？

4. 你知道存储设备的哪些特点？

理论教学：（50 分钟）

4. 云存储优势

5. 云存储主要思想

6. 虚拟存储容器

学生思考与讨论：（20 分钟）

 针对关键技术点和知识点进行专题辅导，引导学生观察、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解决学生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7、课程导入：学生认识

到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8、提问：了解学生对云

存储是一个什么样的概

念，有什么样的想法。

9、理论教学：让学生对

我们这么可有了一个正

确的认识。

10、学生思考与讨论：让

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

慧，学生的思维是最活跃

的，也是最具有创造性

的。与别人讨论分享，是

知识的一个升华的过程。

11、课后阅读：课堂讲解

仅仅是学习的一部分，而

相关知识的学习是有必

要通过课后的阅读来完

成的。

12、作业：作业既是对学

生学习的一种考核，也是

巩固学生知识的一种手

段。

课外复习、预习要求及作业布置：（5 分钟）

 阅读经世优学上提供的《云存储技术》课外读物

 完成经世优学上布置的作业

课后反思

5. 通过课程导入，学生认识到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6. 对学生提问，了解学生对云存储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有什么样的想法

7. 理论教学是让学生对我们这门课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8. 老师需要随时把握住学生的课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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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3 第 1次课 学时 2 教案撰写人 胡敏彦

课程单元名称 云存储概述

本次授课目的与要求

 了解云存储的互操作性。

 掌握云存储技术基础。

教学设计思路

 课程导入

 理论教学

 提问与讨论

 总结、作业

本次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云存储的互操作性。

难点：掌握云存储的互操作。

教学内容提要及时间分配 教学方法与手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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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5 分钟）

 介绍本次课所要完成的任务，通过具体实例引入知识点。

提问：（10 分钟）

5. 你认为云存储有哪些互操作？

6. 你认为他们是如何进行互操作的？

理论教学：（50 分钟）

7. 云存储的互操作性

8. 云存储技术基础

学生思考与讨论：（20 分钟）

 针对关键技术点和知识点进行专题辅导，引导学生观察、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解决学生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3、课程导入：学生认识

到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14、提问：了解学生对云

存储是一个什么样的概

念，有什么样的想法。

15、理论教学：让学生对

我们这么可有了一个正

确的认识。

16、学生思考与讨论：让

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

慧，学生的思维是最活跃

的，也是最具有创造性

的。与别人讨论分享，是

知识的一个升华的过程。

17、课后阅读：课堂讲解

仅仅是学习的一部分，而

相关知识的学习是有必

要通过课后的阅读来完

成的。

18、作业：作业既是对学

生学习的一种考核，也是

巩固学生知识的一种手

段。

课外复习、预习要求及作业布置：（5 分钟）

 阅读经世优学上提供的《云存储技术》课外读物

 完成经世优学上布置的作业

课后反思

9. 通过课程导入，学生认识到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0. 对学生提问，了解学生对云存储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有什么样的想法

11. 理论教学是让学生对我们这门课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12. 老师需要随时把握住学生的课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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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4 第 1次课 学时 2 教案撰写人 胡敏彦

课程单元名称 存储技术基础

本次授课目的与要求

 了解企业事业单位数据存储的应用。

 掌握个人用户数据存储的应用。

 掌握块存储设备、文件存储设备及对象存储设备。

教学设计思路

 课程导入

 理论教学

 提问与讨论

 总结、作业

本次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个人和单位在数据存储中的应用，掌握各种存储设备。

难点：掌握存储设备的区别。

教学内容提要及时间分配 教学方法与手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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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5 分钟）

 介绍本次课所要完成的任务，通过具体实例引入知识点。

提问：（10 分钟）

7. 你曾经接触过哪些存储设备？

8. 你知道存储设备的哪些特点？

理论教学：（50 分钟）

9. 云存储概述

2 了解云存储发展历史。

10. 云存储分类

11. 云存储的系统架构

学生思考与讨论：（20 分钟）

 针对关键技术点和知识点进行专题辅导，引导学生观察、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解决学生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9、课程导入：学生认识

到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20、提问：了解学生对云

存储是一个什么样的概

念，有什么样的想法。

21、理论教学：让学生对

我们这么可有了一个正

确的认识。

22、学生思考与讨论：让

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

慧，学生的思维是最活跃

的，也是最具有创造性

的。与别人讨论分享，是

知识的一个升华的过程。

23、课后阅读：课堂讲解

仅仅是学习的一部分，而

相关知识的学习是有必

要通过课后的阅读来完

成的。

24、作业：作业既是对学

生学习的一种考核，也是

巩固学生知识的一种手

段。

课外复习、预习要求及作业布置：（5 分钟）

 阅读经世优学上提供的《云存储技术》课外读物

 完成经世优学上布置的作业

课后反思

13. 通过课程导入，学生认识到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4. 对学生提问，了解学生对大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有什么样的想法

15. 理论教学是让学生对我们这门课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16. 老师需要随时把握住学生的课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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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5 第 1次课 学时 2 教案撰写人 胡敏彦

课程单元名称 数据保护技术

本次授课目的与要求

 了解分布式文件系统。。

 掌握数据保护技术

教学设计思路

 课程导入

 理论教学

 提问与讨论

 总结、作业

本次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分布式文件系统，数据保护技术。

难点：分布式文件系统。

教学内容提要及时间分配 教学方法与手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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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5 分钟）

 介绍本次课所要完成的任务，通过具体实例引入知识点。

提问：（10 分钟）

9. 你曾经接触过哪些分布式文件系统？

理论教学：（50 分钟）

10. 数据保护技术的几种方式？

学生思考与讨论：（20 分钟）

 针对关键技术点和知识点进行专题辅导，引导学生观察、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解决学生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5、课程导入：学生认识

到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26、提问：了解学生对云

存储是一个什么样的概

念，有什么样的想法。

27、理论教学：让学生对

我们这么可有了一个正

确的认识。

28、学生思考与讨论：让

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

慧，学生的思维是最活跃

的，也是最具有创造性

的。与别人讨论分享，是

知识的一个升华的过程。

29、课后阅读：课堂讲解

仅仅是学习的一部分，而

相关知识的学习是有必

要通过课后的阅读来完

成的。

30、作业：作业既是对学

生学习的一种考核，也是

巩固学生知识的一种手

段。

课外复习、预习要求及作业布置：（5 分钟）

 阅读经世优学上提供的《云存储技术》课外读物

 完成经世优学上布置的作业

课后反思

17. 通过课程导入，学生认识到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8. 对学生提问，了解学生对大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有什么样的想法

19. 理论教学是让学生对我们这门课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20. 老师需要随时把握住学生的课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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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6 第 1次课 学时 2 教案撰写人 胡敏彦

课程单元名称 分级存储管理

本次授课目的与要求

 了解分级存储管理。

 了解存储系统的功能。

 理解存储系统的评价指标。

教学设计思路

 课程导入

 理论教学

 提问与讨论

 总结、作业

本次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分级存储管理，存储系统的功能，存储系统的评价指标。

难点：存储系统的评价指标。

教学内容提要及时间分配 教学方法与手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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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5 分钟）

 介绍本次课所要完成的任务，通过具体实例引入知识点。

提问：（10 分钟）

11. 你知道存储有哪些指标吗？

理论教学：（50 分钟）

12. 分级存储管理简介

13. 存储系统的功能

14. 存储系统的评价指标

学生思考与讨论：（20 分钟）

 针对关键技术点和知识点进行专题辅导，引导学生观察、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解决学生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1、课程导入：学生认识

到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32、提问：了解学生对云

存储是一个什么样的概

念，有什么样的想法。

33、理论教学：让学生对

我们这么可有了一个正

确的认识。

34、学生思考与讨论：让

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

慧，学生的思维是最活跃

的，也是最具有创造性

的。与别人讨论分享，是

知识的一个升华的过程。

35、课后阅读：课堂讲解

仅仅是学习的一部分，而

相关知识的学习是有必

要通过课后的阅读来完

成的。

36、作业：作业既是对学

生学习的一种考核，也是

巩固学生知识的一种手

段。

课外复习、预习要求及作业布置：（5 分钟）

 阅读经世优学上提供的《云存储技术》课外读物

 完成经世优学上布置的作业

课后反思

21. 通过课程导入，学生认识到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22. 对学生提问，了解学生对大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有什么样的想法

23. 理论教学是让学生对我们这门课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24. 老师需要随时把握住学生的课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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