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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智慧课堂”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试点学校为例 

◆于鹏飞 

（安徽省临泉第二中学  安徽阜阳  236400） 
 

摘要：以智慧教育引领教育信息化的创新发展，从而带动教育教学的创
新发展，已成为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智慧课堂”作为智慧教育的核心
组成部分，对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具有重要作用，也因此
受到学者和中小学的重视。那么， 初的尝试阶段，必定是问题百出，
艰难前行的。本文就尝试“智慧课堂”中出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作简
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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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国力
的重要指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校尝试着开展“智慧课堂”，
与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目前支持“智慧课堂”教学的信息化设备
基本上都是平板电脑，不同的是学习系统有封闭式和开放式之
分。目前，半开放式是比较适合的，可控的、有学习平台的平板
电脑是 佳选择。实现方法有两种：一是将完全封闭的电子书包
系统开放，在教师的允许下，学生可以安装、打开、卸载应用；
二是在开放式的设备上安装管控软件和学习平台，这种方法的比
较灵活，为以后拓展提供了基础。可以说，伴随着智慧课堂的发
展过程，支持智慧课堂教学的学习系统会经历封闭、半开放、开
放三个阶段。 

下面我将从学校、学生和教师三个方面简要谈谈尝试“智慧
课堂”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出现问题的原因及应对策略等。 

一、学校方面 
（一）学校在建设及使用“智慧课堂”中易出现的问题 
“智慧教室”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所以，一个学

校只有一间“智慧教室”试用，那么学生没有一种“自己是主人”
的感觉，用起来就不够爱惜，比如阜阳一中，有的平板在两三个
周后就有坏的了。学校建设智慧课堂当然是有某公司的支持，该
公司 初大概也是为了先把自己的课程软件市场打开，所以学校
在使用该软件时，也没有过多考虑大部分学生的现有水平， 初
很大程度只是为了试用而使用，所以在试用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
题。 

（二）学校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效益与风险并存 
为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潮流，眼光放长远点儿来看，“智慧课

堂”有很多好处，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是有风险的，所
以学校在尝试阶段，不敢大规模建设“智慧教室”，毕竟投入也
不小。 

2、升学压力较大 
学校 终还是不能忽略升学率的，这也是大的社会环境使

然，所以，可能在教育局没有大规模开展“智慧课堂”改革之前，
走规规矩矩的教学之路比较安全，相对较容易把握教学质量和升
学率。所以，学校不敢把工作重心放到教学改革上。因此，对教
育者在“智慧课堂”的了解及技术掌握方面，学校并没有投入大
量的时间、精力及金钱；大部分教师对“智慧课堂”也没有全身
心投入，只是消极应对。 

二、学生方面 
（一）学生在“智慧课堂”中易出现的问题 
传统教育方式教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所以，学校建议家长不要给学生买手机等电子产品，更有甚者严
禁学生带电子产品到校内，更不要说带到课堂上来了。所以，有
些学生在接触到手机等电子产品时，就会忍不住想要探索其中的
奥妙。那么，一旦学校建成“智慧课堂”，学生就会被课堂以外
的新鲜事物吸引走。 

（二）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 
相当一部分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不知学习是为了谁；

不知学习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用处；甚至部分学生有这样一种心
理：现在可以打着上学的幌子，花着父母的钱，享受生活，多好。
所以，没有动力、没有压力，他们很难用心去努力学习，那么他
们在接触到电子产品时，就容易被平板上其他功能吸引走。 

2、学生心智不成熟，自制力差 
高中生说起来也即将成年了，但是整天学习枯燥的文化知

识，面对稍微新鲜的事物，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去抵抗其诱
惑。 

3、学生攀比心理作怪 
部分孩子觉得别人会玩什么什么游戏、知道网络上流行的事

物等，而自己却不会玩，不知道，就害怕被人嘲笑，于是他们只
要有机会接触电子产品，接触网络，他们就很有可能和别人比着
玩。 

三、教师方面 
（一）教师在“智慧课堂”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部分已习惯满堂灌或者偶尔使用一下多媒体课件的教师，只

需要拿着课本或者下个课件辅助一下，就把自己知道的知识“简
单粗暴”地讲给学生听，猛然接触“智慧课堂”，未免有些不适
应。尤其是年龄稍大的对电子产品研究不是很多的教师，不愿意
打破自己固有的教学方式，因此会对“智慧课堂”有所排斥，不
理会或者消极对待学校安排的让学生体验“智慧课堂”的任务。
这些试点学校中，有些就只有一间“智慧教室”，所有班级轮流
上课，所以有的老师干脆就把前面老师用过的知识点和题目直接
拿来用，一节课就让学生做题，也不管这些题目是不是符合自己
学生的认知水平，更有甚者，学生在“忙些”什么，也不管不问，
学生就自由发挥，随心所欲地玩自己喜欢的。 

（二）教师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教师因循守旧 
有些教师，固守着自己的一套经验，上课前不用花大量的时

间去备课，只需要课前几分钟浏览一下就行了。“智慧课堂”的
出现，意味着他们要开始学习新的教育方式，有可能他们要从头
开始学习电脑及其他电子产品的使用，这将会减少他们的休息时
间，所以很多教师守着自己的教育方式不愿做出新的尝试。 

2、教师管理不当 
有些教师在“智慧课堂”上，可能会因为技术不熟练，不能

控制学生对平板的使用，不会很好地管理班级空间及作业平台的
公告栏等，所以那些学习目标不明确、自制力不强的学生就会钻
空子，趁机“为所欲为”。 

（三）应对教师出现的问题，简单提出以下策略： 
1、教师要提高自身教育教学能力 
“磨刀不误砍柴工”，教师只有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才

能上好每一节课。为了适应大形势的发展趋势，教师应该“活到
老学到老”，应研究学习新的教学方式，把自己掌握的知识，用
新的、学生易于并乐于接受的方式展现给学生，这样他们才能更
好地被学生接受，才能不会被社会淘汰。比如充分发挥校内备课
组、结对学校、联谊学校之间的合作，“走出去”与“请进来”
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充分利用远程视频会议系统、网际
交互教室、集体备课室、QQ 群、微信群开展校内、区域内、跨
区域的集体备课、公开课、主题研讨、专题讲座等形式丰富的教
研活动，增强交流与合作，构建学习共同体，有效提升教师教学
水平。再比如学习慕课，教师可以多一种途径提升教学水平。 

2、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备好每一堂课 
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主观能动性，现有认知水平

也参差不齐，教师可能做不到兼顾每一个学生，但是应做到遵循
大部分学生的认知规律，准备符合学生现有能力的知识点和题
目，让学生从新的教学方式中获得乐趣，在快乐中学习并获得成
就感。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更好更快地赶上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脚步，更

好地利用“智慧课堂”带来的便利，就要从学校、学生和教师等
方面综合考虑，把在尝试阶段屡次出现的问题在真正全面实施阶
段之前解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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