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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课堂手机依赖现状及改善课堂教学质量的探索
——基于延边大学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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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大学  吉林延吉  133002）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7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
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9.86 亿，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8885 万。近年来，
大学课堂上学生除了携带书本、笔、书包以外，手机也已成为
必备物品。有些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获取资源和信息，作为
课堂知识的补充，但大多数学生却将手机作为娱乐工具使用 [1]。
我国大学生每天使用手机上网时间在 5-6 小时以上的占 35%，
而 60% 的大学生使用时间超过课堂总时的 9 分之一 [2]。

实际在我校专业课课堂上发现很多学生都在上课时使用手
机的状况，对此作者进行了课堂手机使用相关调查。发现食品
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8 级 170 名学生中除了 12 名学生在课堂
上绝不会碰手机，其他学生都在课堂上或多或少使用手机“办
公”。发现课堂上绝不使用手机的 12 名学生的成绩是排在班
级前 10% 以内的，而且这些学生自律性非常高，每堂专业课
都是坐在第一排或第二排的学生，每次都是认真记好笔记，按
时交作业的优等学生。为了了解其准确性进行了更深入的非实
名制问卷调查。对其他 158 名学生调查结果发现其中课堂使用
手机最多占用时间是玩游戏（30 分钟以上 21.3%），观看短视
频 - 抖音、快手等（15-30 钟左右，20%），刷微信朋友圈、
新闻 , 看 QQ，游览网购网站 (5-15 分左右，16.7%）, 其他（0-5
分钟左右，42%）。考虑到此行为严重干扰了课堂秩序，影响
教学效果，采取了在课前所有学生提交手机，课堂结束后取走
手机的方式进行教学。此方法实施后虽然所有学生杜绝了在课
堂使用手机，但实行的第一天课堂第一节结束后中间休息 10
分钟期间，有些学生就向老师要求返还自己的手机，这些学生
们反映哪怕那段时间也要确认有没有来电，有没有新的微信消
息，还有想玩自己一直玩的游戏等等理由。“课堂杜绝手机”
活动持续了一周后不得不停止此活动了。现在的大学生每个人
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智能手机，一旦我们“失去”了手机，哪怕
这是暂时性的也是有很多学生反映要是手机不再身边超过一个
小时，他们就会变得焦虑、不安、不能集中精神。有些学生虽
然课前提交了手机，但在课堂上却偷偷使用另一部手机。这些
学生离开自己的手机设备时表现出明显的戒断症状。当今的工
作，能允许人们完全不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也越来越少，考虑
到这些时代的变化完全杜绝使用手机是不可能的，既然无法完
全杜绝那就要思考如何“共谋生存”。

克服上瘾行为的关键是用别的东西代替他们。查尔斯·都希
格 (Charles Duhigg) 在《习惯的力量》介绍了改变习惯的形式，
即克服不良习惯或上瘾的最佳方法是，在改变惯例的同时保留
线索和奖励。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只用分心之事来改变原有行
为。此文中还介绍了关于一家名为“陪伴”的机构理解了用好
习惯代替坏习惯的方法。他们用一款名为“现实主义”的产品
来治疗智能手机上瘾。该产品外形跟没有屏幕的智能手机一样。
拿出“现实主义”，你看到的不是屏幕，而是透过屏幕大小的
框架，去看实际出现在你眼前的东西。“现实主义”令你拿出
手机的线索，让你拿出了这款塑料壳，因为后者外观和感觉都
很像手机，故此带给了你基本相同的物理奖励线索。线索和奖
励保持不变，但在智能手机里迷失自我的惯例，被更好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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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替代了 [3]。受此事例的极大的启发，在本专业课堂上实际采
取了使用智能手机辅助教学的模式。既然学生用手机在课堂上
玩游戏、刷抖音、看朋友圈等一系列与学习无关的行为，那我
们可以改变思路，在课堂上将智能手机同样应用到学习上，为
教学质量提升做服务。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移动终
端学习专业平台广泛应用于教学，本专业利用手机 APP 里的学
习通学习平台资源优势为课堂教学提供了辅助措施。

1、手机在大学课堂中正确使用的实践策略 

1.1  利用手机里下载的学习通进行考勤
在以往的课堂考勤点名时，老师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点名，

当老师念到自己名时学生喊“到”，这种方式费时费力，尤其
是班级有很多学生的时候，老师难道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往也
发现其他学生出于“仗义”帮同学点名的情况。在一个有 100
多人的班级老师很难确认喊“到”学生到底是不是本人。但是
通过手机里的应用 APP 学习通的话，就避免了此现象的发生。
因为老师可以设置点名时间，这样不再现场的学生很难在那么
短的时间内收到其他学生的消息后，进行签到。而且学习通里
的考勤设置有普通、手势、位置、二维码等方式，学生不在现
场很难确认老师每次的考勤方式，所以不在现场的情况下进行
作弊“签到”是几乎不可能。此方法大大缩短了考勤确认时间，
在 100 多人学生的班级里使用以前的考勤方式需要老师花费 10
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是利用手机里的学习通可以在不到 10 秒
钟的时间里解决了此问题。一般专业课都是连续上两节课，以
前有一部分学生上完第一节课后休息时间偷偷溜走，老师虽然
知道学生人数少了，如想再次进行 100 多人的考勤检查需要耗
时十几分钟，而且因为每节课都有课程进度计划，所以很难再
次进行考勤检查，但是有了上述手机学习通 APP 可以再次进行
第二节课上的考勤，防止了课堂产生不良影响，杜绝干扰课堂
秩序，影响教学效果。

1.2  利用手机扫码功能获取视频连接方式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

当前许多大学教师仍习惯于以讲授为主要教学方式，不注
重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课堂氛围相对沉闷，而思维活跃、信息
来源丰富的大学生，往往反感这种“填鸭式”的教育 [4]。例
如，食品机械与设备作为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
课程，是在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食品工程原理等先修课
程基础上开设的，其内容涉及的机械设备结构复杂，需学生有
较强的空间想象能力，因此学习过程中往往面临较大的困难。
教学过程大多采用传统的讲授模式，就是利用板书和 PPT 讲授
的方法，虽然 PPT 里展示了设备的示意图和实物图，但大多都
是静态的，对于机械的运动过程及原理单凭口述表达，结果学
生感到抽象，难以理解。学生很多都是机械式死记硬背，对知
识很难产生兴趣；无法意思到课程的重要性，学习的自觉性不
高，所以在课堂上转而青睐有趣多彩的手机世界。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在课堂上利用手机扫码功能辅助教学的方法。结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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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 PPT 里静态食品机械设备讲解，加入了用扫码方式观看实
际设备的动态运转视频。此方法不仅使学生更加深刻的了解到
食品机械设备结构，工作原理，优缺点等内容，而且这样的短
视频，可增强学生对食品机械与设备结构认识的直观性。短视
频这个媒介很容易看懂，比起单调无味的文字描述，学生们反
馈使用手机导入食品机械设备的短视频介绍很容易看懂，印象
也很深刻，而且随时随地可以看，对学习新的食品机械设备也
是很有帮助。 这种通过手机扫码导入短视频的教学方式，激发
了学生的好奇心，增加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趣味，防止学生们
在课堂用手机开小差。

1.3  通过游戏化提高学习成绩
面对诱惑，许多成年人也抵挡不住，可想而知，大学生刚

刚成年不久，进入大学，离开了父母，这或许是很多学生人生
第一次不在父母身边，内心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恐慌，没有
安全感。这些人很多靠智能手机来消除自己的抵触情绪 [5]。成
年人至少能在某些时候做出明智的决定，因为他们能够看到遥
远的未来。相比之下，孩子却只做适合眼下的决定。游戏化教
育听起来像是一种对学生最有吸引力的方法，游戏化研究院凯
文·韦巴赫（Kevin Werbach）和丹·亨特（Dan Hunter）检
验了 100 多个游戏化案例，确认了 3 个共同元素：分数、徽章
和排行榜。利用学习通可以把学习体验变成一场盛大的游戏。
例如在机械设计基础这门课程上，每一个新的知识都可以像游

戏那样从零认识开始，以充分理解结束。对每一章较大的学习
模块（即“任务”）都采用相同的游戏化结构：在任务期内（比
如 1 个星期），学生们要完成一连串小任务（老师在学习通里
布置的简答题，思考题，选择题等作业），接着要打通头目关
卡就是最终的章节测试题。这个头目通关概念理论是：在搞定
最终 boss 之前，玩家会先击败容易的小对手，磨练自身技能，
提升自我能力。最终 boss 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即玩家完成
了任务，可以升下一级的信号。使用学习通可以设置以上游戏
化的学习方式，而且每次“通关”都能得到相应的分数，最后
积累下来后可以在学生之间对比自己的分数，最后会导出排行
榜。这样学生们可以随时确认自己所处的位置，形成友好的竞
争模式。

2、结语

综上所述，因时代的发展，智能手机在大学生中广泛使用
是无法改变的。那就因势利导，将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正常
纳入到我们的教学引导中。也能利用智能手机这个媒体解决传
统型课堂教学中的一部分缺陷。虽然上述方法不能彻底解决实
验教学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部分解决了存在
的相关问题，以兹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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