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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art One
授导式教学 (面向多媒体教学环境)



◆ 授导型教学是指在课堂教学中以讲解、演示、操练及练习、自主学习、

小组讨论、合作学习、问题导学等方法综合运用的课堂教学形式。

授导式教学>基本内涵

小组讨论

讲解、演示 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 问题化学习

操作及练习



目 标

培训方法 学习知识 培养能力 培养品质 参与社会活动 满足需求和兴趣

讲授

讨论

视听

探究

程序教学

操练

角色扮演

小组调查

社区活动

阅读学习

独立研究

“头脑风暴”

各种教学方法对教学目标的贡献程度

最有效 较有效 少有效



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

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

1.提供信息 讲座、示范、大组交流、头脑风暴、实地调查、阅读材料

2.明确目标 讲座、大组交流、小组讨论、阅读

3.调动参与者积极性 小组讨论、游戏、角色扮演、访谈、做应用性项目

4.培养批判性思维 角色扮演、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做应用性项目

5.理解较难的概念和问题 讲座、大组交流、个别指导、小组讨论、问答、画图、写作、阅读

6.改变态度 头脑风暴、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访谈练习

7.激发创造力和主动性 头脑风暴、小组讨论、画图表、做应用性项目

8.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游戏、模拟、小组讨论、家庭作业、做应用性项目、画图

9.提高特定技能 示范、模拟、游戏、观察、访谈、画图、列表



◆ 授导型教学通常开展的场所是：面向多媒体教学环境

◼ 通常配备：计算机、投影机、展示台、控制系统、音响设备等多种现代教学设备。

授导式教学>教学环境

多媒体教学环境1 多媒体教学环境2



◆ 授导型教学通常采用的方法是：三段五步式教学

授导式教学>教学步骤

预习反馈 • 分析学情

活动导学 • 小组合作

精讲提炼 • 当堂训练

复习巩固 • 建构知识

总结延展 • 小结要点

课前预习

课堂学习

课后复习



授导式教学>教学策略

◆ 训练与练习策略（机械接受学习）

◆ 演绎策略（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

◆ 归纳策略（演示案例——归纳整理——实验例证——得出结论）

◆ 启发策略（准备——诱发——释疑——转化——应用）

◆ 探究策略（提出问题——开展教学——制定方案——实施方案——分析论证—

—评价交流）

◆ 情境教学策略（创设情境——获得体验——引发思考）

◆ 问题教学策略（问题设置——问题探索——问题解答——问题讨论——问题归

结——方法迁移）



◆ 授导型教学的新进展：智能授导系统

◆ 智能授导是智能化与人性化结合的产物。

◆ 智能授导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ITS）旨
在通过学生与计算机进行双向问答式对话，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来模拟“家庭教师”的行为。

◆ 一个理想的智能授导系统应该能够理解学生的自然语言
表达的提问，不仅要具有学科领域知识，而且还要知道
他所教学生的学习风格。

授导式教学>发展方向



02 Part Two
翻转课堂（面向混合式教学环境）



翻转课堂是什么

◆ 翻转课堂：翻转课堂译自“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room”，也可译为“颠倒课堂”，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

时序，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



翻转课堂起源

可汗公开课-IT－二进制数.flv


◆ 不是在线视频的代名词。翻转课堂除了教学视频外，还有面对面的互动

时间，同学和教师一起发生有意义的学习活动。

◆ 不是视频取代教师。

◆ 不是在线课程。

◆ 不是学生无序学习。

◆ 不是让整个班的学生都盯着电脑屏幕。

◆ 不是学生孤立的学习。

翻转课堂不是什么？



◆ 是一种手段，增加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和个性化的接触时间。

◆ 是让学生对自己学习负责的环境。

◆ 老师是学生身边的“教练”，不是在讲台上的“圣人”。

◆ 混合了直接讲授与建构学习。

◆ 是所有的学生都积极学习的课堂。

◆ 是让所有学生都能得到个性化教育。

翻转课堂是什么？



翻转课堂的通用结构

▪制作微课等资源

▪开发自学任务单

▪上传云平台（有条件）

资源准备 自主学习 互动深化 巩固拓展

▪微课资源

▪其它辅助资源

▪自学任务单（有效自学）

▪云平台（测评、提前收集学情）

▪研讨/互动/释疑/演练/讲解

▪小组学习（高效互动）

▪（课堂任务单）

▪课堂检测

▪巩固练习（课后测试）

▪拓展学习（各类拓展资源）



◆注意事项

◼ 翻转课堂不是简单观看视频

◼ 精心编辑的课程内容：促使学习更深入

◼ 好奇心：驱使学习更广泛

◼ 师生关系：与学生建立密切联系

◼ 视频要短小精悍

◼ 教学信息要清晰明确

◼ 学习流程要重新建构

◼ 复习检测要方便快捷

翻转课堂的注意事项



◆教学案例

◼ 可汗学院

◼ 昌乐一中

◼ 聚奎中学

翻转课堂教学案例



◆教学案例

◼ 可汗学院

◼ 昌乐一中

◼ 聚奎中学

翻转课堂教学案例



◆教学案例

◼ 可汗学院

◼ 昌乐一中

◼ 聚奎中学

翻转课堂教学案例

聚奎中学“课前四步骤、课中五环节”翻转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的教学环境

◆翻转课堂通常开展的场所是：混合式教学环境

混合式教学环境



03 Part Three
创客式教学 （面向实景教学环境）



创客式教学>基本内涵

◆ 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Maker”，本义是指出于兴趣与爱好，努力把

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

◆ 创客教育是创客文化与教育的结合，基于学生兴趣，以项目学习的方式，

使用数字化工具，倡导造物，鼓励分享，培养跨学科解决问题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种教育方式。



创客教育的内涵

◆ 教育类型论

◆ 教育课程论

◆ 教学模式论

◆ 教育取向论

杨现民等认为，创客教育是一种

融合信息技术，秉承“开放创新

、探究体验”教育理念，以“创

造中学”为主要学习方式和以培

养各类创新型人才为目的的新型

教育模式。

创客教育是创客文化与教育的结合

，基于学生兴趣，以项目学习的方

式，使用数字化工具，倡导造物，

鼓励分享，培养跨学科解决问题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

种素质教育。

祝智庭等认为广义上的创客教

育是一种以培育大众创客精神

为导向的教育形态( Make 

spirit-Aimed Education)。

傅骞等认为创客教育是一种引入

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中实施的一

系列关于创新动手技能训练的课

程。



创客式教学>教学环境

◆创客式教学通常开展的场所是：面向实景教学环境

◼ 通常配备：

⚫ 设立多校共享的创客中心

⚫ 提供相应的教师培训

⚫ 鼓励器材的研发生产

⚫ 创建社区创客中心

⚫ 创建良好的激励机制



创客式教学>教学步骤

+



创客式教学>教学策略

◆创客式教学通常开展的八个要素：

◼ 课题的切身性：调动学生积极性、并与实践相结合

◼ 课题的复杂性：促使学生们用多个学科的知识来合作完成

◼ 充足的资源：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为学生创造条件

◼ 互动和合作：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分享信息

◼ 有强度：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潜能

◼ 合理的时间安排：给学生提供充裕的完成时间，充分利用课余时间

◼ 分享教育：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成果

◼ 新颖性：激发学生创新精神、打破思维定式



◆注意事项

◼ 如何将创意变成实物

◼ 如何设计激发创造力的项目学习

◼ 如何真正用技术激发创意

◼ 如何用技术学科教学知识（TRACK）模型评估

◼ 持续分享

◼ 协作学习

◼ 跨学科

创客式教学>注意事项



创客式教学>教学案例

设计灵感 头脑风暴 动手制作 成果展示

后协同工作 协同工作

先自主学习

创新创造

最终形成作品
完成知识共享

◆ 边学边玩：网络平台案例，利用Arduino，开发循迹小车



◼ 深圳第二高中创客空间

创客式教学案例

◼ 温州中学创客空间



04 Part Four
移动学习（面向非正式学习环境）



移动学习>教学环境

◆ 通常开展移动学习的场所：非正式教学环境

◆ 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是一种在移动设备帮助下的能够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发生的学习，移动学习所使用的移动计算设备必须能够有

效地呈现学习内容并且提供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双向交流。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移动学习的7个数据（2014）

1. 56%的学校和图书馆都预计开始向电子图书转变。

2. 45%的学校级图书馆预计扩大移动设备的使用范围。

3. 73%的教师通过手持移动设备访问数字资源。

4. 超过1/3的教师表示曾经在教室里使用平板电脑或者E-Reader。

5. 到2016年，100%的K12学生将移动设备用于教育。

6. 25%的六年级学生使用E-Reader。

7. 74%的家长访问课程资料及在线教材作为在家辅导孩子学习的工具，以获取孩

子在学校课业的成功。



移动学习>教学策略

◆ 移动学习关联关键词：

资源 +  平台 +        设备

视频 文档 图文

音频 H5课程 电子书

……

在线平台 微信 H5

APP WEB QQ

……

APP

手机

平板

电子书

多种可穿戴设备



移动学习>教学案例

◆ 移动学习应用案例：

总榜 幼儿教育 中小学教育 外语学习 考试 平台



移动学习>教学案例

◆ 移动学习应用案例：薄荷阅读



05 Part Five
沉浸式学习（面向VR/AR环境）



沉浸式学习>基本内涵

◆ 开展VR、AR学习的场所：虚拟仿真教学环境

◼ V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

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

◼ A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 AR）技术，是一种实时地计算摄影机影像的位

置及角度并加上相应图像、视频、3D模型的技术，这种技术的目标是在屏幕上把虚拟世界套

在现实世界并进行互动。

虚拟现实技术 增强现实技术



沉浸式学习>教学环境

◆ VR、AR学习装备：可穿戴设备

◼ 在线虚拟大学旅游参观网Youvisit上已经实现了1000多所大学的虚拟参观，用户可以利用

Oculus Rift的头戴式设备进行观看。

◼ Oculus Rift头盔还也可以让学生在安全的教室里探索可能会有危险的情境。一位教育专家

创建了一个虚拟建筑工地，工程系学生能够安全地在虚拟工地中找出不安全的区域。

Oculus Rift头盔进入虚拟现实Oculus Rift头盔观看大学校园Oculus Rift头盔



沉浸式学习>教学步骤

学习环境

构建

学习设备

支持

学习行为

捕获

沉浸式学

习体验



沉浸式学习>教学案例> AR应用案例

◆ zSpace眼镜

国外教学应用.mp4


◆第二人生（Second Life）

◼ 一部模拟真实社会的大型多人在

线角色扮演平台，三维虚拟学习

环境，沉浸式游戏学习环境。

◼ http://secondlife.com/

沉浸式学习>教学案例>第二人生



06 Part Six
“互联网+教学”（面向云环境）



◆教学形态的变化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创新趋势

教学形态

网络探究教学

高校精品课程教学

基于微视频资源的教学

传统
教学

技术与教学互动的发展史

多媒体
教学

信息化
教学

“+互联网”
教学

“互联网+”
教学



◆教学形态的变化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创新趋势？

MOOC

翻转课堂(部分)

学习分析…

教学形态

传统
教学

多媒体
教学

信息化
教学

“+互联网”
教学

“互联网+”
教学

技术与教学互动的发展史



“互联网+教学”

颠覆关系,改变结构,影响数量级



教学生态更加开放
学习的泛在

化和移动化

尊重学生

群体的需求

教学结构得到重塑
教学的富媒体

化和技术智能化
师生关系发生变化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变革有以下6个特征：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变革特征？



◼ 新要素多种方式进入教学生态

◼ 引入, 突入, 融入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变革特征？

个人-小组-班级-社群

◆（1）教学生态更加开放

0001.第一视频-新闻观察：互联网改变教师教学方式——互联网与教师工作密不可分 - 文化 - 第一视频网.flv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变革特征？

◼ 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新形态。

睡觉前

50.2%

坐车时

38.8%

午休期间

37.6%

晚饭后

19.3%

排队时

18.6%

起床后

16.7%

厕所时

12.0%

其他

6.3%

吃饭时

4.6%

用户使用学习APP的主要情景

移动学习大调查(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学习用户研究报告)

◆（2）学习的泛在化和移动化



◆（3）尊重学生群体的需求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变革特征？

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发

布“2030年的学校”调查报告。全

球645位专家参与了本次的调研。调

研中显示，大部分专家认为未来的课

程类型将更加个性化，以适合每位学

生的需求。

更加个性化的内容

83%

一致标准化的内容

17%



◆（4）教学结构得到重塑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变革特征？

教学结构迈入了混合阶段，线上线下的O2O结合，成为趋势。

intel-project-bridge.wmv


◆（5）教学的富媒体化和技术智能化

◼ BYOD、大数据、学习分析、智能学习工具得到融合应用。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变革特征？

老师轻松高效备课，学生积极自主学习 老师教学总结改进，学生学习查漏补缺师生良好互动，教学效果乘倍



◆（6）师生关系发生变化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变革特征？

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发布“2030年的

学校”调查报告中显示教师的角色将转变为学生自

主学习的指导者。

检查学生的在线作业

传授知识

指导学生



07 Part Seven

智能教学（面向智能技术环境）



智慧教学的支持技术

◆智慧教学是通过智能教学设备和网络环境、智慧教学模块与智慧
教育云的智能交互实现的。

◼ 教学设备和物理环境。智慧教学设备是集成智慧教学客户端和教学工具的
综合教学设备，具备网络的泛在接入能力和与智慧教育云的全方位交互能
力，它是教学者与智慧教育云之间的接入层。

◼ 智慧教学模块。智慧教学模块为教学者提供综合性的智慧教学功能，主要
包括资源制作和上传、学习计划和课程安排设定、学习干预、学习的诊断
与评价等。

◼ 智能教学服务。为教学者提供智能的、综合性的教学服务，通过智慧教育
体系中各部分、功能、模块的协同工作实现，是智慧教育的催化剂。



关键技术与应用现状

◆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普适计算、社交网络、语义分析等信息化技术是智慧教

育体系的重要支撑，技术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智慧教育的发展离不开

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创新。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

实现教育资源与教育服务的泛在性

大数据（Big Data）

赋予教育智慧与自我进化的能力

物联网(Network of Things)

提升教育体系的感知与数据收集功

能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

实现教育协同，促进终身学习

普适计算(Pervasive Computing)

实现教育资源与教育服务的泛在性

语义分析(Semantic Analysis)

实现学习资源的自动组织与检索导航

，支撑智慧教育的核心引擎



◆ 学习者与技术环境的智能交互包括学习设备和物理环境、学习者和学习情境

感知、学习者建模以及智慧教育服务引擎向学习者推送的智能服务。

◼ 学习设备和物理环境。集成智慧学习客户端和学习工具的综合学习设备，具备网络的泛

在接入能力和与智慧教育云的全方位交互能力。

◼ 学习者感知。感知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学习目标、学习状态和所处的物理环境等信息。

◼ 学习者建模。为了使智慧教育云的服务引擎能够准确识别学习者感知信息并提供恰当的

服务反馈，必须抽取学习者和学习情境感知信息特征，建立适合计算机系统处理的抽象

、准确的表征方式的过程.

◼ 智能学习服务。为学习者提供智能、个性化的学习服务，通过智慧教育体系中各部分、

功能、模块的协同工作实现，是智慧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

学习者与技术环境的智能交互



精准教学

个性学习

语音评测

智能推荐

数据分析

教

学

考

评

管

智能技术支持的教学



学习者视角下的智慧教育—智慧学习

◆ 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The Korean Ministry of Educ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MEST）认为：智慧学习的特点是以自我为导向的、主动的、适

配的、资源丰富的和技术融合的。

◆ Lee 和Son 认为智慧教育的特点包括：以学生为中心、自我指导、交互、智能

、非正规学习、现实感等。

◆ 贺斌提出智慧学习模型由内外两层组成：里层的学习者和外层的技术环境。

◆ 智慧学习以学习者为中心，以自我为导向，其关键特征是能够适应学习者学习

的差异化，包括学习者个体差异、学习情境差异和学习目标差异。学习差异的

消除，本质上是通过学习者与技术环境的智能交互实现的。



教学者视角下的智慧教育—智慧教学

◆ 培养智慧型的人才是智慧教育的最终目标，智慧教学首先应能够依托智慧教育云

，为学习者提供符合智慧教育特征的教学服务。

◆ 智慧教学还能够通过联接教学社群、接受学习者对教学的反馈等方式促进教学方

法和教学内容的演进。

◆ 智慧教学必须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学习者的差异化并作出相应的教学引导；教

学过程中能够确切地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并进行相应的教学调整；教学者能够

利用教学社群和知识库进入智慧学习过程并提高教学者的教学水平。



◆ 合肥市某省属重点中学主要在教育各场景中常态化应用了科大讯飞的

智能教学、智能学习和智能管理系统。

该系统采集了班级所有学生的行为数

据、基础信息数据和学业数据，并提

交给学情分析服务；学情分析服务通

过后台的大数据分析与智能技术处理

，形成对学生个体与学生群体的画像

，生成可视化的学情分析报告并提供

给教师。教师根据学情报告中的各项

指标数据，准确规划教学路径、精确

设计教学策略，从而实现教学过程的

精准化。

案例4：智能教学系统

智能教学应用典型案例



英语流利说

基于AWS（Amazon Web Services）服务构建了自

己的大数据平台，把数据采集需求定义结构化，可以

依靠程序协助管理数据采集需求，甚至自动化验证数

据格式，从而较为精准地采集了相应数据，并且很大

程度上减少了错误和遗漏。目前英语流利说旗下主要

有基于语音识别技术的雅思流利说和基于深度学习自

适应技术的懂你英语两款产品。

英语流利说的深度自适应学习与语音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