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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信息化学习理论 

1. Connectivism（联通主义理论） 

2. Informal Learning（非正式学习理论） 

3. Situated Learning（情景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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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nnectivism 

 西门思认为：联通主义是一种经由混沌、网络、复杂
性与自我组织等理论探索的原理的整体1。 

1 Connectivism: A Learning Theory for the Digital Age [J].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distance learning, 2005,2(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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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nnectivism 

关联主义原理： 

 学习与知识建立于各种观点之上。 
 学习是一种将不同专业节点或信息源连接起来的过程。 
 学习可能存在于非人的工具设施中。 
 持续学习阿的能力比当前知识的掌握更重要。 
 为促进持续学习，需要培养与保持各种连接。 
 看出不同领域、理念与概念之间联系的能力至关重要。 
 流通（精确的、最新的知识）是所有关联主义学习活动
的目的。 
 决策本身是一种学习过程。选择学习内容，根据不断变
化的实际情况理解新信息的意义。随着影响决策的信息的
改变，今天正确的答案到了明天就可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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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formal Learning 

2007年OECD 关于正规、非正规与非正式学习的界定中，
认为：非正式学习是没有经过组织，没有呆板课程的一种
学习，通常是一种经历学习。是一种自发的学习方式。 

加拿大学者希瑟和萨拉认为人从出生就开始学习， 非
正式学习是人学习历程中的第一种学习方式。在完成正规
的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进入职场后，人仍然需要学习，而
且更多地采用非正式或非正规的学习方式1。 

1 Heather L. Ainsworth, Sarah Elaine Eaton. Formal，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in the Science[R].Calgary: Onate Press，201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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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formal Learning 

他们认为从科学教育领域描述了非正式学习的特征为： 

（1）学习不是发生在一个正式的地方，学习是随时随
地的 

（2）领导学习很可能是跟学习者和亲近的人（学习者
的祖父母、父母或朋友等） 

（3）非正式学习在高中在学校学习期间经常被忽略。
这种学习方式是最难被量化或追踪的，但对青年人的认知
发展是很重要的。 

（4）科学专业协会坚持给会员提供野外经验，这种在
职或者手把手学习的经验也算是非正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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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tuated Learning1 

情境认知观点认为：认知过程是由情境建构指导和支持的，
个体的心理通常在情境中进行活动。 

情境（context）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物质的或任务方
面的；环境的或生态的；社会的或互动的。 

情境理论认为认知是：社会的；寓身的；具体的；情境的 

1Chris SHALTRY,Danah Henriksen Min Lun Wu & W. Patrick DICKSON.Situated Learning with Online Portfolios, Classroom Websites 

and Facebook[J].TechTrend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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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信息化学习理论 

1.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 

2. 数字化学习理论 

3. 协同学习理论 

4.移动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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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克抗教授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认
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定义或内涵为：信息技术与课程
整合，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
程来营造一种信息化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
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
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从而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
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
教学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由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转
变为“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结构1 。 

其内涵包括三种基本属性：①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
②实现新型教与学方式③变革传统教学结构。 

1 何克抗.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 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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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化学习理论 

李克东教授提出的数字化学习理论是指学习者在数字
化的学习环境中,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以数字化方式进
行学习的过程。 

数字化学习包括数字化学习环境、数字化学习资源和
数字化学习方式三个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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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克东的“数字化学习理论” 

李克东教授在《数字化学习(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
合的核心》一文中提出了数字化学习策略： 

利用数字化学习环境和资源： 

（1）创设情境培养学生观察、思维能力； 

（2）借助其内容丰富、多媒体呈现、具有联想结构的特点,培养学
生自主发现、探索学习能力； 

（3）借助人机交互技术和参数处理技术，建立虚拟学习环境，培养
学生积极参与、不断探索的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4）组织协商活动,培养合作学习精神； 

（5）创造机会让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表述观点思想，形成个性化的
知识结构； 

（6）借助工具平台，尝试创造性实践，培养学生信息加工处理和表
达交流的能力； 

（7）提供给学习者自我评价反馈的机会。通过形成性练习、作品评
价的方式获得学习反馈，调整学习的起点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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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祝智庭的“协同学习理论” 

祝智庭教授及其团队认为，协同学习内涵与一般的协作学
习或合作学习有本质上的差异，“协作学习”或“合作学习”
是指小组学习的各种不同形式，其内涵主要涉及学习过程的
策略与方法。而协同学习是指通过对学习技术系统中各个组
成要素之间的协同关系与整合，以使教学获得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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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荣怀的“移动学习理论” 

黄荣怀教授在梳理各类阐述的基础上，归纳出移动学
习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移动学习不仅仅是使用可便携设备的学习，也应
该强调是发生在情境上的学习； 

（2）移动学习不是一种孤立的学习方式，应该同其他
的学习方式混合； 

（3）移动学习不应该仅仅意味着向小的屏幕呈现或输
送内容，也要关注对于学习发生的促进。 

基于对上述移动学习概念内涵的理解，他们认为：移
动学习是在非固定的、非预先规划的时间和地点的非正式
场所，利用移动设备与虚拟的和物理的世界交互发生的个
人的、协作的或者混合方式的任何学习.也包括正规场景，
利用移动设备促进个体探究和协作。 



二、信息技术支持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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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支持的学习方式 

个别授导 

个别授导是经典的CAI模式之一，此模式试图在一定程度
上通过计算机来实现教师的指导性行为，对学生实施个别化
教学，其基本教学过程为：计算机呈现与提问——学生应
答——计算机判别应答与反馈。 

分布式学习 

分布式学习指的是利用各种手段（包括技术）来实现学
习的任何教育或培训经验。它可以产生有意图的学习结果，
也可以产生偶然的学习结果；可能被时间限制或空间限制所
分开，也可能被时空限制所分开。分布式学习包括（但不限
于）远程学习和在线学习。分布式学习往往无需考虑学习环
境位于何处也可以消除时间方面的障碍（Oblinger, Barone, 
& Hweking,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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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支持的学习方式 

PBL（基于项目的学习） 

基于项目的学习以由学生发起的项目活动为整合的核
心，是整合的最高程度，学科领域的学习完全从属于独立
的学生项目。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信息技术作为研究的工
具、作为提高效能的工具、作为合作交流的工作、作为问
题解决的工具，全面地融合在项目活动中，成为连接整合
单元的不可缺少的要素。 

操作与练习 

操作与练习是发展历史最长而且应用最广的CAI模式，
此类CAI并不向学生教授新的内容，而是由计算机向学生
逐个呈现问题，学生在机上作答，计算机给予适当地及时
反馈。运用多媒体，可将许多可视化动态情境作为问题的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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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支持的学习方式 

探险学习 

探险学习就是通过课堂之外的探险活动的引人，为学习
者创造出身临其境的第二课堂，并以其强大的情境性和吸引
力，激发学习者内在的学习动机和建构知识的探索欲望，并
为这种探索提供支持，帮助学习者完成基于当地的探险学习。
探险学习虽然也包括了学习者身临其境的实际探险，但主要
是指在信息技术支持下进行的学习活动。事实上，按照
CEOSonnyKirkley博士的理解，探险学习主要是指将遥远的
探险活动引人课堂，从而激发学习者自己的探险活动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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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支持的学习方式 

WebQuest  

WebQuest创始人伯尼•道奇等人将 WebQuest定义为：一
种以探究为取向、利用因特网资源的课程单元教学活动，在
这种活动中，学生使用的全部或大部分信息都是从网上获得
的。在这类课程计划中，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特定的假想情
景或者一项任务（通常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一个需要
完成的项目）；课程计划中为学生提供了一些网上的信息资
源，要求学生通过对信息的分析与综合来得出创造性的解决
方案。为了便于开展这种教学活动，WebQuest 还要为教师
提供了固定的设计模板和有关的规则及指导，使教师们不需
要从头学习设计，因而操作性强，容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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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支持的学习方式 

探险学习 

探险学习就是通过课堂之外的探险活动的引人，为学习
者创造出身临其境的第二课堂，并以其强大的情境性和吸引
力，激发学习者内在的学习动机和建构知识的探索欲望，并
为这种探索提供支持，帮助学习者完成基于当地的探险学习。
探险学习虽然也包括了学习者身临其境的实际探险，但主要
是指在信息技术支持下进行的学习活动。事实上，按照
CEOSonnyKirkley博士的理解，探险学习主要是指将遥远的
探险活动引人课堂，从而激发学习者自己的探险活动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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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支持的学习方式 

适应性学习12 

适应性学习是一种着眼于个体差异的学习,是让学习环
境、学习内容、学习活动来适应每个人不同特点的高度个
性化的学习过程。适应性学习支持系统则是针对个体学习
过程中的差异性而提供适合个体特征的学习支持系统。它
是“一种基于观察学习者的学习偏好、以获得最好的学习
效果而进行动态组织的智能系统”。 

1 Sonwalkar N.Adaptive Learning:A Dynamic Methodology for Effective Online Learning. Distance Learning . 2007 

2 张家华,张剑平.适应性学习支持系统：现状、问题与趋势[J]. 现代教育技术. 2009(02) 



三、典型的信息技术支持的 
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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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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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界定 

黄荣怀教授等人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认为移动
学习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移动学习不仅仅是使用可便携设备的学习 ，也
应该强调是发生在情境上的学习； 

（2）移动学习不是一种孤立的学习方式 ，应该同其
他的学习方式混合； 

（3）移动学习不应该仅仅意味着向小的屏幕呈现或输
送内容，也要关注对于学习发生的促进。 

基于对上述移动学习概念内涵的理解，他们认为：移
动学习是在非固定的、非预先规划的时间和地点的非正式
场所， 利用移动设备与虚拟的和物理的世界交互发生的
个人的、协作的或者混合方式的任何学习。也包括正规场
景，利用移动设备促进个体探究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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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生的条件 

以真实问题 

为起点 

以学习兴趣 

为动力 

以学习活动的体

验为外显行为 

以分析性思为 

内隐行为 

以指导+反馈 

为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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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特征 

（1）便捷性的学习工具、灵活性的学习环境，提供随时
随地的学习空间； 

（2）自主性、个性化的学习方式； 

（3）以知识导航为特征的、提出问题解决方案为目的的
学习任务； 

（4）学习活动更具有情境性，资源丰富并以真实情境作
为学习隐喻； 

（5）以群体协作和个体探究学习为典型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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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移动活动设计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模型(MLAD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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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外移动学习案例分析 

日本英语移动学习项目(Narikiri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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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外移动学习案例分析 

日本英语移动学习项目(Narikiri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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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外移动学习案例分析 

日本英语移动学习项目(Narikiri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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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外移动学习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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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内移动学习案例分析 

掌上思维英语（Mobile Mind English，简写为 MME） 

学习材料的组成： 

多媒体学习资源 

学习手册  

教师手册 

家长手册 



信息时代的学生与学习方式 

6.国内移动学习案例分析 

 掌上思维英语（Mobile Mind English，简写为 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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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问题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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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界定 

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 - based learning，PBL）
是把学习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让学生
以小组合作形式共同解决复杂的、实际的或真实的问题，
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发展解决问题能力的
一种学习模式。 

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有三大基本要素：问题情境、学
生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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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过程 

教
师
指
导 

信
息
技
术
整
合 

创设问题情境 

指导解决方法 

评价学习作品 

提出反馈意见 

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结果展示 

学习评价 

学生 

学生 

交
流 

讲解学习任务 

信息技术支持的基于问题学习模式 

反馈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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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技术的支持 

信息技术在PBL实施过程中起着关键的支持作用。支持PBL
的信息技术工具主要有信息搜索工具、信息交流/合作工具、
认知工具及评价工具。 

 

信息检索 

工具 

信息交流/

合作工具 

认知 

工具 

评价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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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外基于问题的学习案例分析 

Movement of Vertical Shooting 

教育科学世界大会2009年发表的论文《Implementation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 in 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s: 
An example of movement of vertical shooting》中，
Karadeniz技术大学的Ahmet Zeki Sakaa 和Trabzon Araklı 
Anatolia教师高级中学Ahmet Kuma的对特拉布宗Vakfıkebir高
中15名十年级学生做了一项将PBL运用于合作学习小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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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外基于问题的学习案例分析 

提供问题情境 

界定问题 

形成假设 

确定所需信息 

运用新知识 

抽象概念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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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合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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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界定 

印度NIIT公司2002 年发表在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网站
上的《Blended Learning 白皮书》中教学设计专家们提
出，混合式学习应被定义为一种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
包括面对面、实时的e-Learning 和自定步调的学习。 

克抗教授认为，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就是
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数字化或网络化学习（e-
learning）的优势结合起来。1。 

柯蒂斯·邦克在《混合学习手册》中将混合学习界定
为：面对面教学和计算机辅助在线学习的结合（a 
combination of face to face instruction with 
online learning）2。 

1 何克抗.从Blending Learning看教育技术理论的新发展[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5(09) 

2 詹泽慧,李晓华.  混合学习:定义、策略、现状与发展趋势——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柯蒂斯·邦克教授的对话[J]. 中国电化教育.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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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外混合学习案例分析 

美国Ualbany Suny的课程1 

1邢晓春.美国高校混合学习课程介绍及特点分析——以Ualbany Suny的课程为例[J].中国远程教育,2012(7):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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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混合学习案例分析 

宁夏大学基于混合学习的大学英语教学1 

1侯建军.基于混合学习的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与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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