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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phon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our lives, which have impact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
thods.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learning effect is always an important 
topic in front of teachers. Here, we have preliminarily researched how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 in the combination of intelligent equipment and tradition-
al university teaching activiti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classroom teaching, extracurricular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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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手机在我们生活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并对高校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了冲击。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

热情与学习效果，始终是摆放在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化设备与高校

传统教学活动相结合方面，从课堂教学、课外教学、课程考核三方面对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学

习效果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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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99 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显著增

加。教育人数的增加导致的部分学校生源质量下降，高校关注的重心由教学转向教学与科研并重等导致

高等学校的教学资源向研究方向倾斜、教学质量有所下降。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微型计算机等智能设

备的应用，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应用使得学生受到的“诱惑”大大增强，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可避免的出现

了新的问题。 

2. 传统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更多的采用讲授法的教学模式，而高等学校通常面临课程多、学时少的问题，讲

授法的教学模式可以在有限的时间中，尽可能多的传授学生更多的知识。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

通过提问，举例的方式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尽管如此，传统的教学方式仍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系

列的问题[1] [2] [3]。 

2.1. 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兴趣下降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随着课堂教学的逐渐深入，学生在上课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走神、注意力不

集中的现象。同时随着内容的逐渐增多，知识体系的逐步加深，课程难度的逐渐增大，部分学生由于进

度没有跟上，上课的兴趣会下降，甚至有学生迟到或者缺勤。 

2.2. 师生交流时间少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由于课程内容较多，在教学的过程中，没

有出充足的时间与同学就某一知识点、某一问题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有一主体，

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主动，面对提问，很少有举手甚至是主动回答问题的。这两面的因素导致在教学活

动中，师生之间的交流偏少。 

2.3. 作业抄袭，同质化严重 

课后习题作为教学活动的一部分，是帮助学生掌握和理解课堂知识的重要补充部分。学生独自自主

的完成课外作业将有利于掌握课程知识，提高对知识的理解。但是，在高等学校教学过程中，学生之间

相互“借鉴”，抄袭作业的现象普遍存在，学生作业同质化比较严重。 

3. 智能设备所导致的新的问题 

随着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智能产品的普及，智能设备的使用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

高校教学的一位老师，见证了智能手机在学生、教师群体中的广泛使用。然而以智能手机为主的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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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对传统的教学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随着网络和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以及小说、电影、电视剧、游戏等网络资源的不断丰富，智能设备

的使用占用了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学生在课堂内和课堂外对各学科课程的学习活动受到极大的

干扰，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有些班级已开始采取行动。如有的班级要求大家在上课之前将手机集中起来装

在手机袋中。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班长或学委不可能采取强制措施来实施；另外在课堂教学中，

也有学生使用多个手机来避免“收手机”这一问题，从而导致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 
基于国家对新世纪人才培养的需求，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而新

的问题也将进一步导致传统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如何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和学习的效率是目

前教学活动面临的挑战之一。本文立足于智能化设备的使用，满足学生“玩”的天性，采用智能化产品

与传统教学活动相结合的方式，从课堂教学、课外教学、课程考核、三方面对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与学习效果进行了初步探究和思考。 

4. 智能设备在传统的教学中的探索与研究 

4.1. 课堂教学 

4.1.1. 课堂点名 
传统的课堂点名方式通常按照点名册的学生信息依次顺序点名，该种点名方式对于小班比较方便，

点名所占用的课堂时间较少。但是当遇到大班教学的时候，由于人数众多，点名所花费的时间成本较大；

而且由于人数较多，不能排除某些同学会“代答到”的情况出现。当采用抽查的方式进行，仍然不能排

除“代答到”的情况出现；同时，某些同学还会存在侥幸的心理，试图蒙混过关。 
针对以上问题，采用智能化设备和教学类 App 进行课堂点名。例如，依靠“教学派”软件，采用智

能手机 GPS 定位的方式或者蓝牙功能快速匹配的方式进行签到。具体可以采用下面的策略，在一定距离

的范围(比如说 10 米)内的签到视为有效签到，对 10 米以外的签到视为可疑签到，具体的点名结果在手机

上即时显示出来，显示结果一目了然。当然这种点名方式仍然会出现漏洞，比方说上面提到的“可疑签

到”和未签到，针对以上签到和“未签到”的同学可以采取传统的“点名签到”方式进行人工复核，缩

小签到所占用课堂教学的时间。 

4.1.2. 课堂教学 
讲授法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在课堂上得到了广泛地使用。使用该方法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向学生传

授尽可能多的知识点，可以极大的提高讲课的效率。但是讲授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讲授法难

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学生容易走神、“出小差”等；另一方面，随着智能化产品的普及和广泛使用，

使得在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学生上课时玩手机的情况，并且屡禁不止，严重影响学习效果。此外，在讲

授的过程中，老师很难关注到每个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感知情况，或者有时候老师了解到某些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确实存在困难，但是由于考虑到整体的教学教学效果，也会按照既定的章程授课，忽略

了少数学生的学习情况。 
针对以上情况，教师可以采用智能手机和教学软件对学生的课堂教学活动的内容及形式进行调整与

改进。 
1) 讲授法与视频教学相结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以讲授的方式对课文中的主要知识点进行解释

归纳总结；在讲述的具体的问题和现象的时候，则可以采用教学软件将相关教学视屏推送到学生的智能

设备上，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在教学方法转换的过程中，更容易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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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堂检测与反馈相结合。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为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通常会在课程上讲解例

题，有时会布置少量作业并及时讲解。但实际教学中，仍然有部分学生对问题或作业置若罔闻。通过智

能设备，可以将例题和课堂作业快速发送给全班的学生，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题目，通过手机、

pad 等拍照及时反馈给教师。哪些学生没有做题，哪些同学认真做题都会及时在教师智能设备上显示出来。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加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老师可以根据反馈的

效果对学生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有较好的了解，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的形式和内容。 
采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问题：一、题目应尽量覆盖本节课的重要知识点；二、题目的

难度要适当，不要太难，以免占用过多的上课时间；三、在出题的过程中，应采用随机出题的方式，保

证每位同学接收到的题目不完全雷同，从而避免抄袭。 

4.2. 课外教学 

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和较大的知识储备是一对矛盾体。课外学习一方面包含课外知识储备的建立，

也包括为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所布置的课外作业。在传统课外教学过程中，广泛的课外阅读是构建知

识储备主要途径，但是教师却很难获知学生课外阅读的数量与质量；课外作业质量通常会作为对学生课

外学习的主要评价标准，但却难以避免课后学生间抄袭作业的问题。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教师可方便的获取各种资料，智能设备的普遍应用，可以促进学生丰富的知

识储备的建立。而智能手机作为一个良好的传播工具，可以及时将最新的应用、最前沿知识点及时传送

给每一个学生，引导学生向更高水平迈进。另一方面，智能设备的合理使用，让教师能够将课后习题快

速发送到学生手机上。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课后习题之后，并将已完成内容将上传至教师智能设备

上，教师审核之后以分数的方式及时显示到系统之中并作为学生考核成绩的一部分。为了减少抄袭的问

题，可以对相同的分数进行匹配，并进行人工复核，确认抄袭之后，可以将结果反馈到相应学生，减少

学生作业抄袭的程度。同时，学生可以及时查看各次作业成绩，并根据成绩及教师评语，提高学习效率，

改善学习方法。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通常由于时间地点的阻隔，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相对较少；学生在生活、

学习、情感、考研、找工作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也都很少与教师进行交流。 
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在课堂之外，学生可以方便的和老师谈心，探讨学习、

生活、情感、考研、工作等方面的事情。提高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联系纽带，增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感情，

促进师生关系良性友好的发展。 

4.3. 教学考核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检验学生某一阶段的学习效果，会在学期结束时安排期末考试外，有些

课程甚至会安排月考和期中考试。尽管如此，这种考核形式，仍然有其局限性。期末考试、期中考试或

者月考，仅仅对学生一阶段的学习进行考核，其以最终的成绩为导向，从而让学生忽略了学习过程的重

要性，也容易造成了一些学生“临时突击”的学习习惯。如何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提高学生学习自觉

性成为“过程教学”过程中的难点。 
以问题为导向，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可行性的方法之一。在以问题为导向

的过程中，丰富的网络资源为我们提供工了大量的考核素材；智能在校园的普遍应用，使得学生可以更

加便捷的获得这些网络资源(包含教学视屏、课件、应用、试题等)。面对海量的教学资源，如何有效的提

出问题成为以问题为导向的课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针对此问题，可以采取以下途径。组成教学组对网络上的某些资源进行归类和提炼，设置成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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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问题的设置应满足以下的几点原则。一、问题的设置要与相应的知识点相联系，要覆盖到课程学

习中的重要知识点。二、问题的设置因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关系，可根据问题的复杂及难易程度，使用

教学软件对每个问题进行难以程度的标记。三、设置的问题应具有普遍性、新颖性及实用性。问题的普

遍性让学生对传统的应用范围有深刻的理解；问题的新颖性则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开拓学生的视

野；实用性的问题则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在分析和解答问题环节，教师可以通过手机等智能设备的摄像功能，将具体的分析思路，解答步骤

录制下来，并上传到网上。学生通过智能设备中相应的教学软件下载视频。教师则对学生提交的答案和

问题解决方案，及时进行评价和反馈，最终以分数或者等级的方式提交到教学系统中。将传统的考核形

式转换成平时学习考核的一个过程，从而让学生在平时自觉主动地完成相应的课程学习。 

5. 总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教学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教学要求。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的普遍使用，

给教学带来新挑战之际，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智能手机等智能产品在课堂上的使用，“堵不如疏”；如

何使用智能化设备促进高等学校的教学，则是本文的主要出发点。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探究，不难看出，

智能化设备在现代教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智能设备在课堂教学、课外教学、课程考核方面，将网络教

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相互结合，可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在课堂上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结合，更加有利于

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丰富的网络资源极大的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以问题为导向的课程考核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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