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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法厘清智慧课堂的概念，比较传统课堂与智慧课堂的教学设计，从教学目标的预设、学习者特

征分析、教学内容设计、媒体资源的选择、教学活动以及教学评价的设计等方面阐述智慧课堂的教学设

计的内容与步骤。针对教师的教学设计方案与实施过程的分析研究，旨在提升智慧课堂与生物教学的有

效融合，提高生物教学质量，培养智慧型人才。 
 
关键词 

智慧课堂，教学设计，高中生物 

 
 

Research o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Biology Wisdom Classroom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Lili Shi1, Fengli Li2 
1School of Life Science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2Middle School Attached to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 3rd, 2022; accepted: Jul. 1st, 2022; published: Jul. 6th, 2022 

 
 

 
Abstract 
Using the literature method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wisdom classroom,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eaching design of traditional classroom and wisdom classroom, and expounds on the content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734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7340
http://www.hanspub.org


史丽丽，李凤丽 
 

 

DOI: 10.12677/ae.2022.127340 2243 教育进展 
 

and steps of the teaching design of wisdom classroom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preset teaching ob-
jectives, the analysis of learners’ characteristics, the design of teaching content, the selection of 
media resources, the desig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The analysis and re-
search on teachers’ teaching design scheme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im to improve the effec-
tive integration of wisdom classroom and biology teaching,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iology teach-
ing and cultivate intelligent talents. 

 
Keywords 
Wisdom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n, Senior High School Biolog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信息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为学生营造出智慧学习环境，使课堂

教学更加信息化、智能化。智慧课堂的应用使得教师更新教学设计与方法，教学理念也随之发生改变。

信息化的智慧课堂为教学提供便利，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信息技术与生物课堂教学的结合程度不够紧

密的现象，需要不断地教学实践优化教学设计，精心设计课堂中的每一个环节。 

2. 智慧课堂内涵 

我国学者对智慧课堂的内涵提出自己的理解，一是从教育视角出发注重课堂上知识的传授、智慧思

想的形成；二是基于信息化角度认为智慧课堂是借助先进的智能技术创设理想的信息化学习环境，促进

学生知识学习向智慧发展与生成转变，在信息化教学情境下，教育大数据为教学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

些信息经过认知加工内化为鲜活的教学知识，最终达到教与学智慧生成的目的。本研究侧重于信息化视

角认为智慧课堂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提供智慧学习环境，体现智慧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主体，利用移

动终端和教育媒体技术构建课前、课中、课后高效教与学的新型课堂。 

3. 智慧课堂教学设计概述 

智慧课堂是利用信息技术构建的新型课堂，本质上将信息技术元素融于教学设计之中。 
在教学实践中，智慧课堂教学设计就是在信息化学习环境下，以实现因材施教、促进学习者综合素

质的发展为目的，运用智能化教学设备，依据教学目标和智慧课堂要求，关注学生学情，组织安排教学

内容，选择一定的教育资源，完成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活动，是将资源、环境、技术融合在一起以

达到教学过程、教学效果最优化而设计的教与学的实验方案，通过对这些构成智慧课堂要素的设计，形

成有序的信息化教学流程[1]。 
与传统课堂教学设计相比，智慧课堂教学设计在教学策略、讲授方式、学习资源、教学媒介、教师

角色和评价方式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见表 1。 

4. 高中生物智慧课堂教学设计与应用 

智慧课堂教学设计与传统课堂教学设计也存在共性，教学设计的内容与步骤都大致包括教学目标分

析、学习者特征分析、学习内容与任务设计、教学评价设计等方面，因此智慧课堂教学设计并不是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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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课堂教学设计，而是在传统课堂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学质量，高效地为教学

服务。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n and wisdom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n 
表 1. 传统课堂教学设计和智慧课堂教学设计的比较 

关键要素 传统教学设计 智慧课堂教学设计 

教学策略 教师主导、讲授为主、先教后学 学为主体、探索学习、以学定教 

讲授方式 讲解为主 交互性指导 

学习资源 书本知识 微课、课件、视频、动画、 
网络学习资源 

教学媒介 多媒体为主 信息化、智能化教学环境和手段 

作业方式 独立完成作业、集体辅导 协同作业、个性化辅导 

教师角色 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 学生学习引导者、促进者 

评价方式 总结性评价 
数据全过程、动态化 
学习的多元评价 

(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 

4.1. 教学目标的预设 

教学目标是进行教学活动后期望达到的效果。智慧课堂教学目标的预设包括两个重要的内容：1) 以
高中生物核心素养为导向，设计符合新课改标准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理性思维、科学探

究、社会责任。2)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根据目标分类理论和学习者编写具体的目标，突出信息化

社会背景下的教学目标分析的特点和要求。在编写学习目标时，将教学对象、行为、条件、标准四个要

素综合在一起，智慧课堂的优势在于能将学习目标中的条件和标准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 
以高中生物《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这一节内容为例，首先设置四维教学目标：1) 生命观念：认同

“遗传信息主要存在于细胞核”、形成“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相适应”生命观念；2) 科学思维：分析课

本上提供的四则材料，基于生物学事实提高推理归纳能力，描述染色体和染色质的关系；3) 科学探究：

补充设计美西螈的核移植对照实验，利用模型建构伞藻嫁接和核移植的模拟操作，体会科学家的研究思

路，增强对研究方法的认识；4) 社会责任：关注生物科技进展，在 2017 年我国科学家首次克隆出与人

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标志着我国克隆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形成民族自豪感。明确克隆人是会

带来严重的社会和伦理问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将信息技术融入四维目标，比如某某同学在多

长时间内完成对美西螈核移植补充实验方案的上传。 

4.2. 学习者特征分析 

学生已有的基础知识水平和知识背景、学生性格、学习心理、学习风格是影响学习者特征分析的主

要因素。智慧课堂的信息化平台对开展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估和分析提供依据，以科学测评代替经验化测

评。智慧课堂注重因材施教的方式，因此在教学时关注到班级群体共性特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学生个体

之间的差异性。比如学生在学习风格方面有一定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统一性表现在对新知识充满渴望，

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在学习过程中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在得到奖励或者成绩提升之后自信心增强，

喜欢与同伴交流和合作，愿意帮助他人；面对难题具有挑战心理，以此获得学习的成就感。差异性体现

在因个人性格的不同，表现为不同的学习风格，外向活跃型的学生喜欢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交流；

内向安静型的学生喜欢独自思考；考虑到部分学生喜欢与他人相互交流想法、一起协作，可设计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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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果展示让他们作为小组代表口头阐述他们的想法和思路，有助于学生逻辑思维的形成以及口语表达

能力的提高，促进学生的发展；有的学生喜欢自主独立思考，钻研难题，那么可以选择相应的拔高题并

推送给学生。除此之外，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智能化的产品伴随学生的成长，他们对数字化的手段具

有浓厚兴趣，倾向于从多渠道获取多样化的信息，在教学时可以选择多样化的多媒体资源丰富学习过程，

也可以通过平板抢答、平板随机点名功能丰富课堂环节，尽量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学习主动性，避免

单一沉寂的课堂。智慧课堂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全面了解学生，在教学工作中关注学生学习需

求和成长发展规律是不能被忽视的。 

4.3. 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内容的设计遵循一致性、逻辑性、可视化原则。1) 一致性原则：在新课程标准中已经明确了教

学内容的标准，规定了教学内容体系对教学内容分析，要分析纲要、标准、生物学科教学指导意见等对

本课教学内容的要求，熟悉本课内容的组成和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评价教学内容是否直接为教学目

标服务；2) 逻辑性原则：进一步明确、理顺教学内容各组成部分的联系，分析知识点之间的内在关系和

学生的认知规律，合理安排教学顺序；3) 可视化原则：关注信息时代教学内容的载体、来源等新特征，

分析教学内容的类型、特点，把握本课的学习重点和难点，教学内容设计应避免单一化的文字呈现，应

当运用智能化、信息化的手段为学生学习提供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2]，表现形式多样的资源使学生的关

注度聚焦于课堂，提高学习效果。 

4.4. 媒体资源的选择 

在智慧课堂教学中，教学资源是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核心位置。智慧课堂的教学资源是以富媒体作

为载体，呈现给师生形式多样的学习资料，包括各类电子文档、电子教材、图片、影视、动画、网页、

视频、音频等多媒体数字化资源，满足教师在备课、上课对辅助教学资料的需求以及学生的学习心理，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个性化、智能化、便捷化的资源服务[3]。智慧课堂的教学资源不是简单地将现有的教

学资料全部搬迁到教学中，而是以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为目的，根据当次课程学习的需要，在各种资源

中选取合适的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资源要把握以下几点：1) 注重教学资源的交互性。课堂交互是在支

架教学理论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教学模式，教学资源交互实质上是以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作为参考，为学生

学习提供支持，促进学生有效地学习。2) 教学资源少而优质。网络上存在大量具有迷惑性、错误性的教

学资源，教学资源的使用不当会误导学生，因此精心筛选符合教学要求的优质资源是教学流程中重要的

环节，少而精的资源为学生减轻学业负担和精神压力的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快速了解知识重点。3) 教学资

源的科学设计、重组创新。网络上教学资源形式多样，为了优化教学，教师需要对这些教学资源加工处

理、创造性地制作生物课程资源；教师之间集体备课，共享资源，对已有资源合理安排、科学设计。4) 教
学资源的拓展性。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开发和建设课外有效教学资源，生物源于生活，借助学生已有的

社会生活经验，加深对生物学科的认识，提高生物科学素养。 

4.5. 教学活动设计 

智慧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作用是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去主动获取知识。在

智慧课堂中，教师按照时间顺序设计课前、课中、课后的活动，合理组织安排教学内容。 
1) 课前预习。教师基于信息技术网络平台发布新课的预习材料、测试题等，学生利用平板电脑自主

学习新课相关内容并完成课前测试题，学生预习资料的时长、答题所用的时间、正确率等数据都会反馈

到教师端，通过分析学生的预习动态以及学生在答题时出现的困难，调整教学设计、补充教学资料、设

置具有引导性的问题，为学生学习提供支架，解决预习中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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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中互动。课堂上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直接面对面互相交流、共同探讨的主要阵地。 
情景教学式互动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引入新课，智慧课堂的移动设备可以为学生提供图、

文、声并茂的学习情境，激发学生求知欲。合作学习互动中，教师以任务驱动为手段，向学生端推送教

学任务，以小组合作的方式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主动地建构知识的意义，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强化和完

善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教学展示式互动中，学生通过平板电脑上传到老师终端的成果都可以采用“投

屏”展示的方式清晰地呈现在移动设备的屏幕中，之后学习成果的判定和评价也是多元的，以教师点评、

小组互评的形式为主，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小组自评的方式。 
3) 课后个性化辅导。通过学生课前预习、课中测试的答题数据反馈，一方面可以向学生继续推送他

们之前答错的题目，经过反复练习，强化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另一方面从错题的原因和类型入手布

置相同或类似的题目，检测学生对知识的迁移和运用情况[4]。另外，根据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课后采

取分层指导，对于学习存在困难的学生向他们推送微课视频扎实基础知识，给学有余力的学生布置课后

思考题继续拓展学习。学生也可借助智慧课堂的复习资源，及时进行课后自测、单元自测，整理并形成

自己的错题集，有助于学生复习和反思，提升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 

4.6. 教学评价设计 

教学评价是对教学效果的结果分析，是对教与学行为的反馈，有助于教师进行教学反思以及学生学

习质量的提升。智慧课堂的评价模式是对传统评价体系的传承和创新，呈现基于数据全过程、动态化学

习、线上线下结合的多元化评价方式。高效地利用智慧课堂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应对智慧课堂教学评价

的过程合理的设计：1) 明确评价目标。评价目标是衡量评价质量和效果的标准。智慧课堂评价目标应指

向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评价学生在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这四个维度上是否达成

相应的目标，除此之外，还要注重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以及信息化学习能力的培养。2) 构建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的构建以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学习特点、心理发展特点为依据，以大数据学习技术为支撑，构

建维度清晰具有可操作性、可测量的智慧课堂教学评价指标。3) 收集和分析评价数据。数据的收集和反

馈主要通过平板电脑的教学平台，教学平台中详细的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包括登陆学习平台的记录、

测试题得分、出勤率、课中回答问题的情况、小组合作完成问题的情况、互动次数，作业得分等数据都

可以反馈到教师端，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观察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过程，对学生的评价更加客观、准确。

4) 调整、完善教学设计。教师利用智慧课堂的评价反馈体系，对教学活动进行诊断，有助于教师及时调

整教学策略和教学资源，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科学措施，为学习者提供客观的预测、反馈和建议，进而

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例如重难点问题，采用学生讨论、合作探究方式逐一突破；若遇到因学生认知

有差异导致学生对同一知识点的理解能力有显著差异的问题，可采取分层教学、分层指导、分层作业等

方式解决。 

5. 总结 

智慧课堂教学设计与传统课堂教学设计存在差异和共性，是对传统课堂的继承与发展，以深入、全

面地引领学生智慧发展为目的，实施融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方案。智慧课堂信息化平台的应用需要与智慧

课堂教学目标、学习者特征深度契合，在大数据分析、多媒体技术、移动设备等智慧环境下针对教学重

难点、学生理解存在困难且容易出现错误概念的部分进行教学，切实实现差异化教学、综合素质培养。

但是智慧课堂的教学理论与实践并不完善，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智慧课堂的教学模式如何与教学有效

融合、智慧课堂的软硬件设备如何高效地利用、如何根据数据反馈真正实现个性化教学，这些问题还需

要我们不断地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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