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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YOD 概述

1.BYOD 的内涵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即自带设备，最先起

源于 IT 企业， 是指允许企业员工在工作期间利用自己

的移动设备接入企业内部网络以获得信息支持自己的

工作进程。 BYOD 进入教育，不同于商业领域偏重于安

全的特性，给教育行业既带来了优势也带来了挑战。 如

今，BYOD 项目已经取代了 2013 年结束的数字教 育变

革计划。 [1]因此，BYOD 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学校教育信息

化进程中软硬件设备建设以及用户角色定位，有着重要

的启示意义。 [2]《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 2015 地平线报告

（基础教育版）》 预测，BYOD 将在一年之内成为融入教

育的信息技术手段之一，会成为教学策略、教师工作、课

程内容等方面教育变革的潜力因素。
2.在高校发展 BYOD 的必要性

（1）BYOD 符合建构主义理论的要求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活动包括情境、协作、交流、意

义建构四个要素。[2]BYOD 的教学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相契合。 当每位学生至少拥有一台个人的自

带设备后，他们将更倾向于投入到学习活动中，体会到知

识建构活动的乐趣。 此时，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

间通过各自的设备进行交流协作。 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

过设备将自己的信息实现共享， 并在教师和同学的帮助

下，根据个性化学习需求开展意义建构。 在此过程中，教师

是教学的引导者，帮助学生实现个性化学习和合作学习。
（2）节省学校在设备上的开支

随着信息技术类课程在学校的增多和信息化教学

方式的普及，教学对学校机房的需求率迅速提高，BYOD
的开展可以缓解学校机房等资源不足、定期维修困难的

问题，节省建设成本。 建设机房需要花费大量的经费开

销，还需要雇佣一定的技术人员对机房内设备进行定期

维护，成本也会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而逐渐提高，这些

都对学校的人力、财力带来了较大的负担。 BYOD 可以

解决这一问题，师生的自带设备可以在部分教学中替代

机房中的计算机，缓解了机房的压力，同时也降低了建

设和维护机房的成本。
（3）顺应当代大学生学习习惯的改变

在当今高校中，大学生选择学习工具的习惯在逐渐

改变，可以说 BYOD 的趋势已在不知不觉中展开。 与工

具书相比，更多学生喜欢应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随

时进行资料搜索，他们习惯于将移动设备作为生活的中

心，也希望在工作的诸多方面可以使用这些设备。 学生

使用自己熟悉的设备时，就不必专门学习如何操作学校

的设备，这可以减少来自设备的干扰。 高等教育领域已

在一定程度中自发流行起 BYOD，许多学生使用自己的

设备连接到校园网络，因此学校有必要出台政策对 BY-
OD 进行统一管理， 并尽可能避免学生使用自己设备和

学校无线网络所产生的信息安全问题。
BYOD 政策对于人们的吸引力不仅仅是被证明可

以减少整体技术开支，更因为其反映了当代的生活方式

和工作方式。 2015 年的研究表明，2014 年全美有超过

42%的大学实施了 BYOD 策略。 即使没有具体策略，世

界各地的学校也允许，甚至鼓励使用移动设备开展广泛

的教学和学习活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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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YOD 在国内外高校中的应用现状

1.斯克兰顿大学———自主设计 BYOD 框架

美国斯克兰顿大学一直鼓励学生专注于多元化的

学习环境， 尽管其 e-learning 项目已经达到供世界各地

学生使用的规模，学校仍计划达到更高目标以满足更多

不同的学习需求。于是为进一步提升 e-learning 水平，学

校决定设计 BYOD 框架，使学生任何时间在学校内的任

何地点都可以开展自主学习。 除了自主设计面向师生的

免费软件外，因为需要满足大量用户同时连接，学校还

一直在尝试可大量扩容的存储系统。 目前学校已将其原

有系统部署至 NetApp AFF 存储系统中以扩大数据交互

对策，消除原系统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师生的良好体验

打下坚实的基础。 [4]系统更新后，通过测试应用程序启动

速度，发现系统反应速度快了许多，虚拟桌面登录时间

已经下降了大约 50%。 每个实验室会话学生平均节省至

少一分钟的等待时间。 统计后发现，现有大约 2000 名学

生使用实验室每年超过 350 天，每年共有超过 11000 小

时的学习时间反馈。 [5]

除了学生能够更快捷地使用学校的系统外，BYOD
框架的建立使斯克兰顿大学中原先忙于维护各机房、实

验室的技术人员因为 BYOD 的应用而获得了更多自由

时间，现在他们可以用更多精力来开发更关键的技术项

目，这为学校信息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助力。
2.悉尼大学———BYOD 专题研讨室

为鼓励师生积极展开自主研讨活动，悉尼大学设立

BYOD 专题研讨室，如图 1 所示，在校园中为师生提供

自主研讨空间，增强学生的交流合作能力。 研讨室为用

户准备了具备多种插口的投影仪、触摸式投影屏幕等基

础设备，用户可自备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无线麦克风

等设备在这里开展研讨活动。 悉尼大学还为研讨室中基

础设备的规格、使用方法和要求做出了详细说明，并将

其制作成电子说明书，上传至学校网站中，供用户参考。
此外，研讨室还提供 Wi-Fi、白板、轻便的座椅、充电设

备等，人们可将桌椅摆放成理想状态，在这里享受到充

分便利与灵活的服务。 拉筹伯大学也在研究中心中设立

了 BYOD 区以方便师生在此使用自己的设备。
3.北京大学———在图书馆设立 BYOD 专区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

生拥有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iPad 等移动智能终端，并

将它们作为工具应用于自主学习中，因此现在的大学图

书馆自习室，也早已不只是一个看书的地方。 而随着越

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带设备进图书馆自习，学习中敲键

盘等杂音逐渐引起看书同学的不满，有时甚至会因而引

起直接冲突。 为缓解此矛盾， 北京大学图书馆开通了

BYOD 学习专区，允许携带的设备包括个人电脑、手机、
平板等，每个座位都配有插座。 学生对这项调整非常满

意，BYOD 专区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上座率。
北京大学还计划于 2017 年图书馆的全面改造中，

将自习室分为“动静区”，为自带设备自习的同学提供更

便利的服务，并使单纯看书的同学能够享受安静的环境。
4.讨论

除了制定规范的 BYOD 使用规范和直接开设 BYOD
研讨室外，国外如美国芝加哥大学、密苏里科技大学等

多数高校更是在学校的信息管理规定中加上了对学生

自带设备的使用规定，麻省理工学院、密苏里大学等还

举办过关于 BYOD 的讲座。根据这些学校的应用情况可

以初步推断出，高校应用 BYOD 主要是出于节约设备维

护成本、顺应学生学习习惯的演变与推广移动学习三个

方面。 高校在发展自己的 BYOD 之路时，也可积极关注

这些学校的应用动态，借鉴其经验。
三、BYOD 在高校中的应用策略

1.制定符合本校的行动计划

高校引入 BYOD 也存在一定风险，因为高校相对中

小学来说，学生数量较多，整体环境也更趋向于开放，然

而在 BYOD 的要求中，学校并不是信息终端设备的拥有

者，也不是无线网络服务信息的订阅者。 学校需要考虑

如何保障用户所拥有的不同类型的多样化信息终端设

备能够有效接入学校教育信息服务系统；需要考虑如何

保障信息安全与保护信息隐私等问题。 为此，学校需要

借鉴先行实施 BYOD 行动的经验，制定学校现存的移动

设备使用政策， 确保师生个人信息终端设备的有效使

用。 为避免盲目复制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政策及做

法，学校在确定实施 BYOD 时，制定适合自身的个性化

BYOD 行动计划显得尤为重要。 制定 BYOD 行动计划要

经历收集资料、调研及制定政策三个步骤，具体策略如

图 2 所示。
2.保障用户的信息安全

科技领域瞬息万变， 伴随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威

胁， 进而让情况变得错综复杂。 当大量外来设备使用

图 1 悉尼大学 BYOD 专题研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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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访问网络时，网络将更容易被攻击、欺骗和破解，
存在较高的信息泄露风险，甚至会给校园整体网络环境

带来重大影响。 [6]在 BYOD 环境下，学生可使用多元化的

设备接入相对开放的校园网环境， 这时网络病毒攻击、
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将更容易出现。 为此，学校可以从

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保障信息安全。 在技术层面，学校

应确保校园网防火墙等防护措施情况良好，并应安排技

术人员定期检查、更新；在制度层面，学校应制定 BYOD
的网络应用规范，或在原有信息安全规范中添加用户使

用自带设备时的要求， 比如提醒学生安装杀毒软件、访

问正规网站等。
3.丰富学校在线平台中的教学资源

我国的许多高校都已建设了自己的线上平台供学

生下载资源或交流联系， 随着自带设备不断更新换代，
学校需要开发平台中的更多功能，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

学习需求。 在 BYOD 的教学应用中，学校可要求学生统

一安装学习 APP，并接入学校的线上学习平台，统一的

APP 可由学校自主开发或从外引入。 在选择时，学校要

注意选择兼容性强、适合 BYOD 教学的 APP 或平台，并

结合学校服务器的存储能力，在满足师生教学资源需求

的同时确保运行的顺利性。 大数据时代，学校开发自己

的 APP 后，还可调用后台数据研究学生的学习习惯等，
并结合数据分析对 APP 进行定时调整，优化使用效果。

四、BYOD 在高校应用的前景分析

至今中国校园的无线网络建设已日益完善，加大服

务器管理和信息安全方面投入，使越来越多师生开始利用

无线网络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 借助 BYOD，高校便

可将更多精力投放至无线网络设备的搭建以及服务器管

理方面， 为学生的移动设备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网络环

境；这就为 BYOD 在高等教育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BYOD 与教学过程的结合

目前 BYOD 在高校的应用以研讨室、自习室等较为

常见，课堂教学中应用较少，而在以美国为主的中小学

课堂中应用较广泛。 BYOD 是一种非正规的学习模式，
所谓非正规的学习主要是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局限于

“教室、书本、教师”模式。 它跳出地点、时间等的限制，发

生在自然的状态下。 BYOD 自由的学习方式可以与大规

模开放网络课程（MOOC）结合起来。 Waard 与Koutropoulos
提出了 MobiMOOC，即通过移动设备学习 MOOC，致力

于 MOOC 与移动学习的有效整合。 [7]为优化 BYOD 的教

学应用，学校可以支持师生自带设备开展 MobiMOOC。此

时， 学生利用自带设备在课上或者课下学习 MOOC 后，
教师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开展诸如翻转课堂的教学活动。

2.BYOD 与教学评价的结合

除了改进课堂教学模式外，BYOD 在其他教学过程

中也依然具备发展潜能，比如将其用至学生学习的评价

阶段，一些高校已开始允许在考试时使用个人设备。 如

丹麦奥胡斯大学的教师利用软件 wiseflow 让学生在考

场中通过自带设备参加数字化考试而不是传统的纸质

考试。 Wiseflow 能让教师创建和管理考试，分配到具体

的学生，并评估考生随后通过手机提交的答案。 南加州

大学法语系正在试验一个新的教师协作电子教科书模

式，这个模式提供标准化内容并在课程间传递，还允许

学生从各种联网的设备上读取重要讲义和习题。
五、BYOD 在高校中发展的挑战

1.学生的注意力较难控制

当每个学生都带着移动终端学习时，由于是自己的

设备，学生难免会安装各类游戏、视频等 APP。 尤其是在

课堂教学中，当教师需要学生使用设备学习时，如何保

证学生不会被与课堂无关的软件所吸引，将注意力集中

到学习当中，这个问题对教师的课堂管理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2.学生可能会因家境不同产生差距

在全校实施 BYOD 时，因为设备由学生自己购买，学

生家庭经济状况参差不齐， 富裕家庭可能会给孩子购买

更先进的设备和更丰富的应用， 以便获得更好的学习体

验，而部分孩子可能由于家庭贫困无法拥有这样的设备，
这样的结果使部分学生无法平等地获取学习内容， 从而

产生新的信息鸿沟。 终端差异化还会影响学生心理，某些

学生昂贵的设备可能激发班级同学间攀比心理， 从而带

来负面影响，甚至还可能引发偷盗。 移动终端对孩子的健

康不利影响也是社会所担心的。 为促进教育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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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问题虽然可以解决，但学生

由此可能产生的心理问题仍应引起学校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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