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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ANVAS@SJTU在线教学平台是构建智慧学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教室的建设相对滞后，但仍非

常重要。CANVAS@SJTU和智慧教室共同构成的智慧学习环境覆盖了学习环境的实体和虚拟空间。在这

种智慧学习环境下智慧学习方式具有独立自主学习、群体协作学习、批判性学习和创新性学习的特点；

基于CANVAS@SJTU教育平台，智慧学习方式应当是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一体化的新型学习

模式，这对于完成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创新性人才具有积极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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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VAS@SJTU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classroom is relatively backward, but it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CANVAS@SJTU system and intelligent classroom cover the entity and 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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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s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this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intelligent learning me-
tho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group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ritical learn-
ing and innovative learning. Based on the CANVAS@SJTU education platform, this intelligent 
learning mode should be a new learning mode integrating the knowledge learning, ability training 
and personality shaping, which is of great and positive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to achieve teaching 
objectives, improve teaching effect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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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促使了智慧教育的产生，智慧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教育

理念和教育范式，对人才培养、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1]。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

教学过程中均可看到智慧教育的影子，其中智慧学习是智慧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智慧学习强调以

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自主学习，将学生的学习效果作为核心评价标准，并带给学生一种完整的共享、

开放、协作和创新的学习新模式[2]。5G 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智慧教育和智慧学习创造了良

好的技术条件，智能终端的普及为智慧学习创造了更为便捷的生态环境，目前处于智慧学习探索的良好

时机，这是发展智慧学习的有利条件[3]。同时也要意识到实施智慧学习所面临的困难和不足，这其中包

括 1) 智慧学习的基本方式没有建立。由于目前是智慧学习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国内外均没有一套完整

的、可靠的、成功的智慧学习方式可以参考和借鉴。2) 智慧学习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全世界的教育系统

及人才培养方式各不相同，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目的千差万别，这些都增加了智慧学习实施

的难度。3) 对智慧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导致在教育中对智能设备的投入不足，同时对智慧学习提

高学生学习效果心存怀疑。因此要在各级教育中实施智慧学习依旧任重道远。 
在线教育平台可以为智慧教学提供一个很好的探索和实施场地，如 Blackboard 平台[4]和 Moodle 平

台[5]。相比而言，CANVAS 在线教育平台[6]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目前已超越 Blackboard 和 Moodle
占据北美在线教育市场第一位，而且已有很多世界一流大学陆续使用 CANVAS 作为校级在线教育平台，

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它能够满足创建课程、管理资源、交流互动、学习评测、学习行为数据记录

与分析、移动学习等多种教学需求，能够有效支撑课堂教学、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在线教学等多种

教学场景，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较好的运行稳定性、教师和学生容易操作、较好的标准化、较好的

开放性和灵活性等优点，这对于实施基于 CANVAS 的智慧教学方式的探讨提供了良好的实施平台和成功

的参考经验。基于 CANVAS 教育平台，实施智慧教育和智慧学习将是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同时对其他工程类课程的智慧教学具有积极的参考和示范作用。 

2. CANVAS@SJTU 在线教学平台 

上海交通大学目前已引进 CANVAS 在线教育系统，并进行了汉化和修改，推出了以本科生教学为主

的在线教育平台 CANVAS@SJTU [7]。该平台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功能：课程信息、课程通知、课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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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检测、成绩管理、日常管理、学生管理、文件管理等，可有效提升教学各项活动。通过四步可快捷

建立课程：1) 登录系统平台，CANVAS@SJTU 平台的网址是 http://oc.sjtu.edu.cn，师生可使用各自的账

号 jAccount 进行登录。进入平台后在控制面板，老师可看到本学期开设的所有课程，包括上课时间、上

课地点、选课学生的信息。2) 搭建课程框架。可以章节和教学周为顺序创建课程单元。3) 添加课程内容，

包括各类课件、思考题等，文件的格式可以是 PDF、DOC、PPT 等，也能上传视频文件和图片。4) 预览

并发布课程，只有发布后学生才能看到相关课件内容，并进行相应的教学活动。在此控制面板上有按键

实现发布和取消，便于教师进行调整和修改。在发布前还可以学生视图模拟学生身份访问课程网站、浏

览课程内容并完成设定的学习任务，检查课程网站是否存在需要修改和调整的地方。通过这四个简单的

步骤就可以实现一门课程的在线建立。 
在后台技术管理方面，在线教育平台 CANVAS@SJTU 由学校的教育技术中心负责技术方面的支持

和疑问解答，这有效地保证了该平台的正常运行。经过教育技术中心老师到各学院的介绍和推广，目前

上海交通大学的本科生教学基本上都在 CANVAS@SJTU 平台上搭建了相应的课程框架，包括工科、理

科、医学、文科等学科的专业基础科、必修课、通识核心课、通选课等近千门课程，参与的学生包括国

际学生近三万人。该平台目前主要是中文版，以后有必要采用原版页面(英文版)，特别是对于国际试点班、

以英语教学和双语教学为主的课程可直接采用英文版页面。2019 年该系统平台已运行良好，所以在 2020
年上半年在线教学过程中该系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从积极推动了该系统的推广、验证了该系统

建立的稳定性和必要性。 

3. 基于 CANVAS@SJTU 的智慧教育 

3.1. 智慧学习环境的建设 

为了配合智慧教育的实施，特别是智慧学习环境，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物联网技术集

智慧教学、人员考勤、环境智慧调节、视频监控及远程控制于一体的新型现代化智慧教室系统，并对全

校师生开放[8]。该系统中共包括近 30 间智慧教室，由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办公室负责智慧教室的日常安

排，由教育技术中心负责智慧教室的技术服务。智慧教室能够容纳 18~40 人，所包含的装备包括云录播、

无线投屏(Apple TV、Sharelink)、投影、视讯会议系统、双人桌 + 单人椅(可自由组合桌椅)。该智慧教

室具有以下几个特色：1) 云端笔记。作为一种高科技记忆白板，只需要关注智慧课堂公众号和

CANVAS@SJTU 系统，学生就能通过云端共享获得老师写的板书和上课的课件内容，这样学生可以专注

上课，而不用担心来不及记笔记。2) 刷卡考勤。每间智慧教室门边都配置有考勤机，用手机上的校园卡

轻轻一扫，签到信息便自动发送给相应的上课老师，免除了繁琐而费时的点名过程，为正常教学节约了

宝贵的时间。3) 共享课堂。智慧教室里任课老师和选课学生电脑/移动终端里的学习资源，借助 Miracast
和 airplay 等无线投屏设备可以实现实时共享服务，便于大家最大限度地获得与课程相关的各类信息；借

助多部 4K 高清摄像头可自动跟踪老师的教学过程，并对整个教学过程实行云录播，便于教师和学生课

后查阅回放。利用智慧教室里的远程交互系统和 CANVAS@SJTU 系统，还可轻松实现跨地区交互和远

程教学。4) 数据诊断。智慧教室里任课老师利用电子白板演示课件，学生用答题设备对问题做出自己的

选择，整节课上每个学生操作的每个步骤都会被系统记录下来，后台系统利用一些数学模型和分析软件

进行精确分析，并结合 CANVAS@SJTU 系统，可以为每个学生生成一份教学效果诊断书，从而达到精

准教学目的。作为学校创新教学的阵地，“智慧课堂”一直秉持着“服务教学、应用为主”的根本理念，

致力于改变教和学的方法，拓展学生思维能力，提升教学效果。智慧教室的建设有力地支撑了智慧教育(智
慧学习环境)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开展和实施。智慧教室和 CANVAS@SJTU 共同构成了智慧学习环境，完

全覆盖了学习环境的实体和虚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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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智慧学习方式的构建 

基于以上智慧学习环境，整个教学活动将人力资源(包括老师、学生等)–学习资源–社会资源紧密地

联系起来，势必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完成各项教学指标。这既体现了“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

践、求创新”的优秀教学传统，也体现了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培养创新型领袖人才为目标的

现代教育教学改革方向，更符合“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成”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理念，对于形

成完备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智慧学习方式必将是知识–能力–人格培养一体

化的创新性学习模式。借助 CANVAS@SJTU 教学平台，教师课前可对课堂进行精细设计，包括教学内

容组织、教学目标设定、课程节奏控制、学生互动环节等，并根据上课需要实时发布教学和学习资源。

利用校园网络，学生在自己的智能终端上登录 CANVAS@SJTU 系统可实时获得相应的信息，并对其作

出反馈，在这种信息交互过程中，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中，并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

将其课堂内的学习延伸到互联网相关的知识，甚至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获得本知识点或本学科以外的

信息，这对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大有裨益，反过来也会加深对本知识点的理解，这体现了学生自主学习

的特点。学生课外遇到难题可以通过 CANVAS@SJTU 教学平台向老师和同学们提出，通过相互讨论共

同解决其所遇到的各类疑问；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利用 CANVAS@SJTU 平台组织小组讨论，这些均可

实现学生相互协作的学习模式。基于 CANVAS@SJTU 平台，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书本，反

而会追踪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以前的知识提出质疑，这将把学生的被动学习转化为批判性学习，在知识探

究过程中会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这种学习方式一定程度上具有创新性学习的特点。总之，基于

CANVAS@SJTU 平台使得学生的学习具有独立自主学习、群体协作学习、批判性学习和创新性学习的特

点。对于教师而言，CANVAS@SJTU 平台能更好地实现教学相长的教学规律。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

借助 CANVAS@SJTU 平台和智慧教室，其学习能力、独立自主能力、相互协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

领导组织能力等同时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说明智慧学习能够完成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同时进行的重任。

在教学过程中，可将人类历史发展、国家精神、人文素养贯穿起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国

家的发展和强大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奋斗，这种家国情怀可融于课件资源、课外阅读和小组讨论

中，潜移默化地让学生们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个人利益必须符合基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所以

智慧学习将是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一体化的创新性学习模式。 

4. 结论 

CANVAS@SJTU 在线教学平台和智慧教室是构建智慧学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智

慧学习环境的实体和虚拟空间，相比而言智慧教室的发展相对滞后。基于 CANVAS@SJTU 平台的智慧

学习方式具有独立自主学习、群体协作学习、批判性学习和创新性学习的特点，这种智慧学习方式应当

是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一体化的新型学习模式，这对于形成完备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具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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