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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课堂的缘起与背景



智慧课堂的缘起与背景

国家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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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课堂的缘起与背景

➢ 2008 年，时任 IBM 首席执行官的彭明盛（S. 

J. Palmisano）在所作的报告——《智慧地球：

下一代领导议程》中首次提出了智慧地球
（Smarter Planet）的概念。

➢ 2009 年， IBM 发起智慧教育倡导，提出智
慧教育的五大路标 ( Rudd et al．，2009) ，
即学习者的技术沉浸; 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学
习路径; 服务型经济的知识技能; 系统、文化
与资源的全球整合和21 世纪经济发展的关
键作用。

（参考文献：祝智庭,贺斌.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J].电化教育研究,2012,33(12):5-13.）



智慧课堂的缘起与背景

“智慧地球”思想渗透到不同领域中，不断催生出许多新的概念，如智慧城市、智
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水资源、智慧电网、智慧教育等。智慧教育由此演变而来，继
而提出智慧学校、智慧教室、智慧学习等概念，并开始相关的探索与实践。



智慧课堂的缘起与背景

心理学：聪敏、有见解、有谋略。 技术：智能化。

智慧



智慧课堂的缘起与背景

什么是智慧课堂？



智慧课堂的缘起与背景

• 教育视角

• 课堂教学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过

程，而是以“智慧”为核心的综合素
质培养与生成的过程，智慧课堂的根

本任务是“开发学生的智慧”，这里
“智慧课堂”的概念是相对于“知识
课堂”而言的。



智慧课堂的缘起与背景

• 信息化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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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相对
于使用传统教学手段的“传统课
堂”。

➢基于物联网技术应用的。
“智能化”感知特点。

➢基于电子书包应用的。
“移动化”智能终端特点。
➢基于云计算和网络技术应用的。

“个性化”学习应用特点。

（参考文献：刘邦奇.“互联网+”时代智慧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策略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6(10):51-56+73.）



二、智慧课堂的技术支撑

与教学特点



➢ 网络技术

互联网

物联网

➢呈现技术

触屏技术

流媒体

可视化

多屏显示

➢智能技术

学习分析

预测分析

智能代理

人工智能

➢体验技术

AR/VR

人体工程学

富媒体

智慧课堂的技术支撑

➢反馈技术

情境感知

环境控制

交互反馈





智慧课堂的核心特征

SMART 
EDUCATION 

教学决策数据化

资源推送智能化

交流互动立体化

评价反馈即时化

（参考文献：刘邦奇.“互联网+”时代智慧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策略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6(10):51-56+73.）



情景感知

Showing
内容呈现

Testing

Manageable
环境管理

（参考文献：黄荣怀,胡永斌,杨俊锋,等. 智慧教室的概念及特征[J]. 开放教育研究, 2012, 18(2): 22-27.）

智慧教室的概念模型(SMART)



三、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

与方法、策略



三、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与方法、策略

（一）智慧课堂教学流程结构

教师“教”的8个环节和
学生“学”的8个环节以
及它们的互动关系。

智慧课堂教学流程结构理论模型----8+8模式

（参考文献：孙曙辉,刘邦奇.基于动态学习数据分析的智慧课堂模式[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5(22):21-24.）



三、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与方法、策略

课前环节：
1.学情分析：教师通过智慧教学平台提供的学生作业成绩分析， 精确地掌握来自学生的第一手

学情资料，确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2.发布资源：根据教学目标和学情，教师向学生推送富媒体预习内容（微课、课件、图片、文

本等），同时推送预习检测的内容；

3.学生预习：学生预习教师推送的富媒体内容，并完成和提交预习题目，记录在预习过程中的

问题；

4.课前讨论：针对预习中的问题，学生在论坛或平 台上进行相关讨论，提出疑问或见解；

5.教学设计：教师根据学情分析结果，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学生预习检测统计分析和讨论的

情况，修改教学设计方案。

智慧课堂教学流程结构理论模型----8+8模式



三、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与方法、策略

课中环节：
1.课题导入：教师采取多种方法导入新课内容，主要通过预习反馈（对学生提交的预习检测统计分析）、测
评练习和创设情景等方式导入新课程，提示或精讲预习 中存在的问题；
2.展现与分享：学生展现课前自学成果，围绕新课导入进行演讲展示、分享观点，并重点听取在预习中理 解
不透的知识，积极参与课堂教学；
3.新任务下达：教师下达新的学习探究任务和成果要求，并下达任务完成后的随堂测验题目，推送到每 个学
生终端上；
4.合作探究：学生开展协作学习，主要包括分组合 作探究、游戏教学等方式，教师设计活动，为学生分组，
进行互动讨论，学生开展小组协作后提交成果并展示；
5.实时测评和反馈：学生课上完成课程导入和新任务后，进行诊断服务，完成随堂测验练习并及时提交，得
到实时反馈；
6.精讲与点评：基于数据分析，教师根据测评反馈结果对知识点难点进行精讲，对薄弱环节补充讲解，重点
进行问题辨析，通过多样化的互动交流解决学生在新任务中遇到的问题；
7.巩固提升：学生针对教师布置的弹性分层作业和任务，对所学习的新内容进行运用巩固，拓展提升。

智慧课堂教学流程结构理论模型----8+8模式



三、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与方法、策略

课后环节 ：
1.个性化推送：教师依据学生课堂学习情况，针对每个学生发布个性化的课后作业，推送学习资

源；

2.完成作业：学生完成课后作业并及时提交给老师，得到客观题即时反馈；

3.批改作业：教师批改主观题，并录制讲解微课，推送给学生；

4.总结反思：学生在线观看教师所录解题微课，总结所学内容，在平台或论坛上发布感想与疑问，

与老师、同学在线讨论交流，进行反思。

智慧课堂教学流程结构理论模型----8+8模式



三、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与方法、策略

智慧课堂实用教学流程结构-----三段十步模式

➢ “三段”：课前、课中、课后。
➢ “十步”：学情分析、预习测评、

教学设计、情景创设、探究学 习、
实时检测、总结提升、课后作业、
微课辅导、反思评价等。

（一）智慧课堂教学流程结构



三、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与方法、策略

1.课前阶段——以学情分析为核心

2.课中阶段——以师生互动为关键

3.课后阶段——以个性化辅导为重点

（一）智慧课堂教学流程结构

智慧课堂实用教学流程结构-----三段十步模式

（参考文献：刘邦奇.“互联网+”时代智慧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策略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6(10):51-56+73.）



三、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与方法、策略

（二）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

智慧课堂个性化教学模式



三、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与方法、策略

（二）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

智慧课堂探究教学模式



三、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与方法、策略

（二）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

智慧课堂混合教学模式



三、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与方法、策略

（二）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

智慧课堂生成教学模式



三、智慧课堂的应用模式与方法、策略

(三)智慧课堂的构建方法

1 2 3 4

系统剖析学习中出

现的问题以及原因。
要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构思

最佳的学习过程。

从教学目标和教学模式两个

方面去思考问题 该如何破

解，思路应当是怎样的。

按着整合点的需要研究信

息技术的应用方式及信息

化支撑环境。

(参考文献：唐烨伟,庞敬文,钟绍春,王伟.信息技术环境下智慧课堂构建方法及案例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4(11):23-29+34.）



四、智慧课堂的教学应用案例



四、智慧课堂的教学应用案例



四、智慧课堂的教学应用案例

“智慧课堂”（电子书包）项目在中央电教馆、省电教馆的指导下，以及英特尔（中国）有限
公司的支持下，开展了基于电子书包的“一对一” 数字化学习，以省教育厅原校园安全管理平台为
基础，延伸了电子书包运营平台，南海区截至2013年12月，南海区8个镇街20多所学校进行试点应用，
参与学科教师约200人，成果得显著，其中以“旗峰中学”为代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完整地形成了
高中、初中和小学的电子书包应用研究链。



四、智慧课堂的教学应用案例

1.小组合作任务
2.换位思维
3.自主学习任务
4.课堂评价多元化

情境导入

课堂活动

课后任务

基于PAD基础的课堂活动

课堂实施过程

（参考文献：肖翠翠.基于Pad教学的地理智慧课堂的构建及案例研究[J].地理教学,2016(23):28-31.）



四、智慧课堂的教学应用案例

“智慧课堂”（电子书包）项目在中央电教馆、省电教馆的指导下，以及英特尔（中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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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学科教师约200人，成果得显著，其中以“旗峰中学”为代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完整地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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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课堂的教学应用案例

播放平衡达人摆弄
各种物体的平衡造
型

从实例中提出平衡
状态的概念

学生小组实验，小组
通过实验和讨论发表
结论，教师总结

共点力的平衡条件
在实际生活中的应
用

回顾并总结这节课
所学的内容

学生创设平衡情境，
自护讨论，设计实
验

提出问题：物体在怎
样的而手里情况下磁
能处于平衡状态？



四、智慧课堂的教学应用案例

2016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



四、智慧课堂的教学应用案例

场馆学习



五、智慧课堂面临的挑战、

趋势与建议



五、智慧课堂面临的挑战、趋势与建议

1.信息化教学模式方面

➢ 理科和文科的差异性

➢ 信息技术如何应用到信息化教学模式

➢ 构建信息化环境下的学生评价指标体系、教师融

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智慧课堂面临的挑战



五、智慧课堂面临的挑战、趋势与建议

2.信息化支撑环境方面

➢ 信息化支撑环境的构建应该如何支持探究学习、协作学习？

➢ 支持学习的工具和资源有哪些？如何建设？如何提供？

➢ 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如何建设和应用？

➢ ……

智慧课堂的构建应主要以问题发现与构想环境、疑难知识
理解环境、综合运用环境、个性化与协作环境和学习管理
与评价环境为主要目标。

构建智慧课堂面临的挑战



五、智慧课堂面临的挑战、趋势与建议

3.其它

➢ 管控：实际应用上的两难选择

➢ 教师：信息素养和信息化教学能力没有从根本上根本上得到提升

➢ 学生：学习支撑服务不到位

➢ ……

智慧课堂的构建应主要以问题发现与构想环境、疑难知识理解
环境、综合运用环境、个性化与协作环境和学习管理与评价环
境为主要目标。

构建智慧课堂面临的挑战



五、智慧课堂面临的挑战、趋势与建议

智慧课堂的发展趋势

发展趋势

学生自主学习与合作学
习相结合的学习氛围

课堂实时交互性的增强

更加关注人文建设



五、智慧课堂面临的挑战、趋势与建议

将智慧课堂设计和应用的对

象从中小学生转移到大学生

（含本科生和研究生）

从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

“创新能力培养”为中心

注重学生信息素养的提升

智慧课堂的研究还需与

具体的学科相结合

发展智慧课堂的建议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