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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5G+ 智慧教育”视域出发，剖析了 5G 融合教育领域的场景创新情况及智慧教育支持下的教与学开展情况，基于对混

合式协作学习现状和相关理论的研究，提出了“5G+ 智慧教育”视域下混合式协作学习空间设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进行了空间研究

与设计，从教育模式、设备构思、结构拓扑、详细设备进行了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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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合式协作学习研究现状

2006 年，“混合式协作学习”这个中文名词被第一次提出，

并在 2010 年发表的文章《从面对面的协作学习、计算机支持的协

作学习到混合式协作学习》中定义：混合式协作学习是指将各种

学习理论、学习资源、学习环境、学习策略进行选择与运用，形

成学习共同体，并通过物理现实空间与技术虚拟空间的小组学习

活动进行整合和群体交互、操作交互以及自我反思交互，进而实

现协同认知，以达到培养协作技能、互助感情、最优化学习绩效

的理论和实践。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1）混合式协作学习中的

知识构建和转化，如彭绍东在其中的知识建构的三循环模型进行

了研究，何丽娜在其中的隐性知识转化与创新进行了研究；（2）

混合式协作学习效果研究，如王金华在其协作学习效果的改进进

行了研究；（3）混合式协作学习中的交互研究，如吴江在其情境

下的交互模式演化探究，房萌萌在其项目式学习协作活动的设计

与实践的研究等。

国外关于混合式协作学习的研究较国内较早。在过去的 30 年

里，学术图书馆的模式从“图书馆”转变为“信息共享”“学习

公共”. 强调社会和互动学习模式。英国的 Gerard A.Prendergast 在

面向职业教育者的在线 E-learning 培训中，为了提高培训绩效，

组织了“Blend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的讨论。Avgerinou 博士在

论文《关于行动研究培训的混合式协作学习》中探讨了 BCL 模式

（Blend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在一门培养在职教师行动研究技

能的硕士课程中的应用。国外目前关于混合式协作学习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混合学习的课程开发与应用，如斯

特凡诺 . 卡西亚马尼关于通过混合高等教育课程中的并行、嵌入

式和变革性评估，促进学生的集体认知责任的研究；（2）基于在

线学习的实践应用与技术支持以及混合学习评价体系的研究，如

Zinovieva 关于使用 MOOCs 作为混合和远程学习模式下 NoSQL 教

学的附加工具。其中，又以探究学习效能（学生满意度和教师满

意度）、学生的感知和学习风格为主。

通过数据比对发现，国内混合式教学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

如学生的设备问题，由于互联网普及率不同，有些学生因网速太

慢导致体验感变差，从而削弱学习效果；如许多课程需线上录课，

对教师要求高，一旦出现差错，需重新录制。国外对混合学习教

学模式与具体学科、具体对象的结合性、可行性分析不足，对于

混合学习在不同教学环境下出现的问题缺乏反思与解决对策。

二、5G+ 智慧教育

（一）5G 融合教育领域的场景创新情况

1. 资源应用方面  通过查近几年资料发现，VR/AR 资源、交

互类的虚拟仿真资源和 MOOC 资源等“忽冷忽热”和 5G 的低普

及率有很大的关系。这些资源由于数据过于庞大通常会伴随着卡

壳、缓冲时间过长、清晰度太低等情况，给师生带来诸多不适且

影响教学效率。5G 能够大大提高传输速度保证了信息的流畅播放，

提高了对云资源的调用速度，学生能更加方便地掌握自己的学习

进度，从而呈现出更加精准的个性化学习，5G 能够覆盖更广泛的

范围，结合速度和移动性优势可以让师生使用到海量的学习资源，

从而使得大规模的个性化教育得以实施。

2. 环境设计新场景方面  利用 5G 传输速度快的特性，能够实

现相隔遥远的两个教室实时的可视化的互动交流，并且还可以将

实景通过移动终端直接引入到课堂中来。这样形成的新课堂场景

不再是单一独立的个体，新课堂与外界场景之间全方位立体化的

互动，对教师以及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3. 课程开发方面  随着高新科技的广泛应用以及多模态混合识

别技术的出现，一些新型课程的创作成为了学校课程建设的弱项，

5G 技术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具体有以下方式：一是围绕学科核心

素养开发课程。学校的科目建设是建立在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之

上，在建设过程中，将创作育人、知识育人、合作育人、行动育

人的教育理念贯通其中，做到让课程真正读懂学生；二是采用即

取即用的课程开发思路。具有启发性、项目性、疑问解决性、锻

炼操作性等带有加强中心素养的课程将会炙手可热；三是将学生

生成的内涵体系变更为学生的知识体系。教师与学生更加喜欢有

条理、场景化、实施性的知识，通过这些知识他们能够生成自己

的思维体系，完善知识构架。

4. 管理细分方面  5G 技术的普及，使得教室可以连接更多的

终端设备，从各个设备上获取的信息也大大增多。从师生的角度

上看，信息获取的渠道越多，得到的有用信息就会更多；就技术

衍变的角度看，装置连接的越多，解决问题的难度就会越大。所

以需要对管理的场景进行新的细分，优化管理流程，提高管理效率。

（二）智慧教育支持下的教与学开展情况

1. 智慧学习环境  指能促进求学者提高学习效率的学习场地

和活动空间，智慧学习空间能够自主感应学习情况和场景，辨认

求学者的特征，能够提供与之相对应的学习资源，以及相适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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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互动工具，还能够自主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另

外多样化的学习方法为智慧学习环境给求学者选择个性化资源提

供了支撑。多种教学数据、教学应用和各类业务都能在智慧化的

混合式协作学习空间内得到整理组合，实现线上线下相互结合的

“5G+”智慧教育。

2. 智慧教学法  混合式智慧教学通过合理安排教师的教和学生

的学，以实现学习空间的开放性和虚拟性，让学生根据其学习风

格和兴趣组选择合适的学习资料。课中，利用智慧教室的六人圆

桌座位布局，引导小组合作学习，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再通过

智能设备 VR 的虚拟显示，为学生提供符合其特征的体验体现及

视觉效果，实现师生之间的实时反馈、沉浸体验。学生还可利用

智能设备回看课程录像，进行课后复习巩固，师生还可借助智能

设备实现精准分析、深层交互、多重评价，以发挥教室智能设备

的最大作用。

三、5G+ 智慧教育视域下混合式协作学习空间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

（一）数据的采集和分析

关于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学生在线协作学习情况可通过浏览

次数、浏览量、论坛发帖量、回帖量等数据表征，但是协作学习

中的诸如实时语音讨论、头脑风暴、体态语言等学习形式，对于

这部分数据的采集暂时是缺失的。而随着 5G 的发展，实时流畅的

视频交流形式必定会成为小组在线协作的一种主要形式，所以对

于这部分学习数据的获取是必须的。线下协作学习过程中产生的

数据，如每个组员的发言记录、次数、自评、互相评价等，这部

分数据必须电子化之后才能够便捷、科学地进行分析。所以在混

合式协作学习空间中，可以借助各种智能设备，如平板，学生讨

论内容直接记录在平板上，由平板上传到系统中，实现对协作学

习过程数据的全记录。

（二）线上线下数据的全流通

在混合式协作学习中，线下学习和线上学习产生的数据的形

式不同，数据收集、分析方法也是不同的，所以对于全流程数据

的一致化处理很重要，保证数据可以线上线下流通。

（三）信息泄露问题

5G 的普及，意味着庞大的信息量和快速的传播速度。这带来

了信息安全泄露的问题，例如通过黑客手段侵入教务系统泄露有

关考试题目。因此要打造安全管理体系，做到安全实时监控构建

校园安全环境。

（四）设备的保护问题

相对于传统教室，智慧教室具有更多昂贵设备。针对此问题

要形成一个保护方案和系统。在进入智慧教室时对使用者进行人

脸扫描，对使用者进行身份确认。出现可疑人物时发出警报。

（五）数据垃圾处理问题

智能教室的实施使用过程会产生数据垃圾。数据垃圾难以进

行清理。需定期进行数据垃圾分类，将冗余、废弃等无用数据进

行格式化清除。

四、“5G+ 智慧教育”视域下混合式协作学习空间的研究与设计

（一）教育模式

该智慧教室采用混合式协作学习，进行线上线下学习相结合，

如图 1 所示。线上学习中，课前教师可提前预习资料，学生接受

资料；课中教师通过点名系统、问答系统进行指导教学，学生进

行记笔记、问答；课后教师上传复习资料、布置作业，学生进行

作业传输，以及通过提问系统咨询教师。同时，线上连接校园系

统、学习通等进行统一的个人账号管理、资料传输、信息实时备

份，有利于信息保护。线下，老师讲解课堂主要内容、提问答疑，

学生接收信息与老师进行问答。

图 1  教育模式图

（二）设备构思

基于上文所述教育模式，进行了基本的设备构思，如图 2 所示。

教师通过教师机控制学生平板、传输授课所需数据信息，也

可以进行多媒体大屏幕的投影。学生使用平板查看资料同时可进

行向教师机的信息传输。除此之外，VR 设备基于三维场景和模型

的虚拟场景、图像和视频构建的虚拟场景，提供 VR 模拟实验，

并将实验结果传输回教师、学生。

图 2  设备构思图

（三）拓扑图及结构分析

根据以上研究来设计混合式协作学习空间，具体模块可以包

含物理空间、虚拟空间、数据联通空间，如图 3、4 所示。使用移

动网络和互联网控制终端，混合式协作学习空间支撑平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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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连接校园网，校园网连接交换机。交换机连接智能中控箱，进

而连接多个混合式协作学习空间。初步设想一个混合式协作学习

空间可容纳 24 位学生进行小班教学，具有门禁、多媒体、课表、

语音麦克风、教师机、监控、VR、空调、音响、报警系统、桌椅、

平板设备。

图 3  混合式协作学习空间拓扑图

图 4  混合式协作学习空间结构图

（四）详细设备介绍

混合式协作学习空间内具有门禁、多媒体、语音麦克风、教

师机、监控、VR、空调、音响、报警系统、桌椅、平板设备，在

此对部分设备功能进行详细介绍。

桌椅：为放置型自动充电课桌，呈 U 字型，桌子前后都可提

供座椅。桌下具有滚轮，可进行桌椅的自由摆放，6 人桌可拼成

大圆桌。同时桌上连接平板，减少平板被盗几率。

VR：可进行实验模拟，并将数据传输给教师机、学生平板，

同时可实现数据共享。采用游戏式的设计理念，让老师和学生在

同一个 VR 场景进行联通，学生通过 VR 设备与课本人物进行互

动、在虚拟的实验空间里面操作物理、化学等实验，让学生置身

其中，VR 精准把控实验数据和实验用量，以增强实验的安全性，

VR 设备自带的录像功能可提供视频让学生反复观看实验内容，有

助于增强课堂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并且

VR 提供的沉浸式体验让学生对书本知识有更大的理解空间。

平板：平板内配置 AI，该 AI 具有六项功能。其一，线下学

习时可自行对 AI 进行提醒设置。在设置的规定内没有进行数据的

输入、更改则会弹出提示页面提醒输入数据以避免走神。其二，

学生端通过 AI 向教师端传输数据。学生通过 AI 向教师提问、申请。

其三，使用智慧教室时 AI 可进行功能引导，减少不会使用智慧教

室具体功能的情况出现。其四，AI 进行自动化的数据储存，将教

师上课数据、学生学习数据等上传到虚拟空间以供管理查询。其五，

AI 对虚拟空间数据进行查询和管理。教师端可通过 AI 进行便捷

性教学资源的录入以及更新，学生学习情况数据的录入以及更新。

学生端可通过 AI 查询需要的教学资源、学习情况数据以及录入自

己的学习数据。其六，AI 与 VR 设备相连接，两者互相连通数据

共享，教师端、学生端都可以通过 AI 进行快速 VR 投影，将需要

展示的数据进行展示。

五、总结

本文从“5G+ 智慧教育”出发，设计了一个更加智能化的混

合式协作学习空间，将学习所处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无缝融合，

各类教学应用、数据和业务流程得到整合，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同时，如何利用技术为学习者提供深度学习以及个性化学习是笔

者后续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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