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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学技术·

“互联网+"背景下智慧课堂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尹立坤
(苏州工业园区教师发展中心，江苏苏州215000)

摘 要：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实践中，课堂教学改革的研究视角已从应用信息技术“优化教

学”转向“改变学习方式”．在“互联网+”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使得智慧课堂应运而

生．本文从信息技术应用的视角界定智慧课堂的内涵，并对智慧课堂进行概念架构、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践特征

分析，最后基于案例阐述了智慧课堂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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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强调：“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

具有革命性影响”，[13它确立了教育信息化在整个

教育发展浪潮中的关键战略地位．在“互联网+”

教育的背景下，云平台、物联网、网络学习空间、泛

在网络、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飞速发展，将信息技术

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推向新的高度，由此，经过翻

转课堂实践的酝酿，智慧课堂应运而生．

1智慧课堂的界定

从多媒体教学软件、学习管理系统、网络互动

学习平台到智慧教育云平台，信息技术正以其不

可替代的优势，推动课堂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在

核心素养理念指导下，课堂教学不再是以信息技

术手段优化教学，而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创新

学习方式、促进学习主动发生；从传授知识、培养

技能转向关注人的成长．

关于“智慧课堂”的内涵，华东师范大学祝智

庭教授指出，[23智慧课堂是用智慧教育理念再塑

翻转课堂，智慧课堂将课堂由课内延伸到课外，由

物理环境延伸到网络虚拟环境，形成了智慧学习

空间．东北师范大学唐烨伟等学者将智慧课堂定

义为，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变革教学方式方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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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效促进智慧能力

培养的新型课堂．作为课程改革最终落脚点的课

堂教学，其“智慧”特征应从“学习者的智慧学习活

动”和“智慧学习空间构建”两方面进行把握，才具

有实际价值．因此，本文将“智慧课堂”界定为：从

学生核心素养出发，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手段的动

态记录、大数据分析、智能决策与资源推送等优

势，构建智慧学习空间，创新学习方式，让学生在

主动探究中获得思维发展、技能习得和创新能力

的一种课堂学习模式．

2智慧课堂的构建

2．1智慧课堂的概念架构

智慧课堂将学习资源、师生活动搬上云端，创

造智能化的学习空间，让学生在智慧学习中发展

高阶思维、[33获得理论知识、习得应用技能、提高

核心素养．为此，我们尝试进行智慧课堂的概念架

构，如图1所示．

图1 智慧课堂的概念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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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中可以看出，物联网、大数据、泛在网

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成了虚拟的智慧学习空

间，为学习提供资源的分层共享、智能感知、大数

据分析、智能推送和即时反馈服务．教师和学生

在物理空间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完成创新思

维碰撞、情感互动体验等学习活动，由此实现

0TO(即Online To Offline线上线下)的智慧课堂

学习模式．

2．2智慧课堂的理论模型

智慧课堂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

合的产物，重点在于以学生为主体的智慧学习活

动设计和智慧学习空间构建，重塑和升级了混合

学习模式的表现形态．为此，本文尝试从学生核心

素养出发，理解智慧课堂的内涵，构建智慧课堂的

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觏 记忆、理解 应用、分析 评价、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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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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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智慧课堂的理论模型

从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出发，将教学

目标划分成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3大层

次，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组建智慧学习空间，师生

双方在智慧学习空间中进行教与学的活动．

课前，学生登陆云端平台，感知L11]学习情境，

了解学习背景，自主完成前置任务，获得学习疑

问．教师通过云端平台，收集学习者特征，获取前

置学习的数据，进行学情分析，结合分析结果，进

行内容整合[51和教学优化．

课上，学生基于云端学习的疑问，寻求同伴互

助或教师指导，基于引导问题在智慧教育云平台

和物理空间自如切换，进行探究活动．教师引导学

生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学习路径，开展个性化指

导，并突出面授优势，组织群学探究，引发创新思

考，发展高阶思维．[61

课后，学生基于云端平台，获得经过大数据分

析的学习结果反馈，进行学习路径的自适应调整，

并以拓展任务为驱动，[71开展深度学习；教师获取

学生学习的大数据分析结果，对本次学习进行评

价反馈和教学反思，获取后续教学需要调整的方

向，总结演绎本次教学的课堂生成成果．

2．3智慧课堂的实践特征

与以往的信息化课堂相比，智慧课堂在实践

中具有鲜明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习决策数据化．智慧课堂对学习者的学

习行为进行动态数据收集，即时数据分析，实时

诊断反馈，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学习路径，进行

学习决策．例如针对初中物理“光的反射”教学

设计，教师设计课前活动为：学生在云端平台

中，通过动画演示，利用激光笔、不透明障碍物、

玩偶和平面镜等进行光的反射实验，记录实验

数据，探究反射角与入射角的关系，然后课上进

行数据分析，得出“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结论；

但在面授教学前，教师通过学习跟踪数据发现，

很多学生将反射角标错为“反射光线与镜面的

夹角”，于是教师及时调整学习路径，设计了课

上实验“玻璃纸上的反射光”，让学生自主标记

有关光的反射的名词，并通过投影仪，一起做

“找茬纠错”游戏，由此实现精准高效的数据化

决策．

交流互动多维化．智慧课堂借助物联网感知

技术，让学习者通过语音、身体等方式与多媒体

设备或系统进行交互；借助数据挖掘技术让教师

准确获取学习者的学习风格、行为偏好等信息；

借助泛在网络实现跨情境的无缝交流和学习．以

高中物理“电场强度”教学为例，首先，教师通过

云端平台在课前对学生学习兴趣、动手操作能

力、思维习惯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并发现学生在

自主学习中对“点电荷周围场强方向”理解存在

偏差，由此通过人机互动、师生互动挖掘不同学

生在本课学习中的潜在学情；其次，通过模拟动

画展现“场源电荷不同位置场强方向和大小”的

虚拟情境，实现人机互动、生生互动；最后，面授

环节设计“光芒四射”游戏(一个学生站在中间扮

演场源电荷，其他学生处于场源电荷中的某一位

置，用右手指向该位置电场强度)，强化学生理

解，由此实现了线上线下、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人机互动等多维互动方式，进而启发学生深度思

考，发展高阶思维．

学习支持智能化．智慧课堂的学习支持将教

师“耳听眼观的经验性支持”转化为“依据学习跟

踪数据做出的客观性支持”．例如，以“电场强度”

教学为例，教师通过学生课前学习的跟踪数据，将

学生分为A、B、C 3个层级(A级学生学习兴趣浓

万方数据



V01．38 NO．11

(2017)

物 理教 师
PHYSICS TEACHER

第38卷第11期
2017正

厚，基础扎实，成绩稳定；B级学生学习兴趣不浓，

基础不扎实，但有潜力；C级学生学习能力偏弱，

成绩不理想)，通过异质分组，为不同级别的学生

构建学习伙伴，提供学习支持；其中，在对“根据库

仑定律和电场强度的定义式推导点电荷场强的计

算式”知识点进行处理时，设置了“能用公式进行

计算”、“能尝试推导公式”、“不做推导要求”的分

层要求，并推送不同的学习支持资源，以实现智能

化的学习支持．

3智慧课堂的应用——以“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教学为例

智慧课堂是翻转课堂的重塑和升级，在此，参

照智慧课堂的理论模型，以初二物理“凸透镜成像

的规律”课题为例，阐述智慧课堂的具体应用．

3．1教学实践环节

从课前、课上和课后3个学习阶段，学生活动

和教师活动两个维度，进行了教学环节的实践应

用，如表1所示．

表1“凸透镜成像的规律”教学环节

学习 学生 教师 预设

阶段 活动 活动 意图

1．学生登录智慧教育云平台，进行自主 1．教师基于内容和学情分析，进行教学

学习“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学习资源，复 设计．

习巩固相关概念，包括焦距、物距与像 2．收集学生预学习的跟踪数据，了解学 1．落实记忆、理解类学习

课前 距、实像与虚像等；依据引导问题，进行 生学习风格、学习行为的效果，优化学习 目标．

学习 “凸透镜成像规律”的虚拟实验，在线人 活动设计． 2．重视云平台数据的收集

机互动． 3．教师根据云平台的数据分析和反馈， 与分析．

2．获得学习成果，在线分享． 线上点对点推送学习支持资源和支持服

3．提出学习疑问，在线交流． 务，并获取学习问题反馈．

1．学生跟随教师基于云平台进行“老朽
1．基于云平台，组织学生进行虚拟

读报”和“放大镜观景”实验，进入学习情
实验．

境，建立知识联结．
2．呈现课前问题列表，提供“填空式实

2．学生依据导学单，进行分组实验，协
验记录表”，进行启发引导．

作探究，基于云平台选择学习资源，记录
3．教师基于云平台，向学生推送学习引

1．落实应用、分析类学习

课上 实验数据，包括物距变化、成像大小、成
导单，布置小组实验，云平台同步智能推

目标．

学习 像虚实及其关系等，并通过面对面的交
送学习支持资源．

2．重视个性化学习需求，进

流探究，形成实验结论．
4．发挥教学机智，组织群学探究，点拨

行分层学习指导和支持．

3．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汇报学习成果，
重点，启发难点．

3．重视高阶思维引导和探

分享学习心得．
5．组织小组汇报分享活动．

究学习组织．

4．参加以“生活中的凸透镜使用案例”
6．教师围绕“生活中的凸透镜使用案

例”，组织学生进行头脑风暴，研讨分析，
为主题的头脑风暴活动．

拓宽凸透镜生活化应用的视野和经验．

1．登录网上学习平台，完成小测验． 1．进行学习动态数据收集，分析学习

课后
2．寻找生活中应用凸透镜成像的案例． 效果．

1．落实评价、创造类学习

3．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设计凸透镜生活 2．向学生反馈学习评价，重视提优
目标．

学习 2．重视诊断性评价与创新
化应用的创新作品，并基于云平台阐述 补差．

应用价值，分享创新理念． 3．对学生作品进行指导评价．
性启发．

3．2应用结论分析

通过“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的智慧课堂应用实

践，可以看出智慧课堂更关注学生核心素养，更具

智能化特征，更具课堂的深度互动，更注重学生思

维品质的培养．主要表现在：智慧课堂从学生核心

素养出发，教学活动不再直接作用于知识点的总

结和落实，而是更加强调让学生在探究活动中理

解知识，在习得经验中应用知识，在任务创新中进

阶思维．例如，课上教师组织以“生活中的凸透镜

使用案例”为主题的头脑风暴活动，帮助学生远离

“说教式的经验介绍”，主动建构生活中的凸透镜

使用经验，同时为课后“设计凸透镜生活化应用的

创新作品”提供知识储备和引导支持．智慧教育云

平台全方位记录学生的学习轨迹、学习行为和学

习风格等过程性数据，帮助教师即时优化教学策

略、调整教学节奏、智能推送资源，(下转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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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末速度一定相等，即73：一u，sin0，综上可得F／-二kl—
Lk2

—731；一F‰一__‰一1．5，仍可解出E一警．
口2 2(口1 sin0)2 sin2口“⋯∥。“”⋯ ^扇’

方法3：运用动能关系．

M、N两个小球电量相同、质量相同，水平方

向加速度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根据加速度的定义

可知在水平方向，相同的时间t内M速度的增加

量和N速度的减少量是一样的，如图1所示，M

出电场时的水平速度可。：一2v。．出电场时，M的动

能为N动能的1．5倍，即两个物体动能差0．5倍，

考虑到水平分速度、竖直分速度、合速度满足勾股

定理，两小球动能的差值全部来源于水平方向速度

对应的动能差值，所以有0．5玩一÷my，。2—2mvo 2，

而N从A点到P：点，竖直方向只受重力，做自由

落体运动，竖直速度改变来源于重力的影响，因此

Ek2一仇g(^+H)，解得口。一~／曲，结合可，2—29h，

堡一坐，可解得E一警．
‘U， mg J2q

4教学建议

4．1注重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基本规律的应用

本题不仅考查牛顿力学、匀变速直线运动问

题，更回归到对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概念、合运动

与分运动的特点、平抛运动的特点、匀变速直线运

动的规律、速度的分解、力的合成与分解等基本概

念和基本规律的考查．本题很好地体现了基础性，

对物理基本功考查要求较高，在对新情境问题的

解决过程中，突出学生的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分

析综合能力等，也对中学教学跳出题海，回归到加

强物理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掌握和发展学生基

本核心素养的轨道上来．

4．2注重知识的拓展，培养思维能力

本题虽考查的主要内容是牛顿力学、匀变速

直线运动、合运动与分运动关系问题，但在教学

中，可以拓展到平抛运动的推论应用、类斜抛运动

规律于处理、矢量运算、复合场的处理、分方向动

量定理、动能改变关系以及对称性、对比等科学思

维方法的应用，反过来促进学生对合运动与分运

动关系本质的理解，培养学生多向的、开放的发散

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效提高学生的科学思

维和科学方法的运用水平．

4．3注重数学知识的应用，提高核心能力

本题类斜抛运动的处理、矢量运算、相似三

角形的运用、多物体多过程物理量关系的分析，

很好地体现了数学知识在解决物理问题上的应

用．在中学物理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应用数学知识

表述物理概念、总结物理规律，注重把物理情景

和数学建模完美的结合起来，根据具体问题，找

到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利用函数、几何图形、矢量

运算、复数、不等式、极限、数列等数学知识进行

运算和推导．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去

分析问题中的数理关系，拓展分析思路与方法，

增强学生严密的科学思维、逻辑思维，增强利用

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提高核心能力，

落实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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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学习支持；帮助学生准确定位学习路径，增强

协作互动，发展高阶思维．

4 结束语

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正突飞猛进地改写着人

们的学习方式，智慧课堂已成为课堂教学改革的

风向标，但对智慧课堂的探索仍有待深入，例如如

何在智慧课堂中发展深度思维和创新能力，如何

对学习者的情感态度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如何

制定适合不同学情的个性化学习方案等问题，都

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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