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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高职院校应用智慧教室开展教学的探索研究
朱芝桃　徐昊月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0）

摘要：当前信息时代背景下，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大大促进了

高职院校的教学改革，尤其是智慧教室的建设促进了智慧教学的

全面开展。智慧教室的建设与应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与热情，促

进了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其可以对教学过程进行优化，便于

学生及时准确地获取学习资源，有利于课程教学的交互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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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智慧教室构建

高职院校智慧教室的构建采用“云 + 端一体化”的智慧教室

解决方案。总体架构是以互联网 + 物联网为基础，依托云计算技

术，采用“云 + 端”的服务模式，搭建智慧教室一站式综合服务

管理平台。通过交互式触摸一体机、云录播系统、互动课堂系统、

智能控制系统、AI 智能无感知考勤和学情分析、一站式综合服务

管理平台等智慧系统构建智慧的学习环境，实现教学资源共享的

个性学习、互动学习、移动学习，教学管理者智能决策，支持大

规模师生应用，充分满足信息时代学校在教学、学习、沟通等方

面的新需要。

高职院校智慧教室的室内空间设计时内部整体风格以暖色调

为宜，应当保持简洁舒适，配备可移动拼接桌椅，可组成多组圆形、

U 形、自由研讨型等智慧教室，以满足各学科的教学需求。借助

于无线移动智能终端和智慧教学系统可以实现课堂教学互动以及

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智慧教室建设过程中可以搭建可视化控制

平台，构建统一的身份认证以及权限控制系统，借助高清 4K 人脸

摄像头可以实现无感知考勤和学情分析，教学活动的视频记载，

可视化管理轻松实现。

二、高职院校智慧教室的应用探究

智慧教室在各学科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不仅可以使学生能够

掌握基本知识以及技能，而且能够使学生充分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深切感受知识的应用价值。从具体操作流程来看，其主要包括四

个应用环节，即课前基于智慧教学系统进行预习；课堂上利用智

慧教室互动教学；课后基于云端对教学成效进行反馈；基于大数

据分析的教学决策和教学反思。

（一）课前基于智慧教室系统预习

高职院校电子电气、物流经管、电子信息等专业教学过程中

采用智慧教室授课时，教师可以借鉴翻转课堂，通过智慧学习系

统或者 QQ 群等，将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微视频等学习资料发送给

学生，要求学生课前进行预习。智慧教学系统根据学习时间和登

录次数对他们进行奖励积分；结果显示，几乎全部的学生预习观

看了课件，而且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与老师进行互动。

（二）课堂上基于智慧教室的互动教学

1. 通过智能无感知考勤系统或者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 APP 签

到，教师可以得知学生出勤与否。

2.任课教师借助智慧教学系统了解学生课前微课程预习情况，

以此来把握教学切入点。比较活跃的学生可就此来展示个人的任

务单，从而实现师生以及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对于理解不透之处，

可以进行针对性指导。

3. 在引出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时，为活跃课堂教学氛围还可以

采取抢答模式对学生进行提前“热身”。在此过程中，可以采用

事先设计的习题课件等，让学生积极参与答题，具体可以采用随

机挑人以及抢答模式来活跃气氛；为了能够有效避免学生思想上

的懈怠，建议设计倒计时功能，学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作答，

然后设置答案上传头像。如果能够按时上传作答结果，则头像显

示绿色；如果未能按时上传答案，则头像显示红色。通过该种方式，

可以有效提高和激发学生积极性与参与热情。

4. 在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分组研讨，可自由分组或者

指定分组。学生之间是面对面的，可以随意拼接桌椅进行讨论，

有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研讨式教室能更好的解放学

生的思维，摆脱以往灌输式的教育，更多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研讨教室增加了传统教室难以达到的互动

性，也比在线教学多了情感交流和互动。

5. 本节课讲完以后，可让学生进行分组进行竞答。实践中如

果学生参与积极性非常的高，则建议采用抢答模式；如果学生不

好意思发言，则建议采用随机挑选的方式，采用游戏教学法来完

成本节课，通过积分排序方式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6. 基于智慧教室云端进行作业布置。学生拍照并上传作业，

较之于传统的作业上交方式而言，高职学生非常喜欢拍照并上传。

（三）课后基于智慧教室云端补充和巩固知识点

在智慧教室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根据智慧教学软件为学生

学习做出科学的量化考核。系统设计可以多次提交，学生根据预

得分来判断是否重新修改并再次上交作业，这有利于教师基于云

端，帮助个别学习困难生予以巩固和提高他们的知识与能力，从

而使每个学生都能够高标准完成任务。

（四）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教学决策和教学反思

智慧教室中的大数据分析系统以客观的教学因素进行量化，

形成的数据客观和规范，可为教学决策的制定提供强有力支撑。

利用教学数据分析结果做出客观合理的教学决策，利用学习数据

分析结果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和建议。

三、结语

总而言之，智慧教室的构建是现代高职院校智慧化、智能化

以及数字化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实践中应当立足实际，结合

教学内容和特点，不断创新和改进教育教学方式与方法，利用现

代化的手段和模式来引导学生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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