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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年之内自带设备和云计算将普遍应用，正值电子书

包（数字化学习方式变革实验）进入深度应用阶段，电子

书包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发展完善，逐步走向学

科化、云平台化和常态化、终端多样化，为 BYOD 进入基

础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自 带 设 备 ）始 于 商

业办公领域，指携带自己设备办公 [1]。 在商业领域应用

BYOD 要求公司网络具备完善的安全策略，保障数据安

全、接入安全、能够进行威胁防护、设备管理、行为监控。
BYOD 进入基础教育，不同于商业领域偏重于安全的特

性，给基础教育带来了优势也带来了挑战。
一、优势

一方面以政府投入主导的电子书包项目走入资金

短缺的境地，导致政府公共资金购买的终端数量逐年减

少，甚至停止继续购买，以致项目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随

着移动终端的逐步普及，大多数家庭都购买了诸如平板

电脑之类的移动终端， 这些终端设备要么闲置在家，要

么用来娱乐，具有很高利用空间可挖掘。 于是 BYOD 便

顺理成章的进入了电子书包实验决策者的眼中。
1.节约政府投入

在闵行区电子书包一期项目中，全部硬件设备的投

入占到了项目总投入的 72%，其中移动终端的投入占硬

件总投入的 77.16%。 如果采用 BYOD 可节省电子书包

投入的大多数费用，减轻政府资金压力，同时也可集中

有限的资金专注于支撑软件平台和资源体系的建设。

2.大数据和个性化学习

BYOD 有利于个性化学习环境的构建，学生对自己

的设备熟悉程度高， 在课堂中和课堂外都陪伴学生左

右，便于全时空的收集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实现大数

据的积累，从而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学习行为数据的统

计分析，准确定位学生学习风格，制定个性化的有针对

性的学习方案，实现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学习。
3.创造无处不在的学习环境

BYOD 的普遍应用，使得学习场所不再固定，学生

可以借助自带设备进行全时空的学习，学习活动的发生

更加自然和频繁，学生可以借助自带设备随时随地的和

学习内容、学习伙伴、老师进行连接，还可以和公共学习

资源连接，实现基于场景的学习。
4.便于资产管理

传统电子书包建设方式中，资产管理是一个重要工

作， 所有硬件设备都参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所以设备的使用和管理都不够灵活，而且会增加学校资

产管理的难度。采用 BYOD 后便不存在设备管理难的问

题，所有设备产权清晰，归属明确。
5.激发学习兴趣

同电子书包一样，BYOD 同样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这种激发是持久的，因为是自己带来的符合个人使

用习惯和喜好的设备。 这些设备可以提供丰富的多媒体

学习内容，提供高效互动的学习环境，能够得到及时反

馈，可以持久的粘住学习者。
BYOD 的这些优势对基础教育来说是非常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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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吸引众多践行者，在看到优势的同时，也要深入了

解 BYOD 带来的挑战，从而为 BYOD 的实施做好铺垫和

准备。
二、挑战

BYOD 进入基础教育后，会带来终端多样化、软件

跨平台化、资源云化等特点。 电子书包项目在初期是基

于固定的终端类型来建设，无论是平台还是网络和教学

理念都面临相应挑战。
1.移动终端变成黑盒

学 生 带 来 何 种 终 端， 是 Ipad、Android 平 板 电 脑 、
Windows 平板还是笔记本？ 对学校来说是未知的，学校

无法预知终端是否安全、合规。 未知意味着学校必须为

市场上所有的主流终端进行适配，以符合学校建设的网

络和学习系统。 这无疑给学校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
2.网络带宽和并发性能遭遇瓶颈

大规模实施 BYOD 后，给学校的基础网络带来了较

大的压力，联网人数成几何级增加，学校原有的网络架

构不足以支撑大规模联网，存在网络带宽不足以及并发

性能不足的风险。网络性能不足会导致 BYOD 使用体验

差，影响正常的班级教学流畅度，给项目实施带来不利

影响。
3.软件平台兼容性不足

目前主流的智能终 端 主 要 有 基 于 Android、IOS 和

Windows 的三大类型， 这三大系统是无法完全兼容的，
只有针对不同的系统开发不同的应用，而在实施 BYOD
前的系统设计肯定只是面向一种终端类型的，因为这样

最节约经费，在实施 BYOD 时则需要将开发的软件平台

适配市场主流终端。 另外如果采用 B/S 架构模式，又存

在 IE、Chrome、Firefox、Safari 等不同浏览器，同样需要针

对不同的浏览器进行特殊设计，因此工作量和难度也同

样不可小觑。 采用 BYOD 后，对系统软件的兼容性要求

会变得异常突出。
此外，由于要实现无处不在的学习，无论是在学校

的无线网络下，还是在家庭及路途中，都要能够实现学

习应用和学习内容的访问，这样对软件平台的服务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将所有的软件平台实现云服务

化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学习。
4.教与学的模式需要变革

虽然各地已经实施电子书包项目多年，对数字化学

习模式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由于受到教育体制的

限制，电子书包并没有带来理想中的教育变革，因此在

实施 BYOD 以后，同样不能实现电子书包无法实现的目

标。

在 BYOD 实施过程中，同样需要深入探索与数字化

学习相匹配的教与学模式，如探索泛在学习的实施路径

和方式。
5.教师专业发展

实施 BYOD 后，班级终端数量增多，种类也增多，短

时间内不可能增加大量的网管人员，这就要求学科教师

具备多类型终端的维护能力，熟悉各种不同终端的基本

操作和简单故障排除，但在教师专业发展中，肯定不包

含相应的技术培训内容。 而且学科教师会认为这是网管

人员的职责，从而导致 BYOD 实施困难。
终端数量的增多，对学科教师的课堂教学也带来了

挑战，老师们需要操控更多的终端，更多的设备，学科教

师的操作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此外，还需要教师具备数字化教学设计能力，在自

带设备和相应应用系统的支持下， 实现了 1 对 1 教学，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民主、教育公平和反馈的及时

性问题，这必定要求教师转变教学设计方式，更多的关

注教学重点难点，以及知识的建构。
6.注意力控制风险

当每一个孩子都带着一个移动终端上课时，由于是

BYOD，移动终端上安装了包含各类游戏、视频等五花八

门的应用，在课堂教学中，如何保证孩子不会被与课堂

无关的软件所吸引？ 如何保证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

教学内容本身？ 这个问题给教师的课堂控制力和班级管

理软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7.数据安全

在实施 BYOD 后， 为了搭建无处不在的学习环境，
教与学的软件平台必定会提供公网访问通道，而学生的

相关个人信息便存在能够被非法获取的可能，从而导致

数据安全隐患。
8.信息鸿沟

在全校实施 BYOD 时， 学生家庭状况参差不齐，所

带设备性能也不尽相同，甚至有的学生家庭无法承担终

端费用，而无法自带设备，这样的结果使部分学生无法

平等的获取学习内容，享受老师的教学服务，从而产生

新的信息鸿沟。
三、 应对策略[3]

BYOD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有着传统课堂无法媲美

的优势，也给学校的基础设施、教育教学软件平台、教师

专业发展等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顺利实施 BYOD，
可以通过优化技术手段，让技术充分服务于教学，从而

达到教与学的目标。 学校也可以借此机会，实现基础设

施的升级改造，实现硬件水平的飞跃。

前沿论坛

9



中国教育信息化／2015.24

《中国教育信息化》编辑部：mis@moe.edu.cn

1.制定计划，分步实施

BYOD 同电子书包一样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比政

府与教育主管部门主导的电子书包项目更加复杂，影响

因素更多。 因此在 BYOD 实施之前，首先应该充分调研

现状，包括学校基础设施现状，学生家庭终端现状，教师

教学理念、教学方式现状等；在充分调研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问题，发现不足，解决问题。 如基础网络性能不足，
则根据调研设定所需设备性能， 然后升级现有设备；终

端适配实验，找出符合学校教学平台的终端范围；拟定

项目制度和项目须知，召开动员大会，充分宣传项目，让

项目相关各方包括全校教师、家长、学生，明确项目的方

方面面；家校沟通，签订 BYOD 意愿书；在做好充分准备

后实施 BYOD；最后进入日常运维阶段。
2.制度保障

为了顺利实施 BYOD， 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保障，主

要包括设备运维制度；数据安全制度；设备适配制度等。
关于运维制度，在项目实施初期，可以借助系统软

件开发者和基础网络建设者的力量协助开展运维，在项

目采购时，建议将免费运维期定为五年，这样和教育系

统设备报废周期同步，可以在项目建设周期内保障设备

的运转流畅。
为了保障家庭困难学生的受教育权，学校应配备一

定数量的备机供学生使用，主要面向家庭困难学生和忘

记带终端的学生。
学校应建立专门的设备适配处，将学生所带来的设

备进行统一适配，以符合学校教学系统的要求，含统一

的教学软件平台，制定统一的网络接入策略，阻止未经

授权的访问，和未经授权的应用的使用。 对未经适配的

设备，应禁止进入班级教学场所。
3.优化基础环境

在实施 BYOD 之初，首先要对学校的基础网络进行

排查，确定现有网络的运转状况，包括：核心交换机的性

能、网线的带宽、出口带宽，应用部署架构等，按照网络

峰值设计所有的网络设备性能，在 BYOD 实施之初就将

学校网络环境进行完善。
增加无线网络性能，提高无线网络的并发性。
建议家长购买 3G 上网卡之类设备，实现学校外的

实时联网。
此外还应建设安全、多功能充电坞，供学生的终端

充电所用。
4.优化技术，服务教与学

在实施 BYOD 时，应持续优化教学平台，增强系统

的兼容性、可用性，提高系统的用户体验，方便教师的管

理和学生的学习使用。
建议在传统的应用的基础上， 增加对 HTML5 的支

持，以实现系统的跨平台性，便于适配市场上的主流终

端设备。
5.教师专业发展，提高信息技术能力

在新的技术环境下， 教师原有的知识结构需要补

充，除了与新技术相匹配的教与学的理念培训外，还应

培训相应的主流终端操作和常见故障排除，这样在课堂

中发生简单故障时，老师可以及时处理，从而不影响整

体教学进度。 在发生严重故障时，则及时提供备机使用。
6.构建云平台，实现大数据应用

在学校实施 BYOD 时，需要构建具有丰富应用的云

平台，为学生提供无处不在的学习环境。 在云平台中，纪

录学生的学习行为，包括学习过程，学习内容，学习时间

等，然后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提供

个性化的学习内容推荐和学习策略指导，从而真正实现

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学习。
四、总结

BYOD 是电子书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是

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经之路。学校可以借助 BYOD 实现学

校基础设施的飞跃，同时，也可以提升教师信息时代的

适应能力，实现技术服务于教学，优化教学的愿景。
闵行区在电子书包实施过程中， 充分抓住机遇，合

理规划、精心准备、多方沟通，又一次开创了 BYOD 实施

的先河，以罗阳小学为代表的 BYOD 先行者率先走在了

实践的道路上，他们也籍此实现了学校的又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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