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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育教学环境新发展

◼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多媒体计算机、校园

网、幻灯投影、多媒体课件等为代表的数字化

环境，到近几年出现的以物联网、 电子书包、

综合平台、智慧教室等为代表的智慧环境。

◼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教育中的深度应用，

使得教育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1 Part One

宏观信息化教育教学环境



（一）数字校园

数字化校园：是以数字化信息和网络为

基础，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上建立起来

的对教学、科研、管理、技术服务、生

活服务等校园信息的收集、处理、整合、

存储、传输和应用，使数字资源得到充

分优化利用的一种信息化教育教学环境。



1、数字校园的作用

环境

（包括设备，教室等）

资源（如电子图书、讲义、课件等）

应用

（包括教、学、管理、服务、办公等）

✓ 拓展现实校园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 提升传统校园的运行效率；

✓ 扩展传统校园的业务功能；

✓ 实现教育过程的全面信息化；

✓ 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



2、“六个数字化”和“一站式服务”

一站

式

服务

环境数字化

管理数字化

教学数字化 产学研数字化

学习数字化

生活数字化

◼ 数字校园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需要，能够实现“六

个数字化”和“一站式服务”：



3、数字校园的特征

构建结构合理、使用方便、高速

稳定、安全保密的基础网络。在

此基础上，建立高标准的共享数

据中心和统一身份认证及授权中

心，统一门户平台以及集成应用

软件平台，为实现更科学合理的

学校数字化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

环境数字化



3、数字校园的特征

数字化校园管理平台包含校园教

务管理各个流程，构建覆盖全校

工作流程的、协同的管理信息体

系，通过管理信息的同步与共享，

畅通学校的信息流，实现管理的

科学化、自动化、精细化，突出

以人为本的理念，提高管理效率，

降低管理成本。

管理数字化



3、数字校园的特征

构建面向校园教学培训的综合教

学管理数字化环境，科学统一地

配置教学资源，提高教师、教室、

实训室等教学资源的利用率，改

革教学模式、手段与方法，丰富

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

教学数字化



3、数字校园的特征

构建数字化产学研信息平台，为

产学研工作者提供快捷、全面、

权威的信息资源，实现教学、科

研和实训一体化，提供开放、协

同、高效的数字化产学研环境，

促进知识的产生、传播与管理。

产学研数字化



3、数字校园的特征

构建先进实用的网络教学平台，

整合、丰富各种数字化教学资源，

创造主动式、协同式、研究式的

数字化学习环境，建立师生互动

的新型学习模式。

学习数字化



3、数字校园的特征

构建便捷、高效、高雅、健康的

数字化生活环境和电子商务服务

平台，利用一卡通系统，实现学

生入学缴费、校内外消费流通、

身份识别认证与门禁管理等。

生活数字化



3、数字校园的特征

数字化校园一站式服务：实现教职工和学生的管理、教学、科研、学习、生活等

主要活动的一站式服务，提高对师生服务的水平，提高对社会的服务能力。

学生综合服务平台



（二）智慧校园

智慧校园指的是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一体化校园环境，

这个一体化环境以各种应用服务系统为载体，将教学、科研、管理和校园生活进

行充分融合。

视频1-智慧校园应用

M5-3视频/视频1-智慧校园应用.mp4
视频1-智慧校园应用.mp4


1、智慧校园的蓝图

智慧校园：无处不在的网

络学习、融合创新的网络

科研、透明高效的校务治

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方便周到的校园生活。

安全、稳定、环保、节能的校园



2、智慧校园三个核心特征

智慧校园具有：

◆一是为广大师生提供一个全面的智能感知环境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基于
角色的个性化定制服务；

◆二是将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信息服务融入学校的各个应用与服务领域，实现互联
和协作；

◆三是通过智能感知环境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学校与外部世界提供一个相互
交流和相互感知的接口。



3、智慧校园的特色功能

◼ 智慧校园具备如下功能：

校园WIFI全覆盖
综合布线，综合管路及桥
架系统。学生只要输入学
号登录，就可免费电话视
频等通信；

查看附近系统
通过定位系统可以看到附近
的吃、住、行、娱、购等，
了解具体位置和路径轨迹，
提升学生校园生活品质；

视频录播/点播系统
有电子公告及查询，学生
直接通过APP查询实时信
息，促进学生主动了解校
园动态；

校园数据中心建设
建立公共云服务及数据备份、
私有云系统，通过公共云服
务，学校建立自己的数据中
心，作为校园管理的数字依
据；

平安校园
安全防范系统、摄像头、电子围
栏都与学校大数据进行联通，一
旦发现特殊情况，APP就会及时
发出响应，节省人力资源，建立
平安校园；

校园一卡通
通过学校数据库连接，门禁系统与学
生个人信息匹配，做到无人管理，就
能出入寝室门。水电、饭卡等都可直
接与银行卡绑定，进行线上充值服务，
摆脱学院固定的充值时间，给学生提
供便利校园生活；

数字教学
建立校园作业题库，学生只需通过手
机下载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后提交，
作业通过大数据直接发送到老师的作
业后台，供老师批阅和反馈。直接节
省了学校的纸资源。充分利用大数据
的优势，打造数字校园。



02 Part Two

微观信息化教学环境



1、微观教学环境的新发展

多媒体课堂

网络化课堂

“互联网+”课堂

◼ 课堂是教学环境的微观体现。从多媒体

课堂到网络化课堂，从网络化课堂到

“互联网+”课堂，微观教学环境也随着宏

观教学环境的升级而不断革新。



（一）多媒体课堂

◼ 多媒体教学其实早已有之，教师一直在借助文本、声音、图片来进行教学。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数字校园建

设的兴起，电脑、投影仪等多媒体工具的配

置，使课堂实现了从传统“板书+讲解”的

讲授式课堂到多种电子媒体如幻灯、投影、

录音、录像等综合运用的课堂教学的第一次

飞跃。利用多媒体技术，第一次实现了教学

资源的数字化和教学过程的信息化。



1、多媒体技术带来的巨大变革

交流方式：书信/短信/电话——彩信、视频通话（QQ、微信）

信息获取方式：书报/光盘/录音机——资源网站（百度百科、WIKI）

娱乐方式：阅读/运动/音乐——游戏、电影、社交平台（微博、知乎）

工作方式：纸质文件/录音——电子邮件、视频会议

多媒体产业：数字影视、移动通信、网络游戏、电子商务……



2、常见的多媒体教学环境

电子阅览室

语音实验室

◼ 语音实验室：一种装有录音系统和其他电化教育手段

的供语言教学用的教室。语言实验室在教学过程中的

作用主要在于对学生进行听力、口语或翻译训练，以

提高语音独立学习的能力。

◼ 电子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是指以计算机技术、网络

通讯技术为基础，集电子型文献（如磁盘、光盘、

网络服务等）阅览、咨询、培训、服务为一体的现

代化多功能阅览室。



3、常见的多媒体教学环境

多媒体讲台

功放

中控面板

电脑主机 VCD机

实物展示台

多媒体计算机

中央控制器



4、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1. 直观性：突破视觉的限制，多角度地观察对象，并能够突出要点，有助于概念的理解和方
法的掌握，图文声像并茂，多角度调动学生的情绪、注意力和兴趣；

2. 动态性：有利于反映概念及过程，能有效地突破教学难点；

3. 交互性：学生有更多的参与，学习更为主动，并通过创造反思的环境，有利于学生形成新
的认知结构，通过多媒体实验实现了对普通实验的扩充，并通过对真实情景的再现和模拟，培
养学生的探索、创造能力；

4. 可重复性：有利于突破教学中的难点和克服遗忘；

5. 针对性：使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成为可能；

6. 大信息量、大容量性：节约了空间和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

◼ 与普通教学相比，多媒体教学具有如下优势：



（二）网络化课堂

◼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校园网得到普及，多媒体课堂向网络化课堂

逐步升级。

校园网是在学校范围内，为学校教学、

科研和管理等教育提供资源共享、信息

交流和协同工作的计算机网络。



1、以校园网为核心的网络教学环境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校园网建设已逐步成为学校的基础

建设项目，更成为衡量一个学校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我国高校都已经建立了校园

网，并依托校园网开展了网

络教室、数字图书馆、网络

课程平台和教学资源平台等

网络教学环境建设。

校园

网

网络

教室

数字

图书馆

网络

课程

平台

教学资

源平台



2、网络教室

网络教室是校园网络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是利用网络技术将若干台多媒体计算机

及相关的网络设备互联而成的小型教学网络，集普通机房、语音室、视听室、多媒

体演示室等功能于一体，为用户创造了一个实时的网络互动课堂。

网络教室（现在）网络教室（过去）



2、网络教室

◼ 利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音/视频传输

卡、信号传输线、控制部件、耳机、麦克风等

设备实现教师机和学生机之间屏幕和声音的交

互切换。

◼ 教学用计算机配备具有多种教学功能的教学系

统，其系统基础主要由课件制作工具、实时互

动课堂、课件点播系统、学习管理系统和学习

网关构成。

网络教室的布局

教学系统（教师端）
◼ 校园网将多媒体课堂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了多媒体课

堂向网络化课堂的发展，也支撑了各种新颖的网络化

教学模式。



（三）“互联网+”课堂

“互联网+”的提出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互联网+”行动计划

中国互联网+联盟

2012年11月

易观国际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于扬在易观第五届移动互

联网博览会中提出“互联网

+“。

2014年11月

李克强出席首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时指出，互联网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

工具，被称作中国经济提

质增效升级的“新引擎”，

可见其重要作用。

2015年3月5日

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

2015年12月16日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

浙江乌镇开幕。在举行

“互联网+”的论坛上，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联

合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共同发起倡议，成立“中

国互联网+联盟”。



1、“互联网+”的内涵

◼ “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推动经济形态不断地发生演变，

从而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创新、发展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

通俗的说，“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

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互联

网+”计划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以产业升级提升

经济生产力，最后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



2、“互联网+教育”

◼ “互联网+教育”不是现有教育的网络化，它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是

技术推动教育产生革命性变革的基础。

◼ “互联网+教育”是一种变革的思路，其本质就在于互联网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通过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创新教育的组织模式、服务模式、教学模式等，

进而构建数字时代的新型教育生态，最终实现智慧教育。

◼ “互联网+教育”涉及“教育观念、教育模式、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学习评价、

学习成果认定”等全方位变革，它不仅是学校自身的调整，更是一种蕴含校内校外

资源的“互联网+”生态构建，需要加强基于互联网的教育环境构建，实现教育教

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生态构建。



3、“互联网+教育” 环境

◼ 在“互联网+教育”大环境下，出现了大批新型教学环境，如在线学习平台、个人

学习空间、社会化学习平台等。

新型教

学环境

在线学习平台

社会化学习平台个人学习平台



4、在线学习平台

中国大学MOOC平台

◼ 在线学习平台是基于互联网的，区别于传统教学环境的虚拟学习空间。它主要通过

网络平台开展课程培训、考试竞赛、试题练习、调查问卷和培训交流等教学活动，

并对学习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管理。

SPOC

MOOC

翻转课堂

混合学习



5、个人学习空间

学生个人学习空间

个人学习空间是具有明显个性特征的个人学习门户。学习者借助内容聚合工具把分散

的、有用的资源、资讯和服务等有选择地聚合在一起，为学习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个性化的设置、管理

自主选择工具、服务

对信息的共享、评价



6、社会化学习平台

社会化学习平台

社会化学习平台通过社会性网络服务可帮助学习者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构建

主题式学习空间。

一是利于协作学习

二是有利于提高学习能力

三是有利于情感交流



03 Part Three

非正式学习环境



1、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

“正式学习”主要是指在学校的学历教育和参加工作后的继续教育；

“非正式学习”指在非正式学习时间和场所发生的，通过非教学性质的社会交往

来传递和渗透知识，由学习者自我发起、自我调控、自我负责的学习。非正式学

习无处不在，生活中随时随处都能发生，当它融入人们的生活、自然的发生时是

很有意义的。

◼ 学习可以分为正式学习(Formal Learning)与非正式学习(Informal Learning)

两种基本形式：



2、移动学习环境

移动学习是非正式学习环境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

智能移动终端和移动网络的普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移动学习环境。

移动学习是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

子阅读器等智能终端使用为代表的学习

理念，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即学习

者不再被限制在电脑桌前，可以自由自

在、随时随地进行不同目的、不同方式

的学习。学习环境是移动的，教师、研

究人员、技术人员和学生都是移动的。



2、移动学习环境

英国开放大学沙普尔斯教授认为，在移

动学习环境下，学习不再是发生在固定

地点的静态活动，而是发生在多个地点

的情境性活动。移动学习在不同教学环

境间实现了无缝化和连续性学习。



3、移动学习环境的实现方式

移动学习环境是指由移动互连技术生

成的一类适于进行远程学习的虚拟环

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者借助移

动智能设备、利用零碎时间获取知识，

而碎片化的知识需要联通、重组、再

造，才能促进其学习效果的形成。



04 Part Four

教学环境智能化发展



1、教育环境智能化发展

物联网、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教育各行各业，信息技术与教育

正以如火如荼、深度融合的态势纵横发展，构建智能化教育环境已是时势所趋。

物联网
大数据 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知识图谱



2、智能学习环境

智能学习环境是普通数字化学习环境的高端形态，是一种能感知学习情景、识

别学习者特征、提供合适的学习资源与便利的互动工具、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

评测学习成果，以促进学习者有效学习的学习场所或活动空间。

1）记录学习过程( Tracking learning process)

2）识别学习情景( Recognizing learning scenario)

3）感知学习物理环境( Awareness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4）联接学习社群( Connecting learning community)

5）促进轻松的、投入的和有效的学习( Easy，Engaged & Effective learning)

◼ 智能学习环境的技术性特征：



3、未来图书馆

未来图书馆是图书馆发展的高级阶段，

是复合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发展成熟后

的一种全新形态，是在物联网环境下，

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以智慧化设备为

手段，实现书书相联、书人相联、人人

相联，为用户提供智慧化服务。

视频2-智能图书馆

视频2 智慧图书馆.mp4
视频2 智慧图书馆.mp4


4、未来图书馆的特征

未来图书馆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沟通智慧化。利用物联网多种内部及外部信息交换手段，以及先进的物联网通信设备，
构成一个基于物联网的通信智慧系统。在未来图书馆，不仅可以利用现有的互联网开展文献
信息服务，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更大范围的信息资源共享。

第二，建筑智慧化。通过对图书馆建筑内的各种机器设备进行智慧化程序控制及综合管理，
构成一个建筑物智慧系统。它的消防与保卫系统具备智慧化，空调系统能监测出空气中的有
害污染物含量，能自动通风和消毒，从而确保馆内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它还能对温度、湿度、
照明度加以智慧调节，控制背景噪音，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当舒适的环境。

第三，服务智慧化。在未来图书馆中，通过物联网把各项独立的事务通过信息交换和资源共
享联系起来，构建一个具有事务处理、管理和决策机能的服务智慧系统。工作人员通过利用
它，可以以科学、全新、高速的方式学习各种知识，提高对各种信息的分析、比较、提炼的
能力，从而实现服务智慧化。



5、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是指基于物联网技术，集设备智能化管控、教学管理、环境智能感知于一体，

提供智能、高效、有力的环境采集及信息交互功能，从而实现智慧化教学、管理及服

务的新型教室。



6、智能导师系统

◼ 智能导师系统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模仿人类教师在教学中所承担的角色，为学

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指导,帮助不同需求和特征的学习者获得知识和技能的一种智

能化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

1. 自动产生问题求解方案

2. 表示学习者的知识获取过程

3. 诊断学习者的学习活动

4. 及时为学习者提供学习建议和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