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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移动学习资源
              ——教育APP发展模式探究

马玉慧，赵  乐，李南南，王硕烁

(渤海大学  教育与体育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近几年出现的新型移动学习资源——教育APP如雨后春笋般大

量涌现，并迅速得到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的追捧与青睐。与之前的移动学习资源相比，教育APP凭借其特有的便

携性、智能性、良好的交互性等诸多优势，“走进”了课堂，“走进”了学生的学习，对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

深度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这种新兴的学习资源，研究其产生背景，目前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

价值。该文首先对移动学习资源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然后结合国内外教育APP的发展现状，从教育APP的资

源建设机制、推广与监管机制，以及教育APP的应用模式等几个方面，对教育APP的发展模式进行了阐述，并对

我国教育APP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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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移动学习资源作为一种运行于移动终端的独特
资源形态，由于其特有的便携性、良好的交互性、随
时随地学习等特性，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教育领域的
关注。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相
关技术飞速地发展以及设备的迅速普及，以运行于移
动智能终端的教育APP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速
发展。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教育APP的数量
已超过7万，在苹果的APP商店中仅次于游戏类APP数
量，位居第二位[1]。而根据百度发布的2014年《百度
移动分发报告》显示，教育类APP下载量同期同比增
长超过5倍[2]。

教育APP如此迅猛的发展态势，为教育教学的深
度变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如何充分利用这个契机，
合理有效地进行教育APP的建设、推广、监管以及应
用，对我国移动学习资源的发展，对促进我国教育信
息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参考价值。

二、移动学习资源的发展形态变迁

(一)教育APP的概念界定
对于学习资源的定义，AECT在1994年将学习

资源界定为：“任何能够帮助学习者进行有效学习
和操作的事物”。也有学者将学习资源界定为“为
利用或运用可及的人或物，以支持各种境脉下的学
习需求”[3]。

教育APP是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出现而发展起
来的一种新型移动学习资源。目前还没有一个统

一的学界公认的教育APP定义。教育APP中的APP
是英语Application的缩写，原意为“应用”，现在
APP普遍被界定为移动智能终端的应用程序。为
此，我们将教育APP界定为：运行于智能移动终端
的，能够帮助学习者学习的应用程序。

(二)移动学习资源形态的变迁
移动学习资源的发展与移动设备技术的发展息

息相关。随着移动设备的不断发展，移动学习资源
形态也经历了由静态学习资源、情境感知学习支持
系统到教育APP的形态变迁。

1.基于通讯手机的静态学习资源
早期移动学习资源所依托的设备，主要是功能

单一的通讯手机。由于当时手机功能的限制，早期
移动学习资源的主要形态也仅限于简单的文本、声
音、图片等静态媒体形式，主要的应用模式以服务
器端的知识推送为主。由于手机屏幕很小，因此早
期的移动学习资源建设与研究，主要的关注点是非
正式学习中资源的微型化设计，即如何设计微型化
的学习资源，一方面能够支持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
习的特性，另一方面也要适用于小屏手机显示。

2.基于PDA的情境感知学习支持系统
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较大显示屏的手持移动

终端设备—PDA。PDA虽不具备传统的通讯功能，但
由于较大的屏幕可以在一屏内显示相对完整独立的教
育信息，加上无线网络功能，以及方便的RFID射频识
别技术，都进一步促进了移动学习的深入开展。移动
学习资源形态也由简单的文本、声音、图片等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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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支持视频播放、教学交互以及实现了特定环境下
进行情境感知的学习支持系统。这个时期的移动学习
资源主要的应用情境多为非正式学习，以及特定教学
环境下的基于情境感知的移动学习。研究者关注的重
点在于移动学习平台的设计以及对学习者的影响。该
时期移动学习资源建设的主要力量，来自于教育研究
机构以及特定的PDA生产公司。但由于PDA设备自身
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尚未成熟的移动网络通讯技术，
使得这个时期的移动学习资源只能基于特定硬件设
备，或者在特别的实验环境下使用。

3.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教育APP
智能移动互联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集通讯

与电脑功能于一身的智能手机以及高性能的平板电
脑的发展风起云涌。而依托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的教育APP，凭借其超大显示屏幕、强大的交互特
性、良好的用户体验以及方便的网络通讯等功能，
迅速赢得了广大学习者的青睐。教育APP发展的速
度之快、影响力之大、辐射面之广，是之前的移动
学习资源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当前的教育APP
市场拥有巨大的吸引力与发展空间。

目前，教育APP已不仅仅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
充，更成为促进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
有力“神器”。教育APP的迅猛发展，源于当前特
定的技术条件和相应的社会背景，主要可以归纳
为几下几点：

(1)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移动互联网络的
飞速发展与普及

移动学习资源的发展程度首先依赖于其依托
的设备和相关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程度。近几年，智
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拥有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飞速
增长。据eMarketer的统计，2014年我国智能手机的
用户已超过5亿，印度智能手机用户量在2016年将
超过2亿，美国位居第三。较高的设备拥有率为教
育APP的推广奠定了基础。此外，移动互联网的覆
盖，使得各种智能移动终端能够方便快捷地访问互
联网，这为随时随地获取教育信息与进行交互创造
了条件。

(2)智能移动终端的良好用户体验迎合了教育的
交互需求

较之前的设备相比，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能够
为使用者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其中多渠道的便捷的
输入方式，例如语音、拍照、二维码扫描等信息输入
方式以及触屏技术，省去了使用键盘的依次按键输入
以及鼠标的来回移动点击，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
体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投入度。以百度公司的作业
帮、阿凡题等APP为例，学生在遇到不会的题时，不

必费力地输入题目或数学公式，而可以直接使用手机
对题目进行拍照，然后上传照片，APP则直接根据照
片内容将解题方案反馈给学生。此外，多媒体播放等
功能为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提供了便利，位置感知功
能则可以更好地进行情境感知学习。已经发展成熟的
云计算技术，将一些复杂运算操作放在云端，使得性
能较低的终端设备也能享有较快的交互操作，进而产
生更好的用户体验，提高了用户粘合度。

(3)用户使用智能移动终端进行信息获取的习惯
已经形成

目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其他国家，用户已经
形成了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进行阅读、信息获取和学
习的习惯。根据艾瑞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中国青少
年及儿童互联网使用现状研究报告》显示，在被调查
的人群中，76%的青少年及儿童主要使用手机上网。
现在，人们不仅已经习惯使用手机上网，也使用手
机进行学习。据2014年美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在16岁
到24岁的人群中，有30%的智能手机拥有者使用手机
参加课程或获取学历教育内容，在25岁到35岁的人群
中，有40%的智能手机用户使用手机进行学习[4]。

(4)众多企业公司加入教育APP开发行业
在前几年有过这样的说法：教育是为数不多

的几个受互联网影响很小的行业之一。也就是说，
基于互联网的教育还是一个尚未开垦的一片“荒
地”。在线教育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以及潜在的巨
额利润吸引了众多的企业和公司投身到在线教育行
业，他们开始从事教育APP的设计与研发。这些企
业包括了一些传统互联网企业的巨头，例如谷歌、
百度等。企业的参与与大力投入，为整个教育APP的发
展带来了无限的活力。他们依靠强大的技术力量与雄
厚的资金作为支撑，开发了很多广受欢迎的教育APP。

(5)APP商店方便了学习资源的获取
之前的移动学习资源多是绑定在特定的硬件设备

上，只有购买相应的设备才能获取学习资源，且资源
只能来自于硬件供应商，学习者的选择余地非常小。
现在则是学习者在不需要额外购买功能单一设备的情
况下，通过APP商店(例如苹果App Store、Google Play、
亚马逊AppStore)即可获取来自不同提供商提供的不同
资源。用户的方便获取方式以及自由的选择为APP的
运营创造了良好的竞争模式。这种模式为教育APP的
推广、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极大地便利。

三、教育APP的建设机制

学习资源的发展，首要的是资源建设。目前，教
育APP的建设主要由公司、教育科研机构、政府，或
者其他从业人员来完成。从当前的状况来看，已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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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以公司为主体、教育科研机构为先导、政府为引
领、个人开发做为有益补充的良好发展态势。

(一)公司成为教育APP的建设主力
不同规模的IT公司、教育产品公司目前是教育

APP的开发主力军。巨大的在线教育市场发展空间
驱使众多公司，包括非教育产品公司开始关注，
并投入到教育APP的资源开发中。这些公司包括了
一些传统的具有很强技术实力的IT业界大公司，如
Google公司、百度公司等，也包含了之前的开发基
于PC机教育产品的公司，如Blackboard等。同时，
还有很多获得巨额融资的新兴公司，例如Canvas公
司、我国的猿题库等。这些公司的大量投入，为教
育APP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力，对推动基于教育
APP的移动学习资源建设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

公司作为教育APP开发的主力军，有其必然的
优势与不足。优势在于有相应的人力、资金与技术
做支撑与保障，产品开发速度快，能在较短时间投
入市场。但其先天的不足，则是公司以盈利为目
的，只要能够占领市场份额，满足市场需求，就会
投入开发。但其产品质量良莠不齐，而且这些产品
并非都符合学习规律，并非都具有教育价值。

(二)教育科研机构积极探究教育APP的设计与
应用

教育科研机构长期从事教育的科学研究工作，
了解学生的学习规律、认知发展特点，同时通过反
复的实验研究，探索将信息技术与教育进行深度融
合的方法。相对于公司而言，教育科研机构积极
探索教育APP的设计与应用，探究如何面向不同学习
者，根据不同年龄、学科特点设计APP，以及如何进
行教育教学应用。教育科研机构应与公司合作，一方
面可以将科研机构中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另一方
面则可以借助公司的人力、技术与资金力量，设计开
发出符合学习规律与认知特点的教育APP产品。

(三)政府的政策与基金投入作为引领
各国政府无论是资金的投入、政策的支持，均对

资源建设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与导向的作用。
1.制定政策引领教育APP开发
在教育APP市场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为指导教

育APP从业者能够开发出有效的教育APP，2015年4
月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发布了《教育技术开
发人员指南》，从教育APP的建设规范、市场的切
入点、产品设计、获取资金的途径、到如何与用户
沟通、以及教育APP在教学中的应用情境进行了权
威阐述[5]。美国教育部的这一举措为教育APP开发
者提供了很好的政策指引与开发建议，对于进一步
规范与促进美国教育APP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资金的投入推动教育APP发展进程
为促进阿拉伯地区的教育信息化进程，阿拉伯

科教文组织启动了ALECSO APPs项目，专门为阿拉
伯地区各个国家的教育APP开发、应用及推广建立提
供服务平台与技术支持。该项目由三个部分构成：
ALECSO APPs商店，ALECSO APPs编辑与ALECSO APPs
资助。其中，ALECSO APPs商店为教育APP的开发者
和使用者搭建了沟通的平台，支持开发者上传APP以
及使用者进行APP的下载；ALECSO APPs编辑部分，
则支持非专业技术人员对APP进行开发和编辑，降低
了APP开发的门槛，为教育APP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
支持；ALECSO APPs资助则是为激发开发教育APP的
积极性而设置的奖励机制。此外，ALECSO APPs项目
还为阿拉伯地区的教育APP开发者提供支持与帮助，
这对于促进和引领青年人进行教育APP的开发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6]。

3.政府主导多方联合解决教育领域的社会性问题
政府站在国家的高度，可以联合教育科研机

构、公司等多方共同进行教育APP的设计与开发，
用以解决国家在教育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社会性问题。

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英国有近500万成
年人存在文字障碍，1600百万成年人数学水平较低，
进而导致这些人不能很好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为
提高英国公民的整体数学水平，2013年12月，英国
商业创新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UK government)投资20,2392美元，联合博尔顿大
学以及一家运营社交媒体的机构启动了“数学无处不
在(Maths Everywhere)”项目。该项目意在通过设计与
开发专门用以提高英国各年龄阶段人数学能力的教育
APP，用以帮助提高英国公民的整体数学水平[7]。

同样，为提升学生的公民意识，普及美国学生
对国会的了解，2015年10月，美国国会图书馆联合
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新媒体罗伊茨中心以及玛茨雷
恩公司，用2年的时间开发开发促进K12学生了解
国会知识与公民意识等的教育APP。该项目将结合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包括文档、照片、公
告、音频与视频资源)，开发教育APP，以培养学
生的公民意识，使学生知道国会如何有效运作，以
及了解对于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国会通常的解决方
案。其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政府代表中心获得美
国国会图书馆的315000美元的资助[8]。

加拿大政府也投入资金进行教育APP开发。受
加拿大工业研究援助计划支持的加拿大国家研究
委员会(NRC-IRAP)与Mathtoons Media公司合作，
计划开发数学和科学学科的教育APP。这项目由
NRC-IRAP提供咨询服务，并投资221000美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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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toon公司，花费为期一年的时间，开发能够支
持教师协同著作以及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教育
APP。该项目目的在于促进加拿大西部教育的发
展，例如促进学生能够更具个性化地、灵活地学
习，以及开发支持教师能够共同协作开发教育APP
的工具，并最终促进STEM学习[9]。

(四)教育APP的个人自主开发作为有益补充
APP的开发可以在基于Android、IOS等移动

终端的操作系统之上进行原生系统开发，或使用
HTML5进行开发。这些开发方法都需要开发人员
为专门的编程人员，并具备一定的编程基础。除
此之外，一些开发工具降低了APP的开发门槛，使
得不具备编程经验的人，甚至是中小学生，也可
以进行APP的开发。例如MIT大学的APP Inventor，
可以使开发者无需具备编程基础，而采用类似搭
积木的方法完成Android程序开发。这些工具使得
APP开发门槛降低，允许更多人参与到APP的开发
与制作中，扩大了开发队伍。更多的人可以依据
个人的实际需求，以及教育理念设计与制作教育
APP，进一步丰富教育APP资源，使得教育APP可
以更加多元化地发展。

综述所述，我国教育APP的有效建设，应充分
发挥不同建设者的各自优势。多方建设者应积极合
作，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国家政府占据国家全
局的高度，应从教育APP的规范建设、相关政策制
定方面，对整个国家的教育APP建设进行引领和指
导，并且应与公司或科研机构联合，承担面向解决
公共教育问题的APP建设；各大教育APP公司应加
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相互融合，借助研究机构的科
研力量进一步完善教育APP产品，使其不仅满足市
场需求，而且能够符合教与学的规律；科研机构在
探索教育APP的设计与应用的同时，多与公司合作
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落地”，并用实践进行进一步
的检验与完善。自主开发的教育APP大多直接来源
于教师和学生，更能体现实际的个性化需求。这部
分产品会成为整个教育APP的有益补充。

四、教育APP的推广与监管机制

资源的监管与推广在资源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良好的监管与推广机制，有助于资源的进一步
发展。作为新型的学习资源，教育APP在监管与推广方
面，特别是在监管方面还处在不断尝试与探究阶段。

(一)教育APP的推广机制
1.教育APP的推广现状
目前，APP产品推广的主要途径是各个运行于智

能终端的应用商店。生产者将APP上传到不同的应用商

店，用户点击应用商店，进行浏览或查找，下载相应
APP并使用。现有的三大应用商店为苹果APP Store、亚
马逊的Amazon Appstore以及谷歌的Google Play Store。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APP(例如体育、医疗、健康健
美、娱乐等)而言，教育APP有其独有的特性。最显著
的一点，即教育APP具有很强地指向性。教育本身是
一个巨大的门类，囊括了纷繁复杂的不同学科。不同
的教育APP，其功能不同，所指向的适用人群也各不
相同。对于某一款教育APP，有其特定的适用对象。
因此，在整个“教育”类别中，教育APP数量庞大。
在几个主要的APP应用商店，就有超过150000个教育
APP。将如此庞杂的众多APP放在一起，让教师或者
学生自己去浏览和查找，无疑对于教育APP的推广和
进一步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为进一步对教育APP
进行甄别，英国推出了教育APP商店(Educational APP 
Store)网站。该网站依据英国的课程标准，对经过该网
站审核认证的教育APP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为用户
快速找到符合其需求的教育APP提供了快捷通道。此
外，该网站不仅有来自开发商对每个APP的介绍，还
有一线教师对APP的评价。这些内容为用户选择APP
提供了有意的参考。目前，教育APP商店网站已经有
来自5个州的教育APP开发商与其合作，有超过8500个
英国学校加入其联盟。

2.我国教育APP有效推广的建议
目前，我国教育APP的推广主要依赖APP商店，

尚未形成有效的推广机制。一方面，教师和学生较难
在各大APP商店中快速搜索到符合满足需求的产品；
另一方面，还有不少人不知道如何搜索和使用APP。
为进一步推广教育APP，建议采用以下方式：

(1)建立专有平台整合各类教育APP
现有的教育APP分布在各大APP商店，且没有

细化分类。用户只能依靠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
建立专门的网站或APP，以我国课程标准为分类依
据，整合现有各大APP商店的各类教育APP，并对
其功能、特性等进行介绍。这样，用户可以根据不
同年龄，不同学科等信息，迅速定位到能够符合用
户需求的教育APP。

(2)加大教育APP应用与开发的培训力度
借助教师培训，进行教育APP应用与开发的讲

授，是一种推广教育APP的有效途径。在培训过程
中，授课教师可以将优秀的应用案例或开发工具介
绍给受训教师。这些教师可以进一步再扩散给校内
的其他教师。

(3)举办各级别教育APP设计与应用大赛
各级别的教育部门，可以组织教师进行教育

APP的设计与应用大赛。一方面促进了教育APP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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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推广，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教师将设计与应用教
育APP的热情。可以采用公开参赛作品，用户自主
评价等评价模式。通过公开参赛作品，不同教师之
间可以互相学习，对进一步促进教育APP的设计与
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教育APP的监管机制
1.教育APP的监管现状
目前，APP的获取途径主要是通过各个APP应

用商店。因此，对于APP的监管，也主要是由各个
应用商店进行把控。就安卓APP而言，由于基于安
卓的应用商店较多，不同应用商店的监管力度也各
不相同，因此其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相比较而言，
苹果的APP商店的监管相对比较完善。

伴随APP的飞速发展，也随之出现了诸多的
APP乱象，如手机病毒、用户信息盗取、恶意传
播、流量损失、恶意扣费等等。APP市场的监管已
经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性问题。如何对如雨后
春笋般迅速发展的APP进行监管，已经引起了各个
国家的关注。就我国而言，工信部在2013年11月发
布了《关于加强移动智能终端进网管理的通知》，
根据要求，手机厂商预装软件必须经过工信部的审
核，并要求手机厂商不得安装未经用户同意、擅自
收集、修改用户信息的软件，以及给用户造成流量消
耗、费用损失、信息泄露等不良后果的软件。北京市
也正在研究制定《北京市APP应用程序公众信息服务
发展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市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
服务发展管理暂时规定实施细则》《北京市互联网新
技术新业务审批暂行办法》等系列法规。

相对其他类别的APP而言，教育APP的监管问
题更加严峻，学生在使用APP时，如何保管学生的
个人隐私，以及如何确保网络安全，都有待相关部
分进一步进行规范。此外，教育APP的监管还存在
着对教育内容的监管问题。如何保证教育内容的正
确性、科学性、合理性，仅仅依靠APP应用商店是
较难做到的。

2.我国教育APP的监管建议
在规范APP市场的同时，对于教育APP，建议

目前较好的做法，是采用第三方认证的方式。英国
的教育APP商店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建立专有的教
育APP平台，对于其网站上的每个教育APP，他们
都邀请专业专家或一线专业教师，对教育APP其进
行严格把关与认证审核，特别是审核教育APP中内
容的正确性、科学性、合理性等。只有通过审核和
认证的APP才能够出现在教育APP平台网站上。用
户可以放心地通过这个专门的平台使用教育APP。

五、教育APP的应用模式

随着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人们已经对学习环境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即
构建智慧学习环境，以满足教师和学生发展的需
要。智慧学习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教学方式、
学习方式、资源、工具、学习社群、教学社群六
个方面[10]。如今智能移动终端的迅猛发展与普及，
使得教育APP能够很好地对智慧学习环境的构建与
应用给予有力的支撑。下面从智慧学习环境的构
成要素中的教学方式、学习方式、资源、工具、社
群五个方面阐述教育APP的应用模式。

(一)获取学习过程数据以进行学习活动的干预
获取学习过程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习

活动的设计与干预，是目前新型教学模式的显著特
征之一。学习过程数据包括课外以及课堂上每个
学生认知水平数据的获取。近几年广受欢迎的翻
转课堂，以及重新引起学者关注的信息技术支持的
精准教学等教学模式[11]，能够成功开展的关键节点
之一，都是以学生的学习过程数据为基础的。因
此，如何获得过程数据，特别是在课堂上获取这些
数据，成为这些教学模式能否深入开展的关键。教
育APP凭借其便携性、简单的交互性等显著优势，
以及移动网络通讯等技术“走进了”课堂。通过
APP，教师可随时获取每个学生的学习过程数据。

目前，已有多款教育APP能够支持教师分发作
业或测试、学生提交，同时教师端可实现数据的
获取，并进行统计与分析。例如GoogleClassroom、
Blackboard、ClassDojo、Edmomo等教学管理系统，
均支持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跟踪记录，对获取与
分析学习过程数据提供了很好的支持。Plicker则是
通过扫描学生手中的纸质卡片获取并统计学习信
息，大大地降低了成本而广受教师欢迎。

(二)方便的交互方式促进群体协同知识建构
学习环境的变迁，势必引起学习方式的变革。

智慧学习环境下学习方式的典型特征之一是群体协
同知识建构。群体协同知识建构，无论是在面对面
的课堂，还是基于网络的虚拟学习空间，都需要借
助信息化工具作为支撑。借助信息化工具，一方面
用于个人成果的生成与呈现，另一方面用于群体的
协同建构与分享。Padlet、Post-it Plus、Mindomo、
Edmodo等教育APP均支持群体系统知识建构。以
Padlet为例，用户可通过拖拽、拍照、扫描等多种
交互方式生成包含视频、音频、文本等多种媒体形
式的个人作品，同时支持群体进行协同知识建构。
Dewiit等研究者将Padlet应用于课堂教学，用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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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学生的协同知识建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2]。
还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学生在使用基于
iPad或手机的Edmodo进行协同知识建构，能更好地
促进学生对协作学习的体验[13][14]。

(三)智能认知工具支持学生的主动探究与假设
检验

认知工具是学生进行主动探究与假设检验的
必要工具。借助认知工具，学生可以自己动手进行
探究，并将自己的假设进行大胆尝试，这对于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借
助智能移动终端的触屏技术，学生可以方便快捷
地进行主动探究和假设检验。例如Desmos Graphing 
Calculator，这款APP能够依据学生输入的方程，生
成相应的图形。学生可以随意在APP中调整方程参
数，而图形随之进行相应变化。学生可以根据参数
与图形之间的关系，探究相应的知识，并进行相关
知识的假设检验。

(四)实时的社交功能加强了社群之间的沟通与
分享

网络社群的沟通与信息分享，无论对于教师
的教学、学生的学习，还是家长对学生情况的实时
了解，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运行于智能移动终
端的教育APP，更是由于其便携的特性，进一步促
进了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家校之间的
沟通。例如我国的学乐云教学，为校内教师之间、
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用
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等进行交流。Edmodo、
classDojo等APP则同时支持家长对学生的学习记录
进行查看，以便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五)简单的学习资源生成与获取方式进一步促
进知识的传播与共享

1.学习资源生成工具
资源共享的前提是学习资源的生成，包括视频

资源、音频资源、动画等各种多媒体资源的生成。
对于视频教学资源的制作，除在电脑上可以完成
外，也可以通过APP生成。Knowmia是一款运行于
智能移动终端的支持教学视频资源制作的工具。通
过Knowmia，教师可以随时随地非常方便地按照自
己的教学设计，录制教学视频，并分发给学生。此
外，Tellagami、30Thands、ABCya Animate、Do Ink 
Animate and Draw等多款APP均支持语音、动画等学
习资源的生成。学生甚至是幼儿园的孩子也可以借
助这些工具生成自己的故事，并视频进行发布。

2.资源管理与获取平台
除面向课堂进行学习资源的获取与管理的平

台之外(例如GoogleClassroom、Blackboard等)，MOOC

平台是提供优质学习资源管理与获取的典范。各
大MOOC网站都推出了APP版(例如Coursera推出的
APP——Coursera、我国的MOOC APP——学堂在
线、中国大学MOOC等等)。世界各地的用户均可通
过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相应APP，参加MOOC学习，
实现了随时随地学习。

六、总结

如今，教育APP的迅猛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教育APP不再仅仅是学校课堂外学生学习的助
手，而已经成为了促进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入融合
的有力“神器”。但作为一种新型的移动学习资源，
无论在资源的建设机制、监管与推广机制，还是教学
的应用模式方面，都还处于不断尝试与探索阶段。本
文结合当前国内外教育APP的发展现状，从资源的建
设机制、监管与推广机制、教学应用模式四个维度，
对教育APP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究。相对于国外教育
APP的发展来看，我国教育APP的发展无论在覆盖领
域，还是在深入程度等方面相对滞后，对我国教育
APP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政府对教育APP的支持与引领
目前教育APP的建设主力为各大公司，他们多

以盈利为目的，其设计和开发的教育APP并不能从
国家的整体利益层面出发。但就一个国家而言，在
教育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社会性公共问题。为
此，政府应该借助有着具有很大普及率的设备——
智能移动终端，根据具体的社会性问题，开发教育
APP，用以解决教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提升全体
公民的整体素质。

(二)扩大教育APP开发的覆盖领域
目前，我国的教育APP涉及的领域和功能相

对较窄，多集中在幼教类、外语学习类、考试类
等。面向中小学教育的，则集中在题库类、作业
类等。现在，已有不少平台类的教育APP逐渐进
入了课堂，但是相对地支持学生具体学科学习
过程的教育APP相对较少。在教育APP的开发方
面，应进一步扩大教育APP开发的覆盖领域，这
样才能使我国的教育APP真正走进课堂教学，走
进学生的学习。

(三)加强教育APP的监管力度
尽管目前APP市场乱象横生，但毕竟教育APP

是关系到国家下一代发展的问题。因此，教育APP
的监管问题不容忽视。一方面可出台相应的政策
法规，联合APP应用商店对教育APP进行有力的监
管，另一方面可借助第三方平台进行权威的审核与
认证，以保证教育APP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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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教育APP的应用培训与推广
在我国的教育一线，教育APP的应用还远未达

到普及的程度，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很多
教师还未曾接触过教育APP，更不知道如何其进行
教学应用。因此，在对教师培训的中，应着重加大
教育APP的相关培训力度，这对于教育APP在我国
的应用和推广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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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obile Learning Resources
—the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Model of Educational APP

Ma Yuhui, Zhao Le, Li Nannan, Wang Shuoshuo

(Educational and Sports Science College,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121000)

Abstract:As the rapid developing of intelligent mobile terminal, and with the penetration, the new emerging mobile learning 
resources—educational APP, appear in large numbers. Educational APP is popular with number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mpared 
with other mobile appear in, educational App is walking into the classrooms and students’lives relied on its portability, intelligent, 
good interaction. And it promote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Researching the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al APP is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history of mobile learning resources firstly, the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ases of educational apps, educational apps’ mechanism of constructing,extension,monitor,and applying are described. Finally, the 
suggestion of educational apps in China is provided.   
Keywords:Educational APP;Mobile Learning Resources;Mobil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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