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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平板移动教学研究
杨　瑶

浙江省金华市西苑小学　浙江　金华　321000

摘　要：2018 年成为移动终端的项目学校，省之江汇试点学校。将省配的一个智能安卓平板移动终端试点班成为全校平板教

学模式研究和应用的有利推手，动员试点班的科任老师以及各学科骨干组成一支先锋队，建设好个人教学空间暨教研组空间，

带头开展本学科平板教学研讨和展示课活动，以知识点为单位使用教学助手建设丰富多彩的教研组数字资源，班班安装之江

汇应用软件“互动课堂”，以期利用平板开展常态化教学，借助之江汇这个平台打造方便周到的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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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一个试点智能终端教室投入使用近一年，动员试点
班的科任老师以及各学科骨干组成一支先锋队，班班安装之
江汇应用软件“互动课堂”等课堂教学互动软件，营造信息
化教学改革的整体氛围，开展基于平板、手机等移动教学的
实践研究。在此期间建立并运行多元信息化教学推进策略，
师生自如的运用“互动课堂”“教学助手”开展日常教学。通
过大量的校内教研活动等教学实践，逐渐转变以往的教学模
式和学习方法，积极思考和探讨以活动为载体的课堂创新教
学模式。接下来阐述我校的一些做法：

一、教研新思路
（一）以知识点为单位的集体备课
集体备课的过程中，同年级教师采用联合开课模式，设

计好相应的教学方案，大家分工合作，将传统教材和教学资料，
转换为“图文、PPT、音乐、微视频”等立体新型资料，传到之
江汇平台教学助手相应的教材资源对应章节中。学校可以建立
自己校本资源库，可以将不想公开分享的资源校本化分享。

校本化资源库根据知识点建设，这样可以组合出各种套
餐，做到一课一案。资源库更新中还会保留课件、教案、微
课、学导文、联系文等视音频、文档类资料等中间产物。如
果在存储介质中很容易被替换，在资源库中备份还随着时间
的推移形成成长档案记录在云端。有了这个随身的资源库，
只需要网络就可以在“互动课堂”软件中直接打开并上课。

（二）以“教、学、练”为一体
以往的做法是布置预习或者课后作业，学生完成作业，老

师批改，然后还要花大量时间回过头去再统计错题情况，查阅
教材或者题库寻找相类似的题目，费时费力。预习的情况往往
要到课上才能了解，课后作业的反馈要到下一次课，不及时。

而基于平板的作业模式：教师将集体备课中准备好的预
习资料推送到班级终端，对学生前知识进行提前诊断，同时
帮助学生提前了解，课上听讲时更有针对性和指向性。通过
教学助手编辑好试题库，课内根据课堂学习情况临时组合就
形成课内测验。课后发送作业给学生，客观题自动批改，主
观题手动批改。马上形成大数据分析，减少学生会做的练习，
增加容易错的部分，总体上减少题量，能快速地知道学生对
各个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及时补充。

二、教学新举措
（一）学生的电子书包
人类获取信息的来源中有 94% 是来自于视觉和听觉

［2］。平板提供给学生多种媒体的学习资源，文本、图像、
声音（范读）、音乐、视频（微课）等。平板电脑的语音功
能让语文、英语等语言课堂学习助手；学生可以运用平板
的摄像头提交作品的照片方式，尤其适合于作品类课程；
学生可以直接在平板上书写、作画，非常适合数学演算和
书法类课程。

（二） 教师的教学帮手
优秀教学资源使教学过程生动有趣。教师可以借助各种

教学 APP 提供的一些精品资源课件或动画。目前安卓各大应
用市场里面的教学 APP 良莠不齐，组织移动课堂先锋队教师
推荐选择了一些典型且用户体验度较高的应用软件来并且录
制 App 介绍。

三、课堂新元素
（一）由一变多
怎样将其他教室也转变为类“移动终端教室”。教师每

人都具有小巧、易携带、带摄像头的手机，然后利用学校信
息中心安装教室终端管理系统时在每个教室的台式电脑上安
装互动课堂软件。教师在课堂上用手机之江汇教育广场 APP
的移动讲台功能，扫描教师机上的二维码进行移动教学。

（二）移动讲台
利用移动讲台的功能课堂上的所有环节，教师可以通过

手机操作完成，不用去讲台上翻页 PPT，播放视音频，查看
参考资料等。使用手机上课，将老师从讲台上拉了下来，让
老师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注意力去关注学生。

（三）环节多变
在学校的智能终端教室，每个学生都需要在搭载有移

动课堂教学“学生端”App 的平台上参与课堂学习活动。
有很多仅教师有手机和平板不具备的功能，可以让课堂添
彩。弹幕功能，抢答功能，发送板书功能，通知功能，推
题功能，直播功能等等功能。加入这些功能后相较于传统
课堂单一使用教科书、教辅资料、PPT 等，极大的刺激了
学生的感官。

四、总结和展望
相比把教学互动局限在课内的传统课堂，基于之江汇教

育广场、教学空间的教学互动，善于将“互联网 +”同信息技
术相融合，实现二者的合力，达成教学目标，互动空间更大。
课堂教学则从传统的知识点讲解，转向难点释疑、启发交流、
巩固拓展的新型教学模式。并通过各种数据客观评估进行教
学效果监控， 形成即教、即学、即练并巩固的高效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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