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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智慧课堂概述



两种视角

相对于 “传统课堂”

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实现

课堂教学的信息化、智能化，

构建富有智慧的课堂教学环境

信息化
视角

教育
视角

相对于“知识课堂”

课堂教学是以“智慧”为核心

的综合素质培养与生成的过程，

根本任务是“开发学生的智慧”



概念与定义

智慧教育就是要培养学习者的学习智慧，使其朝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特点创建智慧型的学习时空环境。

（祝智庭等，2012）



概念与定义

智慧课堂是指以培养学生智慧能力为根本目标的，以信息技术为决定力量的，

以改革学与教方式为根本途径的新型课堂。（唐烨伟等，2014）



概念与定义

智慧课堂应在新技术环境下，以培养学生智慧能力为目标，利用创新变革的

教学模型构建轻松、愉快、个性化、数字化的新型课堂。（庞敬文等，2015）



政策支持

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以建设、应用和共享优质数字教育

资源为手段，促进每一所学校享有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培养学生信息化环境

下的学习能力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

培养创新人才对我国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而信息技术对教育发

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在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方面

具有重大支撑作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政策支持

主要任务：创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与应用模式，从服务

课堂学习拓展为支撑网络化的泛在学习。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的融合发展，从服务教育教学拓展为服务育人全过程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要运用信息技术来设计和推进“教改”、“课改”，促进教学方法、

管理模式以及教育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以教育信息化支撑人才培

养和创新创业，推进教育现代化目标实现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

《巩固成果 开拓创新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

（刘延东）



发展历程

（唐烨伟等，2014）



发展历程

总体上看，技术进入课堂，经历了“教师视角为主（教师习惯怎样教）——

内容视角为主（内容适合怎样讲）——学生视角为主（学生需要怎样学）”

的发展历程，逐步实现课堂智慧化。



PART 
02智慧课堂特征



技术-学习维度下的智慧课堂特征

• 智能跟踪学习过程，实现个性化学习

• 丰富的学习资源与模拟真实情景结合，利于创造化学习

• 数据挖掘算法进行精确的行为数据分析，发现薄弱点，

实现深度学习

• 推荐算法，实现内容定制，助于思维发展

（李祎等，2017）



智慧课堂特征

有效互动

快速反馈

个性化推荐



智慧课堂特征

个性化推荐

有效互动

• 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

• 借助平台或移动设备课外交流

• 借助云端平台协作完成任务，展示成果



智慧课堂特征

个性化推荐

快速反馈

• 课前预习测评与反馈、课堂实时检测评价与即

时反馈、课后作业评价及跟踪反馈

• 依靠数据精准地掌握学情，教学决策数据化

• 重视过程性评价，重构教师与学生评价体系



智慧课堂特征

个性化推荐

• 教师教学模式与资源推荐

• 智能化地推送针对性的学习资料，满足学习者

富有个性的学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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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课堂模式

对智慧课堂模式的研究有教学系统、工具使用、技术支持这三个角度，对应

的智慧课堂模式分别为教学系统联结的智慧课堂、移动设备贯穿的智慧课堂

和多技术支持的智慧课堂。



教学系统角度——教学系统联结的智慧课堂

强调物联网的“智能化”感

知特点，认为“智慧课堂”

是基于物联网和智能终端等

技术的智能化课堂

（毛沛勇等，2014）



工具使用角度——移动设备贯穿的智慧课堂

强调“移动化”智能终端应

用，提出建立基于电子书包

等智能终端的“智慧课堂”

系统，为师生提供一种高效

的教与学模式

智慧课堂系统教学模型

（林利尧，2013）



技术支持角度——多技术支持的智慧课堂

强调技术支持的课堂目标分析，

认为“智慧课堂”应以有效促进

智慧能力培养为目标，基于信息

技术的支持，将技术融入课堂教

学中，构建个性化、智能化、数

字化的课堂学习环境

（庞敬文等，2014）

信息技术智慧型应用层次——

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去构想该

有什么样的知识能够解决这个问

题，教育最高的境界是让孩子有

智慧、技术可以支持智慧提升,技

术是学生构想和验证知识的工具



智慧课堂模式

强调物联网的“智能化”感

知特点，认为“智慧课堂”

是基于物联网和智能终端等

技术的智能化课堂

强调技术支持的课堂目标分析，

认为“智慧课堂”应以有效促进

智慧能力培养为目标，基于信息

技术的支持，将技术融入课堂教

学中，构建个性化、智能化、数

字化的课堂学习环境

强调“移动化”智能终端应

用，提出建立基于电子书包

等智能终端的“智慧课堂”

系统，为师生提供一种高效

的教与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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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课堂构建

• 校园局域网，配备了多台高端服务器

• 每间教室安装两台高端AP，校园无线网

络全覆盖

• 教室多媒体采用最先进的激光投影仪，电

子白板

• 教师端人手一台平板电脑，学生配备手持

终端（PAD)

• 教育云平台教育软件与应用

（石奎等，2018）



智慧课堂实现方式

在校--实际课堂

在线--虚拟课堂



智慧课堂教学流程

• 实际课堂与虚拟课堂

• 虚拟课堂中，课前部分实时数据较难获得，大多数情况下会

依据前一轮学习的结果进行分析与设计

• 但虚拟课堂利于收集数据，通过各种学习分析系统，进行教

育数据挖掘，得到具有更加广泛应用意义的结果

（聂胜欣等，2017）



智慧课堂教学流程

• 翻转课堂

• 在课前通过微课形式学习知识点后测评，课中通过

任务等实现知识的内化

• 即使当前的实际应用中很少是将所有知识点都在课

前自学，但在课前都会检测学过的相关知识点掌握

情况，并与简单的新知识要点进行联系

（卞金金等，2016）



与一般教学流程对比

（庞敬文等，2016）



（庞敬文等，2016）

与一般教学流程对比



与一般教学流程对比

（庞敬文等，2016）



与一般教学流程对比

对比一般教学，智慧课堂融入了先进的技术与应用，因而能够丰富教学流程，

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够更好地实现以学生为主体，学生需要完成的任务与活动

形式也更为多样化



实现案例

（庞敬文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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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智慧课堂研究热点

• 使用citespace工具，对2014-2018年发表的主题为“智慧

课堂”的CNKI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分析

• 聚类结果

• 智慧：#1智慧，#5智慧教育， #2智慧教室

• 科技：#9应用，#4投影机，#7智能手机

• 中学教学：#8高中物理，#0中学生，#10中等学校，#6信

息技术，#3课堂教学



国外智慧课堂研究热点

• 使用citespace工具，对2014-2018年发表的主题为“智

慧课堂”的WOS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分析

• 聚类结果

• 教育：#1小学，#3大体解剖学， #13代数

• 教学模式：#0翻转课堂，#3基于数字游戏的学习，#10

学习通用设计， #8虚拟课堂

• 技术支持：#2 #0 科学探究，#5课堂反应， #7信息和通

信技术



国内外智慧课堂热点对比

国内智慧课堂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中学，技术

与工具使用的重点在于课堂环境的构建与教学

过程支持

国外智慧课堂的研究重点在小学，教学模式更为

多样化所需的技术性更强，同时科技使用所支持

的数据统计与分析也更为细致



国内智慧课堂发展存在问题与建议

• 技术性还不够高，数据不够全面，反馈结果信效度不高；未来可以应用

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更多收集与利用行为数据

• 教学模式较为传统，教学流程较为单一；未来可以更多地与游戏化教学

等等其他教学形式相融合



国内智慧课堂发展存在问题与建议

• 对教师关注度不足；未来的理论与实践可以更多地关注教师备课、课堂

表现、评价等方面

• 更多注重知识的学习；未来智慧课堂中应重视到对学生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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