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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化教学背景   

黑板、课桌椅等基础设施，形成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这是与工业社会的教育

需求相匹配的。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投影仪、移动智能设备等进入课堂，教室环境也

具备了智能、科技的含量，但如何变革教与学的方式以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以及如

何重构传统学习环境促进学生的发展，是当前教育技术必须充分正视的现实问题。

二、移动学习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教育信息化显著提高。教师上课从原来“粉笔+黑板”转

变成“计算机+投影”。但是教学改革仅仅停留在教学“表演”形式上，课堂教学也出现

了由“人灌”变成了“电灌”。当前这种教学环境依然侧重于“支持、回忆、分析、应用”等

低级认知目标。另外今天学生把移动设备带入课堂，已司空见惯，学校应抓住契机，善

加利用。把这些小工具从分散学习注意力的设备变成课堂教学的学习工具。移动通

信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出现了一种崭新学习形式——移动学习。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就是基于手机等小型化移动设备，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的随时、随地

的新型学习方式。爱尔兰移动学习教育技术专家Desmond Keegan认为移动学习是远

程教育的新阶段。特点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自由学习。学生将能够在家中、甚至旅行

的途中都可以接受教育。

本文主要就移动学习的专业课教学上的信息化实践运用做了全面分析。

三、移动学习过程性试验

笔者在专业课教学中是这样展开移动学习的。学生可以用手机（IPAD等）移动

工具，课前课后通过二维码扫描下载任务和案例思考。课堂上老师用移动IPAD链接

PPT进行课程讲解。整堂课通过多媒体投影、多媒体课件、智能手机、IPAD等移动智

能工具，以移动学习、移动小组讨论、任务引领、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开展第三方物

流课程。具体第三方物流信息化移动学习过程设计如表1。

以上信息化过程教学设计，基于以下几点思考：第一，学生成为课堂主人。90后学

生喜欢智能手机（IPAID）移动学习模式，我们教师不能拒绝，必须探究如何利用移动

工具学习，进行翻转课堂、移动学习的试验，这是此课的最关键点；第二，培养教学的

应用意识是当今专业教育的主题；第三，强调学生通过信息化智能工具积极参与课

堂。采用移动小组讨论法，通过IPAID移动工具进行移动学习以及移动小组的交流分

享，在各个教学环节中为学生提供了参与的机会，培养学生表达能力、团队合作和情

感交流，变“一言堂”为“群言堂”，努力使师生在互动生成中得到成长。

四、认可度分析

认可度分析简单讲就是应用概率论统计分析，通过某个群体对某些现象的频率

观察来发现该现象的内在规律，并作出一定精确程度的判断和预测。

下面笔者就移动学习学生认可度进行数理分析。其中，打分0~7分是根据赞成程

度不同进行的，分数越高，表示对这条的赞成度越大。统计结果如表2：
表2：信息化移动学习认可度

根据上表，我们得到：1、学生对于信息化移动学习基本保持肯定，每项的平均

分都在5分以上，标准差值不超过1.5，数据有效，学生意见相对一致；2、在其中的第5
问，关于移动学习效果，学生平均给出5.73分的高分，说明学生对移动学习的效果持高

度肯定态度；3、在最低分统计中，没有给出低于3分的学生，说明学生对信息化移动学

习没有抵触情绪，虽然有少数学生不太适应，根据访谈和调查，均表示支持信息化移

动学习。

接下来笔者对信息化教学平行对比分析。即选取一个非信息化移动学习班进行

同步教学认可度比较，得到图1：

我们可以从上图得到结论：

1、使用移动学习班（上行线）六项调查得分普遍高于非移动学习班（下行线）。“学

习互动性“方面，移动学习班与非移动学习班为19对11；信息化多媒体智能设备应用更

是20对11。
2、使用移动学习后，学生成为课堂主人（18对10）效果显著，数据显示学习效果18对

11，“学习参与程度”和“玩中学习”，更有突出的效果18对9和19对10，有了质的飞跃。 

五、总结

笔者多年的信息化教学实践对移动学习有了新的理解，一方面利用学生喜欢的

现代化移动工具引发学习兴趣，有意识地培养、提高学生信息化工具的运用水平：另一

方面对教师来说也是更高的挑战，老师需要熟练运用各种智能工具制作教案、转换

格式等。

总之，如何变革教与学的方式以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以及如何重构信息化学习

环境促进学生的发展，都还在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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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信息化教学植入移动学习的应用
●上海市西南工程学校  佘瑞龙

 [摘要] 

本
文首先阐述了信息化教学背景，信息化困境及移动学习的提出,紧接着文章对信息化教学的过程性试验进行了深入阐述，就信息化移动学习的认

可度做了有效分析。最后指出移动学习的若干问题所在。变革教与学的方式以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以及重构信息化学习环境，是当前教育必须充

分正视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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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前任务
设定教学目标，
挖掘移动信息化
教学资源

组成5人一组的项目团队，复习重点内容，查资料、
查网络拓展视野。分组、组内分工，手持移动工具
扫描二维码课前任务

充分利用移动工具（IPAID）、
二维技术培养学生信息化能
力

导入新课

询问课前任务中
遇到的问题……
课前任务分享

交流二维课前任务，扫描二维码

手持移动设备分享课前任务
成果，导入新课，提升学生
信息化应用水平

案例分析
展示案例，引导
学生发现问题；
点拨、引发思考

分组讨论，发现问题，进一步思考。

分享课前任务，分组分工扫
描二维课堂任务，扫描二维
码

课堂任务

策划课堂教学活
动，利用信息化
移动设备融入教
学

1. 动小组讨论策略 , 任务由组长分配，与组内成
员交流讨论。组长不动，组员移动到他组学习其他
课堂任务。
2. 组派代表利用移动信息工具阐述本组课堂学习
成果。
3. 小组分享学习成果。针对其他小组策略提出问
题 ,提供修正方案。

1.利用现智能手机（IPAD），
扫描二维码课堂任务，利用
校网络查找相关资料，完
成课堂学习；2. 通过移动
学习以及移动小组的交流分
享，培养中专生口头表达、
团队合作、加强情感交流

任务点评

教师共同参与分
享和评价小组成
果；善抓小组的
闪光点，有重点
的点评

1.利用现代化信息移动学习手段智能手机（IPAD）
分享移动学习小组成果。
2. 通过综合多组分析，修正本组答案完成整个教
学任务，上传班级移动空间

1. 学会接纳他组的建议。
2．提高学生课堂上利用信
息移动学习工具智能手机
（IPAD）能力，变教室课堂
为移动课堂、翻转课堂

任务完成
（师生总结）

教师把各组的分
享做一次归纳，
并通过班级移动
空间群发给小组
成员

本次课的所有资源扫描下载：
http://user.qzone.qq.com/263127872/2
或扫描二维码

利用信息移动工具投影归纳
课堂重点

课后任务
（作业布置）

教师把课后任务
群发给小组成员

回家网上完成作业并发班级移动空间。

利用学生喜欢移动智能手机
（IPAD）课后学习，有意识
地培养学生的专业运用能力
以及信息化的运用水平

题号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值 标准差 备注：满分 7

学习互动性 4 7 5.50 1.13 强 5-7；一般 3-5；弱 0-3

学习参与程度 3 7 5.63 1.21 高 5-7；一般 3-5；低 0-3

多媒体智能设备应用 3 7 5.40 1.03

“玩”中学习 2 7 5.48 1.26

学习效果 3 7 5.73 1.09

使学生成为课堂主人 4 7 6.00 1.06

移动学习班
非移动学习班

学习互动性 学习参与程度 多媒体智能设备应用 “玩”中学习 学习效果 学生成为课堂主人

分
值

信息化教学平行对比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