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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智慧课堂作为一种智能教育环境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人们对智

慧课堂使用及其对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却极少。对此，本研究基于高中语文新课标，

利用五点式量表、相关分析方法，抽取了142名高中生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智慧课堂在高中语文阶

段使用情况较好；高中语文智慧课堂的使用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成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对师范生的新

媒介素养培养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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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igital process of education, smart classrooms as an intelligent educa-
tion environment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ttention. However, there is very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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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use of smart classroom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s’ core Chi-
nese literacy. Based on the new high school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this study used a five 
point scale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s to extract 142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 empirical 
analysi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mart classrooms are better used in the high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stage; The use of smart Chinese classrooms in high school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language elements. These results have enlighten-
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ew media literacy among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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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步伐的加快，教育数字化也在不断加快。教育部(2018)印发《教育

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促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实现教育的公平和高质量发展。同时加速教育和信息技

术的融合，提高教育的智能化水平，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服务。越来越智能化的教育环境

对在职教师和师范生的数字技术等新媒介素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所谓师范生新媒介素养指的是师

范生为了工作、生活、学习等目的有效使用社交媒体、学习软件、智慧课堂等智能平台和数字技术的能

力。其中，智慧课堂，作为中学语文重要的智能教育环境，对师范生新媒介素养培育提出了越来越新的

认知性要求：智慧课堂使用现状如何？智慧课堂和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有何关系？然而 2023 年 3 月，笔

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智慧课堂对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影响”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搜索类别为 SCI、
CSSCI、北大核心，共收录 0 篇文章，为进一步了解研究现状，在中国知网(CNKI)以“智慧课堂与语文

核心素养”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搜索结果为五条。其分别为《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智慧课堂阅读

教学策略》、《聚焦素养，多元建构：阅读教学智慧课堂探析》、《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智慧课堂阅读

教学策略》、《指向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智慧课堂阅读教学策略解析》、《浅谈知识经济时代下高职语

文智慧课堂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方法》。其中，四条研究学段为小学，一条研究学段为高职。

可见，当前学术界对智慧课堂对高中阶段语文核心素养的影响研究较少，研究价值与空间较大。对此，

本研究拟基于最新高中语文课标，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等方法，以乐山市草堂高中 142 名学生为样

本，就高中语文智慧课堂的使用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实证研究，从而为未来语文教

师——师范生新媒介素养提升提供一些认知性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智慧课堂 

智慧课堂在教育现代化、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刘邦奇、祝智庭、黄荣怀等学者在

智慧课堂方面已发表大量文章，研究价值十分深厚。研究智慧课堂，首先需要对智慧课堂的内涵进行分

析。国内诸多学者都对智慧课堂及相关概念进行过界定与分析。总的来看，当前对“智慧课堂”的概念

界定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的，早期对“智慧课堂”的概念界定主要在技术上，如在 2012 年黄荣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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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智慧教室“SMART”概念模型，涉及优化展现的课堂内容、学习资源的便捷性提取、课堂的深度学习

互动、教室布局与电气管理等多个方面内容[1]。刘邦奇在 2015 年提出的“智慧课堂”1.0 是利用新兴的

信息技术打造的课堂教学，通过数据决策、即时反馈、立体互动以及智能推送，全面变革课堂内容以及

结构，构建大数据智能时代的信息化课堂教学。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研究者认识到技术的堆砌并不是智

慧课堂的应有之义，将眼光回归到课堂育人，关注教与学的角度，如刘邦奇提出的“智慧课堂”2.0 增加

了教学决策数、实验过程和教学可视化等方面，创设有利于协同沟通和价值创建、富有智慧的高效学习

环境，促进课堂教学和学科教学变革，实现学生的智慧发展。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信

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应用，教育进入智能化时代，学者又提出以智能化时代背景，结合智能技术与课堂

育人的最新概念，如刘邦奇在 2019 年提出的“智慧课堂”3.0 是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利用智能信息技术

打造智能、高效的课堂；目的在于推动学科的智慧教学模式进一步创新，真正的实现学生个性化学习以

及因材施教，并促进知识的转化、实现智慧发展[2]。 

2.2. 高中语文核心素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核心素养引发的教育改革与发展逐渐成为教育界热点。我国教育部 2014 年 4
月 24 日正式颁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首次提出“核心素养”的概

念，成为新课程标准制订的核心依据。历经三年多的修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正式颁

布，到 2020 年颁布《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使用“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这一概念，并作了界定：“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

极的语言实践活动中积累与建构起来，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及其品质；是学生

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与思维品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主要

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3]
语文核心素养是学生应当具备、实现的重要能力。贡如云认为，核心素养学科化的具体反映就是语文核心

素养，能够帮助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必备语文品格和关键语文能力[4]。王云峰认为，从语言、思维、审

美、文化四个方面来描述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并强调其整体性，能够进一步凸显语文学科自身的教

育功能和教育价值[5]。张心科认为，语文核心素养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虽然可以从不同方面去考察，

但难以将其截然分开；究其本质，是一种融合了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等要素的综合品质[6]。 

2.3. 智慧课堂对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影响 

智慧课堂教学凭借多元的教学手段、丰富的教学资源、良好的教学体验，是当前绝大部分中学的主

要教学模式。而高中语文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不仅是新课标的重点，也是教师教学、

教材编制的聚焦点。那么现代智慧课堂教学能否对高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起到正向的培养作用，这是我

们值得关注并研究的。 
智慧课堂教学凭借多元的教学手段、丰富的教学资源、良好的教学体验，是当前绝大部分中学的主

要教学模式。而高中语文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不仅是新课标的重点，也是教师教学、

教材编制的聚焦点。那么现代智慧课堂教学能否对高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起到正向的培养作用，这是我

们值得关注并研究的。 
但当前教育学术界对智慧课堂与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影响研究较少，研究价值与空间较大。同时，

对于智慧课堂与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影响研究应当符合以下条件，调查学校、班级、教师使用了智慧课

堂教学技术，这也是研究继续的前提条件，同时，基于此，通过相关研究方法对高中语文智慧课堂的使

用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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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假设 

3.1. 目前高中语文阶段智慧课堂使用情况较好 

智慧课堂的使用是学校教育的大趋势，那么在大趋势之下智慧课堂的具体使用情况是值得我们去调

查。王星认为，智慧教育已经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境界，其隐含的价值期待包括减轻学生的认知负

荷、拓展学习体验、提高学习水平和增强智能辅助，以培养具有高学习能力和创造力的智慧型人才。可

见在当前教育背景下，智慧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作用非常突出[7]。彭红超认为，智慧课堂在技术支持的发

展下已有实质性进步[8]，但笔者发现，该研究对于技术的具体分类并没有进行探究，同时也没有针对性

的调查高中语文智慧课堂。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目前高中语文阶段智慧课堂使用情况较好。 

3.2. 高中语文智慧课堂的使用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呈显著正相关 

王宁认为，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和信度以及信息技术的功用迅速提高，已经直接影响到人的学习

方式和精神世界。为了适应这个现实，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改变[9]。同时，刘军认为，未来学校的课堂被

赋予智慧化的内涵，它是“互联网+”时代智能化的技术系统与教学深度融合的产物，代表了未来学校课

堂发展与变革的方向[10]。而郑新丽认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发展与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学生的终身

发展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既是新课改的需要，也是高中语文课程价值的应然追求[11]。由此看来，智慧

课堂与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碰撞是必然的。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高中语文智慧课堂的使用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呈显著正相关。 
综上，本研究搭建了一个针对高中语文智慧课堂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检验模型，探究高中语文智

慧课堂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影响。具体讲，它主要考察：1) 智慧课堂在高中阶段语文课堂的使用现状

如何；2) 高中语文智慧课堂的使用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是否呈显著正相关。 

4. 研究方法 

4.1. 调研对象 

本研究以乐山市 M 高中在智慧课堂学习的高一、高二学生为调研对象，共发放 150 份问卷，回收 148
份，回收率约为 98.7%。其中，有效问卷 142 份，有效率为 95.9%。有效样本中，男生有 64 人，占研究

对象总人数的 45.07%，女生有 78 人，占研究对象总人数的 54.93%。 

4.2. 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采用黄荣怀提出的高清晰智慧教室(固定座位、无线投影、无线资源获取、及时交互) [1]，
杨重阳提出的智慧课堂新形态(网络技术、交互性、数据化) [12]，并依据调研高中学校实际情况，设计智

慧教室使用情况统计表，包括智慧课堂元素的种类使用是否丰富、使用频率是否较高。 
本研究选用智慧课堂对高中语文核心素养影响的量表，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use)、思维发展与提升(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审美鉴赏与创造(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creation)、文化传承与理解(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understanding)四个子量表，共 12 个题项。在《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对于语言建构与运用的定义关键词包括积累、梳理、

整合、运用、交流、沟通，而语言积累与建构(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use 1)、语言表达与交流(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use 2)、语言梳理与整合(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use 3)都包含了语言建构与运用的各个

方面；思维发展与提升的定义关键词包括直觉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思维、思维品质，而增强形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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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1)、发展逻辑思维(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2)、
提升思维品质(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3)则是思维发展与提升的全面呈现；审美鉴赏与提

升的定义关键词包括审美体验、审美意识、审美情趣、鉴赏品味、美的方法，增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美

感体验(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creation 1)、鉴赏文学作品(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creation 2)、美的表

达与创造(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creation 3)包含了审美鉴赏与创造的各个方面；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定义

包括继承弘扬、理解借鉴、文化自觉、热爱中华文化，而传承中华文化(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understanding 
1)、理解多样文化(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understanding 2)、关注参与当代文化(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understanding 3)则是文化传承与理解的最好体现。 

作为从学生感知角度评估高中语文智慧课堂对语文核心素养影响的调查表，智慧课堂量表由四个子

量表构成(从 5 到 1 表示“很好”到“很差”)，其克伦巴赫 α 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为
0.985，是已被证实的有效的研究工具。另外，计算得到的 12 个题项的效度均大于 0.77，表明量表测量

结果能很好地反映测量对象的真实特征。 
为更好的呈现该量表，笔者以表格的形式进行呈现(表 1)： 

 
Table 1.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of high school Chinese core literacy in the learning of smart classroom 
表 1. 在智慧课堂的学习中对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获得感 

高中语文核心素养 主观态度 

语言建构与运用
(LCU) 

语言积累与建构(LCU1)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语言表达与交流(LCU2)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语言梳理与整合(LCU2)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思维发展与提升
(TDI) 

增强形象思维能力(TDI1)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发展逻辑思维(TDI2)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提升思维品质(TDI3)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审美鉴赏与创造
(AAC) 

增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美感体验
(AAC1)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鉴赏文学作品(AAC2)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美的表达与创造(AAC3)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文化传承与理解
(CIU) 

传承中华文化(CIU1)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理解多样文化(CIU2)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关注参与当代文化(CIU3)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4.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将数据统一上传至问卷星 APP，同时利用网页问卷星自带的 SPSS 预处理收集到的原始数据，

通过描述性统计与使用频率量表检验分析智慧课堂的使用现状(H1)，通过相关性分析探讨高中语文智慧

课堂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影响(H2)，在处理的数据中先行分析高中语文智慧课堂的使用与学生的高中语文

核心素养是否存在显著性关系，若存在，则通过回归线性关系进一步探讨该关系是强烈还是较弱，从而

得出高中语文智慧课堂的使用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是否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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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及分析 

5.1. 智慧课堂教学技术使用情况较好 

5.1.1. 智慧课堂教学技术种类较为丰富 
为了更加清晰明了地了解乐山M高中智慧班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中对智慧课堂教学技术的实际使用情

况，本部分主要以表格的方式对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罗列分析。 
由表 2 可知，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语文教师运用了多种智慧课堂教学技术进行语文教学。其中，

PPT 课件和白板批注分别占比 85.21%、90.14%；教学内容的图像化、视频化、音频化展现分别为 64.79%、

76.06%、63.38%；投影仪的使用和教学内容的共享分别占比 42.96%、33.1%；微课学习、平台作业、平

板互连分别占比 20.42%、12.68%、9.15%。PPT 及白板批注占比为第一梯队，使用最多；教学内容的图

像化、视频化、音频化展现占第二梯队，在传统教学中，教学手段主要来源于教材、课辅资料以及教师

的口述，资料呈现单一，那么，在智慧教室中能够使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将不同内容以不同方式表现出

来；投影仪的使用和教学内容的共享占第三梯队；微课学习、平台作业、平板互连占最后梯队。 
 
Table 2. Types and uses of high school Chinese smart classroom technology 
表 2. 高中语文智慧课堂技术的种类使用情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PPT 课件 121 85.21% 

白板批注 128 90.14% 

平台作业 18 12.68% 

平板互连 13 9.15% 

微课学习 29 20.42% 

互联网使用 94 93.3% 

投影仪使用 61 42.96% 

教学内容的共享 47 33.1% 

教学内容的音频化展现 90 63.38% 

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展现 108 76.06% 

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展现 92 64.79% 

5.1.2. 智慧课堂教学技术使用频率较高 
为了使数据更准确清晰，该部分主要采用五点式量表的形式对问卷进行设置，同时，根据调查，一

般来说，一位老师一周的课时大概在 5 节，因此将每月区间分为 10 次以下到 25 次以上，调查结果如下： 
由表 3 可知，60 名同学(42.25%)表示所在高中班级语文教师每月使用智慧课堂的频率保持在 25 次以

上，频率很高；41 名同学(28.87%)表示所在高中班级语文教师每月使用智慧课堂的频率在 20~24 次，较

多；28 名同学(19.72%)表示所在高中班级语文教师每月使用智慧课堂的频率在 15~19 次，频率普通；7
名同学(4.93%)表示所在高中班级语文教师每月使用智慧课堂的频率在 10~14 次，频率较低，但也有 6 名

同学(4.23%)表示使用频率很低。从上述数据来看，智慧班使用智慧课堂教学模式上语文课的频率是不一

样的，有的班级使用较高，有的班级则较低。但总体来看，该校的智慧课堂使用频率处于中等及以上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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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How often smart classroom technology is used 
表 3. 智慧课堂技术使用频率 

人数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6 10 次以下 4.23 4.23 4.23 

7 10~14 次 4.93 4.93 4.93 

28 15~19 次 19.72 19.72 19.72 

41 20~24 次 28.87 28.87 28.87 

60 25 次以上 42.25 42.25 42.25 

合计  100 100 100 

5.2. 智慧课堂的使用对学生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影响 

5.2.1. 智慧课堂的使用与学生高中语文核心素养呈显著正向关系 
由表 4 可知，在高中语文课上使用智慧课堂教学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中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

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的维度中 p 值都存在显著关系，并且 p 值均为正数，0.26 ≤ p 
≤ 0.45。可以得出智慧课堂是使用与学生高中语文核心素养呈显著正向关系。至此，假设 H2 得到验证。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smart classroom and the core literacy of Chinese in high 
school 
表 4. 智慧课堂使用频率与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相关性分析 

高
中
语
文
教
师
每
月
的
智
慧
课
堂
使
用
情
况 

高中语文核心素养 P 值 R²值 

语言建构与运用(LCU) 

语言积累与建构(LCU1) 0.35** 

0.168 语言表达与交流(LCU2) 0.40** 

语言梳理与整合(LCU2) 0.33** 

思维发展与提升(TDI) 

增强形象思维能力(TDI1) 0.36** 

0.212 发展逻辑思维(TDI2) 0.41** 

提升思维品质(TDI3) 0.45** 

审美鉴赏与创造(AAC) 

增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美感体验(AAC1) 0.41** 

0.190 鉴赏文学作品(AAC2) 0.39** 

美的表达与创造(AAC3) 0.26** 

文化传承与理解(CIU) 

传承中华文化(CIU1) 0.31** 

0.152 理解多样文化(CIU2) 0.34** 

关注参与当代文化(CIU3) 0.37** 

注：*p < 0.05；**p < 0.01。 

 
但我们还能进一步分析这样的显著正向关系是否强烈，R2值表明两个变量的相关程度，即 R2值越大，

二者的相关程度越高。通过表格的数据得知 0.152 ≤ R2 ≤ 0.212，均未超过 0.4 这一个表示较为紧密的标准。

可知智慧课堂的使用对学生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影响并不强烈。但也存在值的高低，思维发展与提升

(TDI)的 R2值在 0.212，在四个高中语文核心素养中的线性回归关系最强，可见在四个高中语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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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思维发展与提升(TDI)相较于其它三个方面，受到智慧课堂教学的影响是最大的；而文化传承与理解

(CIU)的 R2为 0.152，为四个数据的最低值，可见文化传承与理解(CIU)相较于其它三个方面，受到智慧课

堂教学的影响是最小的。 

5.2.2. 学生对智慧课堂的兴趣与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关系更为显著 
智慧课堂教学在班级的使用属于外部因素的影响，是教师使用的教学工具、教学模式，为确保调查

研究的完整性与全面性，笔者在学生对智慧课堂的兴趣这一主观内在因素同样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表

5，学生对智慧课堂的兴趣与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关系同样存在显著正向关系，0.46 ≤ p ≤ 0.66。在相关性

程度方面，0.355 ≤ R2 ≤ 0.443，均在联系紧密这一标准上下浮动，并且数值完全高于智慧课堂的使用与学

生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线性回归数值，可见在影响的层面上，学生的兴趣这一内部因素是更为重要，影

响也更大。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tudents’ interest in smart classroom and core Chinese literacy in high school 
表 5. 学生对智慧课堂的兴趣与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相关性分析 

学
生
对
智
慧
课
堂
的
兴
趣 

高中语文核心素养 P 值 R2值 

语言建构与运用(LCU) 

语言积累与建构(LCU1) 0.59** 

0.381 语言表达与交流(LCU2) 0.57** 

语言梳理与整合(LCU2) 0.46** 

思维发展与提升(TDI) 

增强形象思维能力(TDI1) 0.52** 

0.355 发展逻辑思维(TDI2) 0.52** 

提升思维品质(TDI3) 0.58** 

审美鉴赏与创造(AAC) 

增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美感体验(AAC1) 0.58** 

0.365 鉴赏文学作品(AAC2) 0.46** 

美的表达与创造(AAC3) 0.50** 

文化传承与理解(CIU) 

传承中华文化(CIU1) 0.58** 

0.443 理解多样文化(CIU2) 0.66** 

关注参与当代文化(CIU3) 0.50** 

注：*p < 0.05；**p < 0.01。 

6. 结论与展望 

6.1. 智慧课堂在高中语文阶段使用情况较好 

从高中语文智慧课堂使用情况来看，使用种类较为丰富，使用频率较为频繁。智慧课堂包括技术与

教学模式两个方面，既不是技术的简单堆砌，也不是教学模式的单方面创新，而是在技术新形态支持下

催生的教学新模式。在调查的学校中智慧课堂技术的使用种类其实已经包含大部分的智慧课堂技术，包

括电子白板、互联网、平板互联、远程直播、教学资源的多元化呈现等，虽然在电子白板与互联网等基

础技术的使用占多，远程直播与平板互联等高端设备的使用不多，但我们不能单方面的看待技术有多么

先进、价格有多么昂贵，需要建立的认识是小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受众群体范围极广，学校数量极多，

对于资金的压力是极大的，当前的智慧课堂高端技术，如 5G + VR、5G + AR、5G + MR 等，这些技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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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目前只会在重点城市或者重点学校采购试点或者使用，大部分学校在基础性的智慧课堂上的新技术

我觉得足矣。与此同时，在开始我便阐述单纯的技术不能构成智慧课堂，还需要带来教学模式的改变，

如最初的老师单方面“输出”，到师生互动，共同探讨，再到学生通过主动学习、思考进行更多的“输

出”。当然，时代是不断进步的，技术也会不断更新换代，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许多更先进、人性化

的技术设备会不断引入，会普及到更多的学校，让更多的老师与学生受惠！ 

6.2. 高中语文智慧课堂的使用与高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成显著正向关系 

就相关性分析数据来看，智慧课堂的使用频率与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呈显著正相关，智慧课堂

的使用越多，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就越好。但数值存在差异，在使用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后，学生语文核

心素养在各方面的提升并不是很均衡。其中，“能够对特定的语境进行理解、分析、评价、表达、交流(如
在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有自己的想法、鉴赏作品时能联系作者、时代背景等)”“能够形成自己的学习方

法并运用(如积累的语文知识能够在作业、考试中运用等)”“能够判别语言运用的正误，并清晰的表达自

己的观点(如在议论文赏析中能够看出运用方法等)”“能够提升思维的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批判性、

独创性(如学习之后可以在考试、交流中有提升等)”“能够感受语文的魅力(如在诗词赏析中能感觉到描

绘的意境很美等)”都超过了 0.4，而数据超过 0.4 的在思维发展与提升的层面上有两项，可见，智慧课堂

对思维方面的提升尤为显著。而“能够通过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和观念(如在作文中能够表达

自己的情感等)”却只有 0.26，那么这提示教师在上课、课后要着重加强对学生的表达方面的训练，如在

课上让更多的同学有更多的机会发言，发表学生自己的思考；在作业训练中，可以加强在作文方面的训

练，让学生会思考、会交流、会表达。 
高中语文智慧课堂的使用属于客观因素，包括教师的上课方式、教学技术的使用，诚然能对学生的

语文核心素养有一定的提升。使用智慧课堂也能优化教学效果[13]。但在调查研究中，学生对智慧课堂的

兴趣这一主观因素的显著性、相关性均高于智慧课堂的使用这一客观因素。可见影响学生的高中语文核

心素养的因素是多元的，有内部、外部的，也有主观、客观的，但从数据分析来看，内部主观因素的影

响是更大的。对此，无论是在职教师，抑或师范生都应该注重教学方式的改进、教学模式的更新，调动

学生对智慧课堂的兴趣与学习的主动积极性，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3. 未来展望 

智慧课堂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教育智能环境，了解其教学使用现状及其对语文核心素养的影响，对

师范生新媒介素养提升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然而笔者的研究只是初步探究了智慧课堂对高中语文

核心素养的影响，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调查样本选取数量不是很充分，150 个左右的样本数量对于研

究来说可能只是够用，但要继续深入研究，让数据更加可靠真实还需要大量的样本；调查的学校也较为

单一，选取的学校如果数量更多，能包含不同地区的学校则最好，这样一来则具更强的代表性；同时，

在研究工具与方法上，也存在不足，五点式量表与相关分析应该是较为基础与普遍的研究方法，若能采

用更多种类不同的分析方法，则能从更多的角度出发，得出更多的结论，也更全面，更具说服力与参考

性。同时，在研究工具上选取的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的课程目标，虽

然在信度、效度方面数据较为理想，但这毕竟是主观感受，就会存在偏差，如若能设计出从客观层面的

标准，再和主观层面的点差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相信，数据与结论会更加具有代表性与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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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关于高中语文智慧课堂对学生核心素养影响的问卷调查 

本次问卷调查所获数据仅为研究高中语文智慧课堂对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影响，所有信息我们都会严格

保密，请您放心填写！ 
本问卷所指的智慧课堂为能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包括电子设备/互联网等进行新型模式教学的概念。 
1、您的姓名是 
 
 
2、您的性别是 
男□ 
女□ 
 
 
3、您认为您的老师每月进行智慧课堂教学的频率是怎样的？ 
25 次以上□   20~24 次□   15~19 次□   10~14 次□   10 次以下□ 
 
 
4、您的语文老师在教学中运用了哪些智慧课堂教学技术？(多选) 
PPT 课件□ 
白板批注□ 
平台作业□ 
平板互连□ 
微课学习□ 
互联网使用□ 
投影仪使用□ 
教学内容的共享□ 
教学内容的音频化展现□ 
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展现□ 
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展现□ 
 
 
5、您对您在语文智慧课堂的学习评价怎么样？ 
 
 
5.1、能够积累丰富的语文知识(如背诵诗词、积累生字词、掌握语文知识等)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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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能够对特定的语境进行理解、分析、评价、表达、交流(如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有自己的想法、鉴赏

作品时能联系作者、时代背景等)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5.3、能够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并运用(如积累的语文知识能够在作业、考试中运用等)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5.4、能够对语言文字形象获得直觉体验，调用联想和想象(如面对人物、景物形象讲解赏析时能在脑海里

勾勒出形象等)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5.5、能够判别语言运用的正误，并清晰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如议论文赏析中能够看出运用方法等)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5.6、能够提升思维的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批判性、独创性(如学习之后可以在考试、交流中有提升

等)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5.7、能够感受语文的魅力(如在诗词赏析中能感觉到描绘的意境很美等)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5.8、能够识别不同作品的语言风格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5.9、能够通过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和观念(如在作文中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等)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5.10、能够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通过语文学习更加热爱中华文化等)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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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能够学习、理解、包容不同民族、区域、国家的作品(如学习其它国家作品能够同等看待等)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5.12 能够关注并积极参与当代文化传播与交流，坚持文化自信(如在知识的学习后，会自觉将文化与别人

交流，并参加文化活动等)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6、您对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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