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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教学中的深度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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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5G时代下，技术与社会的同构进一步加快，以此为背景的教育信息化脚步不断推进，移动教学具备“跨空间、跨时

间”的特质，学习可时刻发生，为深度参与赋予新的意义并提供有效的实现途径。同时，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之间的

鸿沟逐渐凸显出来，碎片化学习、信息迷航、浅层阅读等抑制了学习的深度，思维方式的被动依赖性大大提高，机械的照搬

别人的思想结晶与操作方法、感官参与的方式简单、互动参与的方式单一等。本文对移动教学中如何有效的深度参与进行探

讨并提出策略，在确保学生主体参与的同时，进一步促进教育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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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5G era, the convergence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s accelerating.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s continuously progressing. Mobile learning, characterized by "cross-space" and

"cross-time," allows learning to occur at any moment, giving new meaning to deep engagement and providing effective avenues for

realization. However, the gap betwee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knowledg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Fragmented learning,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shallow reading inhibit deep learning.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passive reliance on thinking

patterns, as well as the mechanical adoption of other people's ideas and operational methods. The sensory involvement is simplistic,

and the modes of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are limited. This paper explores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fostering deep engagement in mobile

learning, aiming to ensure active student participation while further promoting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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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移动教学具有人人可及、处处可学、时时在线的特点，

虽突破空间限制，但很多学习主体对知识学习的广度与深度

之间的把控能力比较欠缺，重广度而轻深度，思维具有被动

依赖性，追根究底来看应加强移动教学中的深度参与能力。

在互联网+背景下，移动教学中如何深度且有效参与显得尤

为重要，本研究结合案例提出四种深度参与的方式包含多感

官、镜像、思维、互动参与。

一、参与的普遍性为向下的深度提供可能性

得益于我国的人口基数，移动网络用户覆盖面广，在我

国的普及量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截至 2022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亿，较 2021年 12月增长 3549万，

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表层参与只是一种行为上的外显表

现，表现为一种简单的操练和练习，而深度参与则表现为一

种创建，一种反思，一种自我控制的行为表现认知策略处于

较高的位置。在网络普及量的前提下，教师应当在教育中有

意识地利用移动教学设备进一步向下有深度地促进学生的

学习、反思与创造。

二、支持移动教学中深度参与的策略

本文选取人教版语文六年级《宇宙生命之谜》为例阐述。

执教时一改往日 PPT课件+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使用

Pad实时投屏，结合Explain everything软件以及 sketch fab 3D

VR/AR 资源软件，通过镜像、多感官、思维、互动的参与方

式力求改变一对一纠错方式、打破单通道感官参与学习形式

与体验、优化单一思维方式、丰富互动活动。

1、加大刺激、减压增效的“多感官参与”

怀尔德·潘菲尔德等人的研究表明人只靠听和看的静听

教育对大脑皮层的刺激很有限，而把眼、耳、鼻、舌、口、

躯体和双手多感官都动员起来, 刺激大脑皮层的区域会加大

很多。多感官参与将难以表达的教学内容直观化、情境化、

可视化，刺激学生的大脑皮层，有助于在愉快氛围里轻松学

习，促进知识学习由二维层面向三维转变。

课堂开始时，教师利用 Pad 将事先制作好的八大行星这

一 AR资源无线投放在讲台上。教师确定学生被创设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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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吸引并产生求知欲时，播放事先录制好的关于八大行星

的相关音频信息，学生被可视化的、可获得的、可操作的问

题情境引入到课堂中。

借助计算机系统模拟出来的太空形象，在 pad辅助下显

现出“触手可及”的真实感，学生不用离开教室，不用去科

技馆，便能完成情境的创生。学生带着自己的好奇心参与到

学习中，不仅仅通过视觉、听觉双通道感知信息，还实现手

动（多维操作平板）、体动、心动。

2、审视自我、增质增效的“镜像参与”

通读全篇课文时，教师要求学生默读第 2～9 自然段，

通过划线找关键词句了解天体上生命的存在需要具备的必

要条件，就这一问题小组内开展讨论。

教师带上 Pad 游走在小组之间参与学生的探究活动中，

在移动教学中，教师不仅是指导者，还承担着记录者、分享

者的责任，利用 pad的录像功能记录着学生讨论的过程，学

生看到自己的行为、神情实时投现在荧幕上，立马不自觉的

端正了坐姿，矫正自己的行为。教师利用 pad拍照功能将 A

组学生同屏展现在荧幕上，此时大屏幕就像一个聚光灯，全

班目光立即被 A小组所吸引，教师将镜头移向 B小组，全班

的目光随着平板拍摄的方向看去，B基于小组 A的发言进行

精确补充与反驳，其余学生一边看着别的小组的分享一边惊

叹同屏技术还能了解别人的思维方式，教师则提前设置，使

用录屏功能将这录下来。

学生在看到自己的行为表现被功放在大屏幕上时，内心

是紧张的，其不仅是个人外在形象的展示，更是小组荣誉感

的体现，对表现良好的学生教师要及时给予正向反馈，一个

积极刺激的给予可以不断强化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行为，促

进学生纠正自己行为表现，反过头到讨论探究的过程中，学

生会更严阵以待，无形里有效且高效地深度参与到学习中。

3、整理思路、提高品质的“思维参与”

学习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活动，思维是有效学习发生的先

决条件，课堂教学的关注焦点应该从“知识层”深入到“思维

层”,应该有效、系统、持续地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1）“演算”过程理性回归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教师发问：“除了地球之外，什

么行星可能有生命的存在？”帮助学生搭建“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脚手架。教师 pad上写下“提出问题”这

一板书内容，投放进学生的视线中，在接收到问题之后，学

生跟随作者的逻辑思维去分析，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必需条

件是什么？写下“分析问题”和“生命存在的必备条件”这

两个板书内容，根据前面对生命存在的条件分析归纳，教师

把几大条件罗列在数字化板书上，这时候学生不单单是被动

的接收信息，数字化板书的增补功能实时叠加上学生的想法，

“老师您漏掉了一点内容，还应该加上......”教师及时地补

充生存的必需条件剩余内容，增删改的过程即为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思想火花的碰撞过程。

教师写下“分析问题”这一板书内容，太阳系的其他行

星是否满足这些条件呢？写下：太阳系的其他行星（除地球

外）。接下来对这些行星一一进行验证，根据八大行星的空

间分布，我们分别验证水星、金星、木星、土星、天王星、

海王星这六大行星是完全不符合条件的，其中发现火星跟地

球是具有三处相似点，此时会有学生发问：“那火星是不是

有生命存在呀？”教师笑了笑没有回答接着问道：“阅读第

7-8自然段，火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呢？请你

说出理由，你可以说出来几点？”要求学生快速阅读并讨论，

学生汇报小组的内容时，教师使用 explain everything中语音

转文本的功能，对学生的发言实时转成文本并动态展示在荧

幕上，学生听的同时还可以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确定内容

是否需要增删改，教师不断优化数字化板书，学生踊跃发言

营造出浓烈的学习氛围，不断带动身边学习兴致不高的学生

参与其中。发言是思考之后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踊跃发言

即代表主动参与，极大的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经历多次思维表达-思维澄清-思维重整的过程，学生在

教师搭建的脚手架里不断根据地球的生存条件来验证太阳

系中的其余行星是否满足条件从而最终“得出结论”：地球

之外是否有生命存在，是人类一直探索的宇宙之谜。据此产

生的数字化板书是教师与学生的集体智慧，一步步推理，小

步子做探究使得传统板书中的“演算”过程理性回归。

（2）重排重组搭建知识支架

《宇宙生命之谜》这节课面向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其思

维活动中自我意识和调节能力增强，但也存在易忽视其来龙

去脉和系统性的局限性。利用 Explain everything中的缩放、

移动等属于动觉学习的功能操作是实现知识重排重组的有

效方式，“动觉学习”是由“明示行为”引起的，不管是使用手

指、笔还是鼠标，这些肢体行为都能够巩固所学习的知识。

本节课最后，教师把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板书内容，AR 形式

的太阳系通过使用手指或电容笔在 pad上对知识点拖拽移动，

按照课程进行的顺序这一方式重排重组，这一行为帮助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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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短时记忆到大脑的“工作台”上进行有效的信息编码，

编码操作是对信息进行加工组织并产生意义(建构)的过程。

很多学生发现这是理清知识结构，快速整理思路的好方法！

教师将整节课与学生的共同智慧结晶缩放在一起，带领学生

共同快速总结本节知识点。教师搭建知识支架的作用在于引

导学生解决问题和提升其分析、综合思维层次，促进学生从

记忆、复述低水平思维层次向分析综合、创造、评价高水平

思维层次的转变，是有意义的建构学习。

4、同伴刺激、扩面增量的“互动参与”

（1）同伴刺激促成长

《语文课程标准》认为教学就是师生相互交往、共同发

展的互动过程。角色和互动密不可分，没有了互动，角色就

失去了依存条件，无法实现实际的角色行为。个体的行为、

态度不仅是由自身因素决定，也会受到周围与他地位相同或

有关系的人的影响。因此，发展良好的同伴关系，利用同伴

之间的相互刺激与影响来促进学习共同体的全面发展是不

可或缺的。

（2）人人应答促同步

为避免填鸭式教学现象的发生，下课前，教师提问：这

篇文章中提供的材料只到 1975 年，那么关于生命之谜最新

的研究是什么呢？教师在 explain everything中划分出每个小

组的编辑区域，使用添加编辑用户的功能，一键生成的链接

分享给学生，学生在 pad上点击链接，全班同学都可进入到

这一话题的讨论中，学生进入对应的编辑区域，写下小组查

阅资料的结果。首先，参与形式由一对一变成共同参与，实

现人人参与。其次，整个过程教师利用同屏技术实时展示大

家的编辑状态，透明化，可视化可以了解学生的思考方式，

有的放矢地解决学生的问题，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最后，

大家同步在文本框里输入自己的想法，速度有快慢之分，快

速度则变成刺激物，不断地刺激同组的小伙伴发表看法，回

答的速度，内容的创新都变成学生在这一问题情境中所追求

的。

整个展评过程，学生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颇有“百家争

鸣”之势，教师利用 pad的语音转文字功能对学生评价，不

仅可以实现人人参与，还能在节省时间的前提下实现生生之

间、师生之间的互动参与，促进学生同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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