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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2016中国智慧学习环

境白皮书》的详细解读



智慧学习环境的通用模型

智慧学习环境的四个基本原则。

 1.资源匹配

 2.教学逻辑

 3.用户体验

 4.交互及时



教育大数据的三层理解

1
全学习过程数据

All Learning Process Data

2
教育大数据系统

Big Data System

3
教育大数据共建共享等思想

Data Sharng Thinking

方海光著 《教育大数据》 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16.11



教育大数据是教育教学中的全过程
和全样本的数据。

不要纠结教育数据够不够大，大数
据还是小数据，能够进行知识共享共建
的都是好的教育大数据。



趋势1：教育大数据应用的深度广度逐渐加强

来源：方海光; 王红云; 黄荣怀, 移动学习的系统环境路线图,现代教育技术, 2011年01期



来源：2018年蓝象资本《教育科技融合：2018教育科技趋势报告》

趋势2：人工智能使得教育场景逐渐具体化



从国家层面来看，如何迎合新
时代教育发展的需要？



国家政策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和教育信息化建

设共同受到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代

表的技术因素的重要影响，两方

面建设逐渐呈现出相互支持的趋

势。

9黄荣怀、方海光等《2016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2017-5-22



学生学习的三大支柱

10黄荣怀、方海光等《2016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2017-5-22



学生学习的生态环境

11黄荣怀、方海光等《2016中国智慧学习环境白皮书》，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2017-5-22



数字化课堂



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答疑解惑

应用提升

翻转课堂



PAD课堂



PAD课堂的一般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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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教学

翻转课堂

讲授式教学

协作式学习

探究式学习

基于项目的学习



智慧课堂



智慧学习

 进行轻松的（Easy Learning）、投入的
（ Engaged Learning ） 和 有 效 的
（Effective Learning）（简称3E）的学习。

 能够在任何时间（Anytime）、任何地点
（Anyplace）、以任何方式（Anyway）
和任何步调（Anypace）（简称4A）

 以学习者为中心



智慧课堂三种典型
课堂环境类型



“秧苗式”和“层叠 U 型”多媒体教室空间布局

多媒体教室空间布局—基础型智慧课堂



交互白板教室空间布局—基础型智慧课堂

“秧苗式”和“多组圆桌型”交互白板教室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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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机房空间布局—智慧型智慧课堂

“队列式”和“多组圆桌型”计算机机房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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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组圆桌式”和“多组 U 型”平板电脑教室空间布局

平板电脑教室空间布局—智慧型智慧课堂



3D/VR创新空间设计—空间型智慧课堂



STEAM教育新环境—空间型智慧课堂



三种智慧课堂的大数据
可视化对比



三节示范课可视化对比

•电子白板课堂

• PAD智慧课堂

• 3D/VR课堂





电子白板：
少技术
少互动



移动终端：
阶段性
多互动



3D课堂：
强互动
多技术



不同的技术环境对比差异表现

•行为习惯

•交互程度

•技术应用深度

•课堂开放程度

•主动学习程度

•环境智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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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数据构造的新型课堂结构

数字化环境是智慧课堂的

第四个必备要素



发展新趋势：处处皆课堂
移动智能终端+教育大数据的
新型智慧课堂建设的4个关键点



关键点1

传统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平台、系统、资源、

空间、师生，各要素都具备，而能够将硬件、软

件、人的协同应用依靠智能学习终端！

智能学习终端是智慧校园和智慧课堂应用关键



关键点2

诸多反对智能学习终端（如手机）进校园的主要

问题是担心学生分散精力和玩游戏，从软件底层

系统进行管控是关键，其优于学校管理措施！

管控是移动智能终端应用的红线



学校智能治理和科学决策依靠自然数据的采集和

大数据分析，智能学习终端的普及率和常态使用

是关键！

设备普及率和使用率决定深度应用程度

关键点3



数据驱动教学，数据驱动决策，数据驱动治理是

未来学校发展和建设的关键！（实现全员多元互

动新型学校生态，同样有利于提高成绩。）

个性化学习和学校科学治理是未来课堂和学校深
度建设的发展方向

关键点4



数字化
课堂

PAD课堂 智慧课堂

AI服务+教育大数据

系统化资源

大数据视角下的数字化课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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