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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学中 BYOD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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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BYO D （Bring Y our O w n D evice，自带设备）是未来几年基础教育发展的趋势，对学校、教师、学生和家

长具有颠覆性的影响。文章首先梳理了 BYO D 的概念和发展；然后针对中小学一线教师和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

并采用 SW O T 分析法分析了 BYO D 教学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最后指出，BYO D 教学应采取多元化的应

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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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0-2020 年）》指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给教育现代化带来了跨时代的影响，应进一步
明确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本质目标是技术整合，最终实现学习方式的变革，培养学生在信息化环

境下的学习能力。新媒体联盟在 2014年的《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版）》（下文简称“2014地平
线报告”）中则提到，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自带设备）在一年之内将得到普遍应用。
虽然国内外很多学校已将 BYOD应用到教学中，但 BYOD毕竟是从企业中引入的，在教育领域
中的发展还不成熟。基于此点，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中小学一线教师和管理者对 BYOD
的看法，采用 SWOT分析法分析了 BYOD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并提出了应对策略，从而
理清 BYOD的应用思路，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 BYOD概述 

1 BYOD的概念 
李卢一等[1]认为，BYOD 在本质上是一种面向新型信息服务理念、信息设备与技术深入应

用以及资源有效整合的综合性信息服务模式。2014地平线报告则提到，BYOD是指人们把自己
的笔记本、平板、智能手机或其它移动设备带到学习或工作环境的做法。本研究将教育领域中

的 BYOD定义为：教师和学生将个人移动终端设备带入课堂，并连接到学校网络，从而支持个
性化教与学的一种方法。 

2 BYOD的发展 
2011 年在荷兰大学进行了一个针对笔记本、平板和智能手机拥有及学校配备情况的调查，

结果显示 96%的学生至少拥有一个移动终端[2]。BYOD 起源于企业自发地让员工带笔记本，并
且连接到公司网络进行办公。随着企业 BYOD的盛行，国外一些学校也启动了 BYOD项目，如
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鼓励师生自带设备进入教室，并开展实践应用。目前的研究成

果表明：自带设备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动机、效果、协作性与交互性，从而有效实现个性

化[3]。2013 年在香港某小学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自带设备的无缝科学探究”项目，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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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 BYOD获得的知识比通过教科书获得的知识要多，并且学生对 BYOD持积极态度[4]。

目前，国内也开始关注 BYOD的教育应用，但尚处于理论探讨与观望的阶段。 

三 SWOT分析法 

SWOT分析法（也称 TOWS分析法、道斯矩阵）即态势分析法，于 20世纪 80年代初由美
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韦里克提出，经常被用于企业战略制定、竞争对手分析等场合。其

中的 S（Strength）是优势，W（Weakness）是劣势，O（Opportunity）是机会，T（Threat）是
威胁；S、W是内部因素，O、T是外部因素。也就是说，根据对象的既定内在条件进行分析，
找出优势、劣势，分析可能存在的机会与威胁，形成“能够做的”（即对象的强项和弱项）和

“可能做的”（即环境的机会和威胁）之间的有机组合，依据如图 1所示的 SWOT分析矩阵，
找到最佳方案。 

 
图 1  SWOT分析矩阵 

本研究采用了 SWOT分析法，结合针对中小学一线教师和管理者的 BYOD现状调查结果，
对其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加以分析，并根据 SWOT分析矩阵提出了 BYOD教学的对策。 

四 问卷调查与结果分析 

BYOD 是未来几年基础教育发展的趋势，那么它运用到课堂教学的现状如何？如何认识这
种趋势，从而采取相应的策略？为探究这些问题，本研究展开了广泛的问卷调查。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中小学一线教师和管理者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涉及三个方面：①受访者的基本

情况；②BYOD教学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③对 BYOD教学的看法与建议。问卷编制没
有采取标准量表的形式，而是根据调查内容分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因此对问卷的信度

检验一方面采用内部一致性验证，对同一内容在问卷的不同位置从不同方面进行再检测；另一

方面采用专家效度检验，请同行专家帮助审查问卷的问题设置，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调查样

本采用滚雪球的方式，收集了来自广东、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天津、湖北、安徽、新疆

等 9个省份的 255份受访者问卷（包括 162份教师问卷和 93份管理者问卷），调查后的数据使
用统计软件 SPSS 17.0加以编码并进行相应的统计处理，得到第一部分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如下： 
在教师调查中，男教师占 29.6%，女教师占 70.4%；教龄在 5年以下者占 44.4%，6～10年

者占 9.3%，11～20 年者占 33.3%，20 年以上者占 13.0%；中专学历者占 3.7%，大专学历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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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本科学历者占 74.0%，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 9.3%。 
在管理者调查中，男性占 80.65%，女性占 19.35%；工作年限在 10年以下者为零，11～20

年者占 22.58%，20年以上者占 77.42%；中专学历者为零，大专学历者占 3.23%，本科学历者占
90.32%，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 6.45%；工作岗位为校长/副校长者占 45.16%，主任/副主任者占
9.68%，教研员者占 45.16%。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第二部分调查 BYOD 教学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共设置 17 个问题，就如下六个方

面进行了调查： 
（1）学校网络和Wi-Fi覆盖情况 
如图 2所示，受访者超过一半认为学校网络可以满足教学需求，超过 1/4认为学校网络有待

完善；如图 3所示，受访者反映约有 1/3的学校教室全部没有Wi-Fi覆盖，且大部分没有Wi-Fi
覆盖的情况所占比重也很高——这说明只有部分学校具备开展 BYOD教学的网络条件。 

 
图 2  学校网络满足教学需求情况 图 3  学校教室Wi-Fi覆盖情况 

（2）BYOD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如图 4所示，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学生能够借助 BYOD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料，拓宽视野；

如图 5所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BYOD能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这说明 BYOD对学生
学习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图 4  学生能否通过 BYOD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料 图 5  BYOD能否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如表 1所示，受访者趋向于认同学生在课堂中使用 BYOD时的自制力一般，且认为“较差”
和“很差”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认为“很好”和“较好”所占的比例——这说明 BYOD教学对
学生的自制力和自主性要求较高，同时也加大了教师课堂管理和教学的难度。 

表 1 学生在课堂中使用 BYOD时的自制力情况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教师 3.7% 5.56% 40.74% 38.89% 11.11% 

管理者 0% 22.58% 45.16% 25.81% 6.45% 

如图 6所示，受访者大多认同 BYOD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约有 1/4的受访者持不确
定态度，也有少部分受访者持否定态度。 
总之，BYOD一方面能够让学生获取更多的学习资源、拓展视野，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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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课堂气氛，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学生的自制力较差，故 BYOD教学对
学生与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3）BYOD对教师教学的影响 
如图 7所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 BYOD更便于教学，但持肯定态度的教师比例低于管理者，

而持否定态度的教师比例却高于管理者——两者态度上的这种偏差，是因为教师对新兴技术的

应用没有管理者热衷，相当一部分教师墨守成规，对此管理者应给予引导，组织教师培训。 

 
 

图 6  BYOD是否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图 7  使用 BYOD能否更便于教学 

（4）BYOD对学校管理的影响 
如图 8所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 BYOD会加大学校的设备管理负担，而持否定和不确定态

度的比例大致持平且都不超过 1/5——这说明需采取措施来减轻 BYOD教学所带来的管理负担。 

 
图 8  BYOD是否会加大学校的设备管理负担 图 9  是否担心使用 BYOD存在数据安全问题 

（5）BYOD对信息安全的影响 
如图 9 所示，约 1/4 的受访者不担心使用 BYOD 存在数据安全问题，另有超过 1/3 的管理

者对此持不确定态度——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对信息安全不够敏感。如图 10所示，约一半
的受访者不确定 BYOD是否会威胁学生的隐私，这反映了受访者对学生信息安全不够关心。 

 
图 10  是否担心 BYOD威胁学生的隐私 图 11  学校是否允许 BYOD进入课堂 

（6）对 BYOD的态度 
如图 11 所示，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反映学校不允许 BYOD 进入课堂——这可说明学校是

BYOD教学发展的重要阻力。如图 12所示，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如果学校允许学生自带移动设备
上课，他们就会支持学生在课堂上使用 BYOD以辅助学习。 

 

图 12  是否支持学生使用 BYOD以辅助学习 图 13  学生是否愿意使用 BYOD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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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3 所示，仅有少数受访者认为学生不愿意使用 BYOD 进行学习。如表 2 所示，在受
访者看来，家长对学生使用 BYOD进行课堂学习持“反对”或“非常反对”态度的比例要高于
持“非常支持”或“比较支持”态度的比例——这可说明家长是阻碍 BYOD教学的重要因素。 

表 2  家长对学生使用 BYOD进行课堂学习的意愿 
 非常支持 比较支持 无所谓 反对 非常反对 

教师 1.85% 18.52% 40.74% 35.19% 3.7% 

管理者 3.23% 29.03% 25.81% 38.71% 3.23% 

从上述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对 BYOD教学的态度可知：目前 BYOD教学的阻力主要在
于学校禁止 BYOD进入课堂和家长对学生使用 BYOD的反感情绪。此外，在针对系统版本不同
是否会导致学习受阻的调查中，44.44%的教师和 29.03%的管理者认为会因为设备版本问题影响
学习，大部分受访者因为没有 BYOD 教学的经验而对此持不确定态度。当受访者面临是选择
BYOD还是学校统一配备电子书包的问题时，83.33%的教师和 67.74%的管理者选择了电子书包
——这表明电子书包对 BYOD教学而言是重要的外部威胁。 
第三部分是受访者对 BYOD教学的看法与建议，即受访者从自己的立场提出建议，同时站

在家长和学生的角度予以考虑——这部分内容将在后文予以详细讨论。 

五 BYOD教学的 SWOT分析 

1 BYOD教学的优势（S） 
（1）移动设备的普及。在一项有关移动设备拥有情况的调查中，1130名受访者几乎人手一

台笔记本，只有 8%的受访者手机不能连网，超过 1/4的受访者还拥有平板。随着技术的进步和
社会经济的发展，智能手机、笔记本、平板等移动设备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普及，这是 BYOD教
学的基本条件。 
（2）使用移动设备的优势。移动设备携带方便，且随着无线网络覆盖面的拓宽，用户可以

不受时间、地点、网络环境等的限制。对教师来说，自己的设备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安装应用软

件，更方便教学；对学生来说，多样化的应用软件具有丰富学习资源与环境、满足个性化需求，

提高学习动机和效果等优点。 
（3）用户愿意自带设备。由于用户对自己的设备（包括设备的外观、系统安装的软件、资

料存储的位置等因素）更为熟悉，使用起来更为便捷，故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使用自己的设备

去办公或学习。调查发现，教师和学生普遍倾向于使用 BYOD进行教与学。 
2 BYOD教学的劣势（W） 
（1）网络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例如，很多公共场所、学校虽然覆盖了无线网络，但存在连

接不稳定、信号较弱等缺点；还有不少中小学没能实现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一些偏远地

区连宽带网络都没实现，更别说无线网络了——这自然会制约 BYOD教学的发展。 
（2）对个人的要求较高。一方面，BYOD既要求学生能够利用手中的设备完成学习任务，

不沉溺在玩游戏、浏览网页、看视频等活动中；也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不浏览不健

康的网页、不随便打开不明程序，注重数据和信息的安全以及个人隐私的保护；另一方面，BYOD
对教师的课堂管理、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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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设备较难兼容。目前存在微软Windows、苹果 iOS、安卓、塞班系统等，不同设
备之间由于系统的差异和软件版本的高低，容易造成数据传输、共享的困难。此外，如果在课

堂教学中采用各式各样的移动设备，无疑会影响教学进度，也可能引起学生的厌学情绪。 
3 BYOD教学的机会（O） 
（1）国内专家学者的推动。在企业中广泛应用的 BYOD 正受到国内专家学者的关注。如

在 2014第三届亚洲学生圆桌研讨会上，华南师范大学的李克东教授做了题为“新兴技术与高等
教育融合及其影响”的报告，提到云计算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将以 BYOD的方式与教育融合并
对教育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2）混合学习和移动学习成为趋势。传统的定点上网设备已不能满足人们对于互联网信息

实时化的需求，而智能手机、平板等便携式终端设备代表了当今网络设备发展的新方向并获得

了快速发展。用户可通过 GPRS、3G、4G、Wi-Fi等无线网络来访问这些移动终端设备，从而实
时获取所需的信息，因此运用移动终端设备使用移动网络来支撑教与学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3）国内外开展的 BYOD教育应用为后续研究提供典范。如 2013年在香港某小学中开展

了为期一年的“自带设备的无缝科学探究”项目；墨尔本的莱顿女子学院部署了新的 IT网络，
为学校 BYOD的实施提供支持，方便学生从澳大利亚学术与研究网访问电子书和网上教材；阿
根廷贝尔格拉诺日校颁布了 BYOD的政策、标准和实施指南。 

4 BYOD教学教学的威胁（T） 
（1）电子书包造成的外部威胁。电子书包相关项目的相继建立，推动了电子书包的快速发

展。BYOD 在电子书包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引入，难免会因受到电子书包的威胁而举步维艰
——在前文的调查结果中，大部分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电子书包便证实了这一点。 
（2）通信成本、设备管理难度与课堂管理难度的增加。BYOD虽然方便了用户，但用户也

不得不承担由于无线网络覆盖不全而造成的上网流量、电话费等通信成本。此外，设备间的不

兼容加大了设备管理的难度；BYOD在课堂上对教师的要求较高，也增加了课堂管理的难度。 
（3）多方面人为因素阻碍 BYOD教学的发展。如不少专家学者对 BYOD的教学适用性提

出了质疑、大部分中小学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和平板等移动设备、家长反对学生使用 BYOD进行
课堂学习等等。层层关卡，使 BYOD教学面临威胁。 

六 BYOD教学的应对策略 

通过 SWOT 分析，可知 BYOD 教育应用的优势与劣势、机会与威胁并存；根据 SWOT 分
析矩阵，本研究认为 BYOD教学应采取多元化的应对策略，具体可从下述四个方面入手： 
①转变观念，加强学校的宣传、统筹管理与教师培训工作。也就是说，学校要开展适当的

宣传工作，转变家长、管理者、教师和学生认为 BYOD会破坏学生学习的专注性、不利于身心
健康等不当观念；应进行统筹管理，加大对设备、教师和学生的管理力度；应开展相关的教师

培训工作。 
②保持学生使用 BYOD的热情，加强对学生自控能力的培养。一旦学校开展试点，就应自

始至终允许学生使用 BYOD学习，并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保持学生的热情；同时通过培训、锻
炼、激励、惩罚等机制，加强学生使用 BYOD时的自控能力和安全意识。 
③借鉴成功的 BYOD教育应用项目，提高其教学适用性。开展 BYOD教学时应遵循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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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实践模式，并积极寻求 IT公司的技术支持，同时向管理者、专家、
教师和家长介绍 BYOD教学的优势及成就，以减少发展的阻力，提高 BYOD的教学适用性。 
④抓住优势和机会，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前文论述了 BYOD教学的优势和机会，对此学

校应抓住机会、利用优势，寻求与政府的合作，争取获得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总之，教育工作者应审局度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变劣势为优势、化威胁为机会，使 BYOD

教育应用取得更好的效果，为我国教学改革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广大教

育工作者还需将技术的发展和新的教育理念融合起来，大力推动素质教育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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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BYOD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Teaching 

CHENG Shi-min    CAO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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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is the trend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e next few years, which could have a 

disruptive influence on schools,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Firstly, the article reviewed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of BYOD; then analyzed the teaching advantage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BYOD based 

on a survey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using the SWOT analysis method;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BYOD teaching should adopt the diversifie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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