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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带设备的高校“4S”教学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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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带设备（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的广泛应用为打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

习体系提供了条件。文章在自带设备的信息化环境下，基于自我效能等理论，构建了高校“4S”教学模型，并

通过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检验了教学模型的有效性，结果显示 BYOD 支撑下“4S”教学模型对

学习者的信息搜索、问题解决、合作探究等 21 世纪必备学习能力的提高有一定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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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 年 2 月，美国新媒体联盟正式发布《地平线报告：2016 高等教育版》，该报告预测未

来高等教育所采用的 8 项关键技术中，自带设备被认为是未来一年内将广泛采用的新兴技术[1]。

自带设备（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也被称为自带技术，指的是人们在学习和工作环境

中使用自己购置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或其它移动设备的做法[2]。 

《2016 中国互联网投资研究报告》显示，互联网使用率超过 80%，而智能手机使用率更是

高达 90%，几乎 100%的大学生拥有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他们希望能够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学习，

并能够随时随地与同学和老师交流。麦格希教育公司和汉诺威研究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48%的受访学生使用自己的移动设备学习。BYOD 进入课堂的普遍化和必然性反映了当代的生

活方式和工作方式[3]。将 BYOD 引入课堂能够实现无处不在的学习、课上课下无缝连接的学习，

也可以更好地体现个性化和差异化学习，符合《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对学习者自主学习

能力维度的要求——使用信息技术学习的意愿，运用信息技术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 

目前，中国大部分高校课堂教学仍然以传统教学方式为主，学习者参与程度低，而携带手

机玩游戏、聊天、浏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的情况较多。相关调查显示，在 100 名调查对象中，

明确表示曾利用移动设备进行学习的仅有 25 人，使用移动设备进行社交聊天的学生超过 50%，

近 80%的学生更倾向于“玩游戏”[5]。数据表明，学习者利用自带设备仅仅停留在社交娱乐层

面，极少涉及学习。本研究将自带设备（PAD、手机等）引入到高校教学，基于教与学理论、

认知心理学理论、自我效能理论等提出了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模型，并在高校实践中加以应用，

意图探讨以下两个问题：如何在信息化环境中将移动设备与课堂教学无缝连接与融合，从而满

足学习者学习方式变革和主动学习的需求？如何在 BYOD 技术支撑下进行有效教学，从而提升

学习者的信息化学习能力，更新教师的教学理念？ 

一 文献梳理 

随着移动学习的不断深入和 MOOC 课程的逐步完善，网络学习的质量有显著提升。然而，

课堂教学方式已经跟不上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亟需有新的模型或者理念来更替。Mel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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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四分教学（4C-ID）模型是基于 ADDIE 模型的进一步完善。ADDIE 模型是 Gagné
[7]基于

教学系统设计（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ISD）提出的一套系统化的教学方法，包含 Analysis

（分析）、Design（设计）、Develop（开发）、Implement（实施）、Evaluate（评价）五个过程，

4C-ID 模型在 ADDIE 模型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在真实的任务中完成学习，将真实问题分解成更容

易解决的小问题，并实证了 4C-ID Model 在教学中可能促进技能的获得和转移。张屹[8][9]提出的

以“融合评价、教学法、技术”为一体的 APT 教学模型，倡导“以评促学”的教学理念，并运

用实验研究法对比了传统环境与移动环境下基于 APT 教学模型的课堂教学效果。杨文正[10]提出

以融合式教学理论与实践为基础，融合后现代课程观和教育生态学的观点，构建了基于 MOOC

的融合式教学生态模型。融合式教学意在将 MOOC 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实现比在线教学和面

对面教学方式任选其一单独进行教学的更好效果。这些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现有的教学方

式，提升了教学效果，但忽略了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心理，缺少后续的学习干预，而这也是在

线学习和移动学习目前存在的一大弊端。 

二 基于 BYOD 的模型建构 

本研究试图将自带设备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利用学习分析技术记录和分析学习者的学习过

程，以学习基础、学习过程、学习结果和学习评价为过程模块，建构选择问题、搜索资源、解

决问题和分享学习的 4S 教学模型。该模型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者的兴趣和需求为出发点，

结合当下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的优势，鼓励学习者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合作学习、学会学

习；增强学习者在网络环境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模型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4S 课堂教学模型框架 

1 选择（Select） 

模块 1 是任务驱动下选择任务类型或者基于问题解决下选择问题的过程，是一个双向选择

的过程，学习者自主选择任务或问题，并根据已有信息选择合作团队。由此避免了形式化的基

于任务或者问题的学习方式。任何一类知识的掌握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越是贴近学习者兴趣

和学习能力范畴的任务及问题，越是能在第一环节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因此，任务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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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尽量多样化和具体化，并能体现现实生活的需求；问题的设计需从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出

发。课前，教师通过网络的形式将任务或者问题传递给学习者终端。该过程根据学习者不同的

学习风格、学习兴趣、学习起点和技能基础来选取适合的任务或者问题，符合信息化环境下个

性化学习的需求。 

2 搜索（Search） 

模块 2 是在课堂上和 BYOD 环境下进行和完成的。该过程是一个主动学习和探索的过程。

经研究调查，现在 75%的高校学习者信息搜索的主要渠道仍然是百度，图片的获取也是百度图

片，大部分同学甚至不知道有专门的图片网站。信息化社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是具备一定的信

息素养，然而课堂的讲授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信息素养，因此学习者必须“从做中学”的实践

过程中不断积累信息的搜索能力。在前面已选符合自己学习兴趣等的任务或问题后，学习者通

过利用信息化学习资源和社交网络等平台重组和构建已有的认知结构——这一过程的发生是自

愿的、积极的，也是个性化的。学习者运用移动设备查询、设问、交流、应用，所有的行为都

是个人行为，在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可以提升信息搜索能力、信息整合能力等学习技能。 

3 解决（Solve） 

模块 3 是利用 BYOD 在组内完成任务或解决问题，是学习结果的体现。这一过程发生在同

组内的成员，他们将搜索阶段获得的知识向其他成员描述，并接受其他成员的质疑和提问，在

相互交流、纠正、理解、协同中共同完成资源的重组和整合，并以创新的方式表达成果。在 BYOD

环境下，学习者的交流可以从线下到线上、随时随地，同时避免了面对面的冲突，更容易获取

学习者真实的想法，融合不同的思维。这一过程是思考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以及沟通

协作能力的综合应用，属于高阶学习；也是学习者不同风格的表达，从而使得教师能够更进一

步了解学习者的需求和学习调整的方向。 

4 分享（Share） 

模块 4 同时发生在组内和组间。组内成员共同协商以何种形式在何种平台上呈现学习成果，

组间成员通过不同的学习成果形式学习和掌握其他小组的任务及问题，并对其他小组提问和评

价，在此过程中以原有的知识和经验为依托扩充认知框架，提高认知和能力，为下一次任务的

选取或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选择。在 BYOD 环境下，组间以知识为载体、以共享为途径在网

络平台上分享学习成果，实现了资源共享、协同创新的学习过程，也达到了“人人皆学、处处

能学、时时可学”的目的。BYOD 让学习者之间面对面和点对点的交流同时进行，使得分享的

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根据选取内容的不同，分享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具体包括：对某一问题的

观点通过资源整合之后的作品可以以访谈、演讲或者辩论等形式表达，任务完成后以作品（视

频、文本、媒体等）的形式或某类知识的学习方式等形式呈现。分享的平台既有线上，包括网

络、视频讨论、社交活动等；也有线下，包括汇报、演讲、辩论、访谈等——这一过程可以提

升学习者的沟通与协作、主动学习方式、表达与思维、问题解决的能力。“4S”模型的四个模块

缺一不可、相互递进，实现了从知识技能到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的培养目标，转变了学习者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获取的学习方式，完成了从浅层学习过度到深度学习的过程。 

三 基于 BYOD 的“4S”教学模型的应用 

1 BYOD 环境下“4S”教学模型的课程教学实践 

本研究以“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中的专题三“多媒体课件的设计和制作”为例，以韶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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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语学院某个班的 54 名学习者为调查对象。同时，基于蓝墨云班课、网易云课堂、Moodle、

微信等平台，在 WIFI 和 BYOD 环境下，本研究应用“4S”模型进行了课堂教学实践。 

表 1  基于‚4S‛教学模型的课堂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习者活动 教学方法 评价维度 平台支持 

选择 

（Select） 

上传任务类型，上传任

务选取原则，随机分组 

选取任务，找到自己小

组成员，为小组命名 
自主学习 

学习兴趣和动

机 

蓝墨云班

课 

搜索 

（Search） 

在线监测学习者学习

方式，态度等；收集学

习者学习过程中数据 

组内合作交流，任务分

配；信息化环境下搜索

资源，整合资源 

个性化学

习 

信息搜索能力 

合作交流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 

网易云课

堂，微信

MOOC ，

Moodle 

解决 

（Solve） 

引导学习者交流，答疑

和讨论 

以小组形式完成学习

任务，以小组为单位提

交作品，组间讨论交流 

合作与协

作学习 

问题解决能力 

信息应用能力 

蓝墨云班

课，微信 

分享 

（Share） 

上传互评的评价量表；

参与线上线下学习者分

享活动，收集学习成果 

以汇报或者演示等方

式分享小组学习成果，

组间提问，组间互评 

混合式学

习 

知识技能 

表达与思维 

沟通与协作 

微信， 

多媒体 

（1）课前准备 

①要求学习者在各自的移动设备终端安装相关 APP，包括“蓝墨云班课”、“网易云课堂”、

“微信”和“中国大学 MOOC”；②要求每个组必须要有一台平板电脑作为移动设备带入教室；

③完成课前问卷调查，了解学习基础等相关信息。 

（2）课堂教学 

本专题的学习目标是学习者通过自主学习多媒体课件的设计和制作，知道多媒体课件的种

类，掌握不同类别课件的制作技巧，并理解不同场合所需 PPT 类型的要求。教师上传的任务类

型包括：①图文型 PPT 制作；②图表型 PPT 制作；③全图型 PPT 制作。教学过程主要依托“4S”

模型设计和开展教学活动。具体的教学过程如表 1 所示。 

（3）课后反思 

课堂教学结束后，教师引导学习者进行自我反思和总结，并在平台上交流与讨论。最后，

教师依据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行为记录、小组汇报情况和问卷调查情况，分析课堂教学效果，反

馈学习者的学习结果，为下一步的教与学制定合适的计划或做出恰当的修改。 

2 教学效果分析 

本次研究是小范围测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来分析教学效果。 

（1）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本研究以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目的是了解学习者的学习基础、学习风格、信息技术

能力等，以便教师利用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来设计本专题的学习任务类型和难易程度。 

问卷结果显示，92.6%的学习者先前有做过 PPT 的经历，说明本专题对学习者来说并不是

全新的知识，所以在设计任务上布置了难度系数稍高的三种类型。63.3%的学习者喜欢做有挑战

的任务，表明学习者有一定的学习积极性，但是也有一部分学习者存在惰性，所以组内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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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是一个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85.7%的学习者有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学习的欲望，说明将移

动设备引入课堂符合学习者的需求。仅有 52.1%的学习者善于沟通与交流，这也是网络时代学

习者表达能力欠缺的反映。将 BYOD 引进课堂，让学习者从线上交流转向面对面交流，线上线

下结合的形式可以促进学习者的交流欲望，提高表达与思维能力。 

（2）内容分析法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内容分析法主要结合学习者的课堂行为表现和学习成果内容进行定性分析，

然后结合问卷调查收集学习者对本次课堂学习的自我评价结果。教学应用结果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  教学应用结果分析 

学习维度 

学习结果 
信息解读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 交流合作能力 

有很大提高 45.6% 62.4% 58.6% 48.7% 

有提高 19.2% 18.8% 26.5% 32.8% 

没有提高 25.5% 9.4% 6.5% 5.8% 

无所谓 9.7% 9.4% 8.4% 12.7% 

实践结果显示，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大部分学习者认同将 BYOD 引入课堂教学，认为课

堂教学对信息解读、自主学习、问题解决和交流合作等能力均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将 BYOD 引进课堂，在网络学习环境下实现面对面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的热情。不同学习基础的学习者表现出的学习能力有较大差异，

主动选择学习任务以及学习结果的呈现方式反映了学习者的学习基础、学习风格和认知方式。 

四 总结与展望 

虽然在线课程的不断完善、技术支持的不断更新、学习形式的不断改变使得当今的在线教

育越来越深入，但是课堂教学终究不能被在线学习所取代。学习者需要在一个信息化的环境来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也需要教师作为活动的指导者来引导他们进行深度学习。本研究提出以下

两点建议，以期为后续 BYOD 教学提供启发。 

1 技术促进教学需要基于有效的教学过程和理念 

技术本身并不能促进教学的发展。信息时代将选择权、使用权交给学习者，是学习方式变

革的趋势，而教师也可以转向更有意义的工作，如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设计、智慧教室的活动

设计、组织学生体验学习、创建数字化学习环境等[11][12]。本研究基于 BYOD 构建的“4S”课堂

教学模型说明了高校不是抵制移动设备进入课堂，而是利用“机不离手”的这一特点转变学习

者的学习态度，采用信息化教学设计的理念提升学习者的动机和兴趣。 

2 教育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是信息化环境下促进有效教学的新途径 

本研究试图结合质化和量化研究来分析教学效果，但研究发现，技术的欠缺导致信息化环

境下学习者学习过程的记录、收集与分析是目前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事。没有统一的标准，分

析起来十分繁琐。当前流行的教育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可以解决这一困难，本研究将在后续

的研究中使用学习分析技术来进一步分析“4S”教学模型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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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4S‖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TANG Cui-lan1    FAN Fu-lan2 

(1.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Guangdong, China 512005; 

2.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Center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China 430079) 

Abstract: The widely application of the notion BYOD has greatly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for everyone, 

anytime, everywhere” learning system. Based on efficacy theory and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BYOD, the present 

study builds the “4S” university teaching model. Moreover, questionnaire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are performed to 

validate the empirical teaching model. Results shows that the “4S” model can promote some of the must-have learner 

abilities of the 21th century, such as information searching, problem solving and cooperated exploration. 

Keywords: BYOD; learning ability; “4S”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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