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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应用现状及问题分析

阎瑞霞， 谢妍曦， 陈克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随着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的普及，多种智慧学习的小程序和各类学习型 ＡＰＰ 迅速发展，由于其便捷性和高效性，各
大高校积极尝试实践。 以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方式研究该平台的应用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通过对学生的个人基本情况；学生是否使用过类似雨课堂的授课方式、接触多久、以及使用过哪些、比较喜欢哪种、喜欢的

原因和不喜欢的原因等现状调查研究，从教师、学生和平台 ３ 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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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互联网＋背景下，国家结合时代背景出台了

信息化教育的若干文件，其中《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１］ 中提出要

“建立新型信息化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进而帮

助提高教学效果，同时也应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开

发应用，创新在线和传统合理混合的新型教学模式，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推动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协作

学习。”，《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提出“推动信息技术和高等教育的合理融

合，利用信息化工具和平台提升教学水平，培养学生

进行自主管理、自主服务、自主学习的意识与能

力”。 因此，随着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的普及，各大

院校积极探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改革院校的教学生

态：授课环境、授课方法、授课模式等。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传播跨越

了时空界限，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发展新型的教学方

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随着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的

普及，学生可以方便的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及知识，
这种移动型学习方式逐渐成为大学生中教委流行的

新型学习方式。 在互联网环境下，手机不仅是大学

课堂师生的有力工具，更是课外展现和交流的拓展

平台。 近年来，研究人员以智能手机为载体开发了

多种智慧学习小程序和智慧学习 ＡＰＰ，比较有代表

性的有 “雨课堂” ［２］、“Ｇｏｏｇｌ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３］、“超星

学习通” ［４］等，这些智慧学习型软件和小程序（以下

简称为智能教学平台）已经在各大院校中进行了实

践和探究［４－６］。 目前研究大都基于某门具体课程为

依托展开描述，缺少对智能教学平台的整体研究，基
于此，本文通过问卷的方式研究课堂教学型手机智

能教学平台应用现状及目前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

解决措施。
１　 典型的手机智能教学平台发展趋势

理论是实践的指导，本文以常见的微信小程序



“雨课堂”和手机 ＡＰＰ“超星学习通”（以下简称“学
习通”）为例，简单梳理手机智能教学平台发展趋

势。
“雨课堂”是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和学堂

在线携手推出以 ＰＰＴ 和微信为载体的课堂教学型

手机智能教学平台，在不改变老师原有教学模式的

前提下，可实现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的教学数据

收集，支持课前推送、下发教学资料，使用二维码和

密码秒考勤，支持实时答题、答疑、弹幕、测试等，学
生手机全程实时显示教学内容，课后作业、数据采

集、量化分析、精准教学。 通过在中国知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 ／ ）以（主题 ＝雨课堂 或者 题名 ＝雨课

堂 或者 ｖ＿ｓｕｂｊｅｃｔ ＝中英文扩展（雨课堂，中英文对

照） 或者 ｔｉｔｌｅ ＝中英文扩展（雨课堂，中英文对照））
（模糊匹配） 检索条件，截止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号

检索文献 １ ５４１ 篇；覆盖范围包括信息学、理工学、
医学、生物学、药学、经济学等学科。 通过检索绘制

趋势图见图 １。 由图 １ 所示该主题从 ２０１６ 年起增

长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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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雨课堂总体趋势分析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学习通是泛雅网络教学平台的移动客户端，可
以实现教学互动、课程建设等多种功能，提供包括考

勤、作业、测验、通知、答疑、讨论、资料、评价、直播、
投屏等多种网络辅助教学功能。 学习通将传统课堂

教学搬到网上，可以进行实时互动、视频直播、视频

观看等远程教学，不局限在授课教室具有很大的方

便性。 通过在中国知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以

主题＝学习通或者题名 ＝学习通或者 ｖ＿ｓｕｂｊｅｃｔ ＝中

英文扩展（学习通，中英文对照）或者 ｔｉｔｌｅ ＝中英文

扩展（学习通，中英文对照）） （模糊匹配） 检索条

件，截止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号检索文献 ４８３ 篇；覆
盖范围包括信息学、理工学、医学、生物学、药学、经
济学等学科。 通过检索绘制趋势图见图，２，由图 ２
所示该主题从 ２０１６ 年起增长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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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学习通总体趋势分析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ｓｔａ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２　 上海高校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应用现

状及问题分析

２．１　 调查对象与内容

本课题分别从教师、学生和平台 ３ 个方面设计

调研问卷研究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应用现

状。 调查内容主要包含 ３ 个方面：

（１）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每日上网

时间、上网主要目的、微信及微信小程序以及手机

ＡＰＰ 的使用情况。
（２）了解学生是否使用过雨课堂等智能教学平

台的授课方式，接触多久，以及使用过哪些，比较喜

欢哪种？ 喜欢的原因和不喜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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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与传统授课方式相比较的优点和缺点。 本

次调查以上海区域范围内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高校教师

以及学生，利用问卷星发放，共回收有效调研问卷

１６８ 份。
２．２　 调查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１）大屏智能手机普及，当代大学生课堂玩手

机越来越普遍。 问卷统计数据反映出当代大学生每

天上网时间较长，大部分同学每天上网时间集中在

４～８ ｈ（见图 ３）；以学习为目的的比例也超过 ７０％
（见图 ４）。 因此将手机科学地引入课堂，与微课，翻
转课堂结合灵活运用，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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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您每天上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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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您上网时间的目的是（多项选择题）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ｙｏｕ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ｉｍ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２）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丰富多样，
大部分受访对象使用过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

台。 问卷统计数据反映高校学生接触过雨课堂、学
习通、慕课、网易云等多种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

平台，并且超过半数的同学已经有一学期在课堂上

或者课下使用类似雨课堂的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

学平台（见图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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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您在课堂上或者课下使用类似雨课堂这样的微信小程序多长

时间了？
Ｆｉｇ． ５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ｕｓｅｄ ＷｅＣｈａｔ ａｐｐｌｅ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ｏｒ ａｆ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３）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各有千秋，
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评价仍不理想。 目前

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主要有微信小程序和

手机 ＡＰＰ 两大类，两者使用均较为方便，但是仍各

有千秋，见图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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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您在课堂上或课下使用类似学习通这样的手机 ＡＰＰ 多长时

间了

Ｆｉｇ． ６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ｕｓｅｄ 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 ｌｉｋｅ Ｓｕｐｅｒｓｔａ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ｏｒ ａｆ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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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您觉得小程序相对于 ＡＰＰ 的优点在于？
Ｆｉｇ． ７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ｉ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ＷｅＣｈａｔ ａｐｐｌｅｔｓ ｏｖｅｒ

Ａｐｐｓ？

性能稳定：56.72%

查找入口方便：

73.13%功能健全：

50.75%

服务丰富：

53.73%

其他：20.9%

图 ８　 您觉得手机 ＡＰＰ 相对于微信小程序的优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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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具有很多的

优势，也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整体

评价不是很高，具体平分见表 １，其中 １－５ 表示评分

等级，数值越大评价越高。 由表 １ 可以看出关于课

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的评价集中在 ３－４ 分，
通过进一步访谈发现网络不稳定、利用手机上课容

易分心以及手机的持续使用时间较多等是拉低课堂

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评价的主要因素。
表 １　 关于学习软件，请给微信小程序和手机 ＡＰＰ 打分

Ｔａｂ． １ 　 Ｐ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ＷｅＣｈａｔ ａｐｐｌｅ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

题目 ＼选项 １ ２ ３ ４ ５

微信小程序 ２．９９ １．４９ ３２．８４ ４０．３ ２２．３９
手机 ＡＰＰ ０ ７．４６ １９．４ ４４．７８ ２８．３６

３　 结束语

雨课堂、学习通等智能教学平台科学地覆盖了

正常授课的正常教学环节，同时可以搜集和统计教

室授课记录和学生学习记录，为师生提供定制化化

报表、自动作业批改和任务提醒等，让教与学的过程

和结果更直观。 目前很多高校学生使用了至少一学

期的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通过调研和访

谈提出以下建议：
（１）因材施教，视课程特征使用课堂教学型手

机智能教学平台。 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不

能仅作为授课内容的呈现、学生的考勤，作业的检查

等，要以提高实际教学效果和提升学生能力为目标，
依据课程特征个性化设计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

平台授课内容。
（２）不要过于使用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

台，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与传统授课结合。
鉴于手机上还会有各种聊天信息及弹窗广告等，使
用课堂教学型手机智能教学平台难免会受到干扰，
另外长使用手机也存在导致头部和手臂不舒服，以
及缺乏师生的一线交流等，因此仍建议课堂教学型

手机智能教学平台与传统授课结合的授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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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 ３ 个 ＡＰ 对应的 ＩｏＵ 分别为 ０．５、０．７５，后 ３ 个

ＡＰ 的下标分别对应小、中、大目标。 另外，对应大、
中、小目标在 ＩｏＵ ＝ ０．５：０．９５ 的 Ａ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ｃａｌｌ）
值分别为 ０．２７９、０．４６８、０．５８４。

表 ３　 实验结果分析

Ｔａｂ．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网络 ＡＰ ＡＰ５０ ＡＰ７５ ＡＰＳ ＡＰＭ ＡＰＬ

Ｙｏｌｏｖ３ ０．２９０ ０．５０１ ０．３１０ ０．１５２ ０．３４９ ０．４９０

３　 结束语

本文自行设计标注了交通监控目标的数据集，
使用 Ｙｏｌｏｖ３ 算法对交通监控对象进行了目标检测，
最后进行了实验结果分析。 下一步可以增加样本的

多样性、同时针对自己的数据集进行模型的训练，进
一步提高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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