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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中国知网的核心期刊以及CSSCI期刊为文献来源，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有关智慧教室的相关文献

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勾勒了近十年来该领域研究的基本概况，探索了近十年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

趋势。研究发现，我国智慧教室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对硬件基础设施以及新兴技术的探究、对智慧教室

中新兴具体应用的探究以及对智慧教室中学习过程的探究；近十年来，关于智慧教室的研究发生了三次

转向，开始时众多研究聚焦于软件、硬件建设，接着转向如何使用智慧教室提高教学效果，而目前探索

教与学的规律成为当前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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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ies from CNKI database and CSSCI journals, a visual analysis about the literatures 
related to smart classrooms was conducted by using Citespace. This study outlines the overview of 
the studies in this field, and explor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is field in 
recent ten year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topics mainly include the hardware infrastructur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specific applications and the learning processes in smart classrooms.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research on smart classrooms has changed three times. At the beginning, 
many studies focu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and then turned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 by using smart classrooms. Exploring the principl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has 
become current research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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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信息化也不断在向更深层次推进。2010 年国家颁布的《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提到教育信息化现阶段的工作重心应该是加快教育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1]；2016 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强调要进一步推进信息化教育环境的

建设[2]；2018 年颁布的《教育部 2018 工作要点》中再次指出要推进智慧教育创新示范建设[3]。与此同

时，2018 年 4 月由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再次指出教育信息化应在新技术的引领

下转段升级，不断提高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4]。在这一大背景下，教育工作者对融合了新兴信息技术

的学习环境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中不乏对智慧教室多方面的探讨。智慧教室是一种能优化教学内容

呈现、便利学习资源获取、促进课堂交互开展，具有情景感知和环境管理功能的新型教室，其智慧性体

现在内容呈现、环境管理、资源获取、及时互动和情景感知五个方面[5]。 
而智慧教室作为一个较新的领域，目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因此有必要梳理目

前我国智慧教室的研究现状，以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智慧教室的建设，本文对 CNKI
数据库中有关智慧教室的文献进行分析，全景再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为进一步开展智慧教

室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的核心期刊以及 CSSCI 期刊为文献来源，以 2010 年 1 月到 2020 年 6 月为时间跨

度，以“智能教室”“智慧教室”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搜索到 327 篇文章，剔除会议通知、公告等与主

题不相关的文章，最终以 232 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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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过程 

本研究先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文献进行年代发文分析、机构发文分析以及作者发文分析，以获得智

慧教室研究的概况；然后，利用知识图谱进行关键词的词频分析和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以了解我国

智慧教室领域的研究热点；最后，利用 Citespace 软件分别进行突现词分析和时序图谱分析，以考察我国

智慧教室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 

3. 我国智慧教室研究计量学分析 

3.1. 我国智慧教室研究的概况分析 

3.1.1. 年代分布 
发文数量表示某一研究领域受关注的程度，逐年连续发文量能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变化趋势。由图 1

可知，智慧教室领域的研究始于 2010 年，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依据发展趋势的斜率大概可以将研究分

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2010~2013 年的萌芽期、2014~2017 年的稳定发展期以及 2018~2020 年的井喷期。

2010~2013 年智慧教室研究领域出现萌芽的原因可能是 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政策中提到教育信息化现阶段的工作重心应该是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2014~2017 年出现稳定发展可能是由于 2016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强调要进

一步推进信息化教育环境的建设；同样，由于《教育部 2018 工作要点》中强调要推进智慧教育创新示范，

以及随着如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成熟，2018~2020 年成为了智慧教室研究领域的井喷期。 
 

 
Figure 1. The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amount of papers issued in smart classrooms  
图 1. 智慧教室发文量的年代分布 

3.1.2. 机构分布 
通过对载文量前十的机构进行排序发现(见图 2)，华中师范大学的载文量最高，发文共 19 篇，随后

是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学院学报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这四个机构的载文量均为 8 篇，其

余机构的载文量也在 4 篇以上。从机构的性质来看，载文量排名前十的机构包括师范院校、编辑部、综

合大学以及小学，其中师范院校最多，共有 7 所。 

3.1.3. 作者分布 
通过对发文量前十的作者进行排序发现(见图 3)，张屹的发文量最高，共 11 篇，随后是孙健、陈蓓

蕾、刘邦奇和白清玉，均发表论文 7 篇以上。在进一步的作者合作网络中发现，张屹、白清玉以及陈蓓

蕾等人形成了最大的作者合作群(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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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op ten institutions 
图 2. 载文量前十机构分布 

 

 
Figure 3. The ranking of the top ten authors  
图 3. 发文量前十作者排序 

 

 
Figure 4. Author’s cooperation network diagram 
图 4. 作者合作网络图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4131


焦惠，徐连荣 
 

 

DOI: 10.12677/ces.2021.94131 803 创新教育研究 
 

3.2. 我国智慧教室研究的热点分析 

为了解我国智慧教室领域的研究热点，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分别进行了关键词的词频分析和高

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3.2.1. 关键词的词频分析 
由表 1 可知，出现次数排名前 20 的高频关键词均出现在 5 次以上，在除去与检索主题相关的关键词

(“智慧教室”“智慧课堂”“智慧教育”)后，排在前 5 为的关键词为：互联网+ (16)、人工智能(13)、
未来课堂(9)、课堂教学(8)和教学模式(8)，这初步表明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涉及在“互联网+”时代中，

构建能够适应新兴信息技术的课堂教学模式[6] [7] [8] [9] [10]。从中心数据来看，在除去与检索主题相关

的关键词(“智慧教室”“智慧课堂”“智慧教育”)后，排在前 5 位的关键词为：人工智能(0.16)、教学

模式(0.10)、课堂教学(0.09)、智慧校园(0.09)以及学习分析(0.09)。由于中介中心度越高表明其在知识图谱

中起到的中介作用越强，因此，以上中心数据说明智慧教室的研究热点还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如学习分

析、大数据等的设计应用[11]-[18]以及与智慧教室密不可分的智慧校园[19] [20] [21] [22]。 
 

Table 1. Word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表 1. 高频关键词的词频和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智慧教室 80 0.68 11 智慧校园 6 0.09 

2 智慧课堂 50 0.35 12 教育出版 6 0.00 

3 智慧教育 27 0.28 13 信息技术 6 0.03 

4 “互联网+” 16 0.04 14 学习分析 6 0.09 

5 人工智能 13 0.16 15 多媒体教室 6 0.09 

6 未来课堂 9 0.07 16 教育大数据 6 0.01 

7 课堂教学 8 0.09 17 物联网 5 0.04 

8 教学模式 8 0.10 18 智能教室 5 0.04 

9 智慧学习环境 6 0.07 19 教育信息化 5 0.05 

10 深度学习 6 0.02 20 智慧教学 5 0.02 

3.2.2. 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见图 5)，以深入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结果显示，模板值

(Q 值)为 0.7648、平均轮廓值(S 值)为 0.7113。已知 S 值大于 0.3 即为聚类结果显著的标准，因此以上数

据说明我国智慧教室研究的聚类分析结果为显著且良好。由图 5 可知，共得到 11 个聚类，本研究将这

11 个聚类进一步归纳为三大类：硬件基础设施和新兴技术、新兴具体应用以及对学习过程的探究。下面

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对各个聚类内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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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High-frequency keyword clustering 
图 5. 高频关键词聚类 

 
1) 硬件基础设施和新兴技术——5 个聚类 
#0 智慧教室聚类下提取出的特征词有智慧校园、学习环境偏好等。陈平、巴音查汗等学者分析了实

现智慧校园系统的物联网基础架构[19] [20] [21]；马建军等学者对国内智慧校园的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了

分析[23]，沈霞娟等学者对国内外智慧校园研究热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借鉴国外智慧校园建设的经验，

为我国智慧校园的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22]。还有较多学者探究了智慧学习环境的要素、特征、应用和管

理以及智慧学习环境下的教育教学规律。 
#1 新一代智慧教室聚类下提取出的特征词有智造社会、创造性适应力等。新一代智慧教室指的是由

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于智慧学习环境结合的具体应用，目前该主题下的研究主要

包括胡沛然等学者对智慧教室的设计、构建研究。 
#5 多媒体教室聚类下提取出的特征词有智能控制、无线通信等。目前较多学者探究了如何在高校多

媒体教室的基础上构建智慧校园以及智能多媒体教室的无线控制和智能网络的构建。 
#6 智能教室聚类下提取出的特征词有人机互动、技术整合等。较多学者从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两个

方面对智能教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如从概念特征、系统构建等理论方面构建了智能教室的理论基础，

从应用模式以及实际建设案例等方面实现了实践应用。除此之外，还有学者通过借鉴国外智能教室的建

设经验提出了适合我国智能教室建设的具体建议等。 
#8 3d 技术聚类下提取出的特征词有 3d 数字化学习资源等。有学者认为随着 3D 技术的发展，在未

来的智慧课堂中 3d 数字化学习资源将成为重要的资源支撑，因此探究了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未来课堂

与智慧学习之间的三元关系。 
2) 新兴具体应用——3 个聚类 
#2 智慧课堂聚类下提取的特征词有即时反馈、微课等。目前学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智慧课堂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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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进行了探究。第一，中小学、职业院校以及高等院校中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以及实证研究；第二，

智慧课堂的平台架构以及应用设计；第三，侧重从不同技术支持角度下构建智慧课堂；第四，智慧课堂

评价指标的设计研究。#3 智慧教育聚类下提取出的特征词有信息技术、智慧性评价等。关于智慧教育的

研究主要包括理论研究，如分析智慧教育的内涵、要素、特征以及对智慧教育的述评；还有实践研究，

如构建基于智慧教室的具体教学模式等。#4 未来课堂聚类下提取出的特征词有智慧学习环境、互动课堂

等。未来课堂最早是由陈卫东学者在 2012 年提出的，他认为未来课堂应在技术、环境、资源与服务层面

等都具备智能性；2018、2019 年较多学者探究了中小学、职业院校以及高等院校未来课堂的结构变革、

教学设计、教学体系以及环境建设。 
3) 学习过程的探究——3 个聚类 
#7 学习分析聚类下提取出的特征词有投入层次、学习投入等。较多学者分析了智慧课堂中的师生互

动行为[16]、学习者的协作学习行为[10] [11] [12] [13]、学习者的其他学习行为[15]以及学习过程中的教

育规律[17] [18]。#9 协作学习聚类下提取出的特征词有交互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以何文涛学者为首

的研究团队主要探究了智慧教室环境下的协作学习行为、特征[10] [13]并利用 IIS 图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

协作学习进行了深入分析[11]。#10 教学模型聚类下提取出的特征词有学习环境偏好、教学模式等。该主

题下的研究从不同学科出发探究了智慧教室中教学模式的构建，如探究了初中物理课[10]、高中英语课中

教学模式的构建；从不同技术视域出发探究了智慧教室中教学模式的构建，如有学者探究了在虚拟现实

技术、手势识别技术支持下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从不同理论角度出发探究了智慧教室中教学模式

的构建，如王兴宇等探究了活动理论下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 

3.3. 我国智慧教室研究的趋势分析 

为探究我国智慧教室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分别进行了突现词分析和时序

图谱分析。 

3.3.1. 突现词分析 
由图 6 可知，从 2010 年至 2020 年我国智慧教室研究的突现词共有 12 个。依据突现词出现的起始时

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2010~2014 年，此阶段的突现词为转型、“互联网+”、物联网

等，该阶段主要探讨由多媒体教室向智慧教室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思想和技术，如“互联网+”以及依

据的关键技术如物联网等；第二个阶段为 2015~2016 年，此阶段的突现词为教育信息化，互动观察工具、

小学数学等，该阶段主要探究在教育信息化 1.0 时代中，如何利用智慧教室提高中小学课堂教学效果；

第三个阶段为 2017~2020 年，此阶段的突现词为协作学习、智慧教学、高校、未来课堂等，该阶段主要

研究如何利用智慧教室探究学生学习规律并遵循规律改善大学生学习情况。 

3.3.2. 时序图谱分析 
由图 7 的关键词时序图谱可将智慧教室研究的发展趋势划分为三个阶段：1) 2010~2013 年，该阶段

为我国智慧教室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从关键词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学习环境等方面可以看出，该阶

段的研究侧重探讨构建智慧教室的新兴技术，主要对应聚类#5、#6 和#8；2) 2015~2018 年，该阶段为我

国智慧教室研究的稳定发展阶段，从关键词教学模式、构建方法、智慧课堂等方面可以看出，该阶段的

研究侧重对中小学、职业院校以及高等院校智慧课堂的教学模式进行设计与实践，主要对应聚类#2、#3
和#10；3) 2018 至今为智慧教室研究的井喷期，从关键词深度学习、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课堂互动等方面

可以看出，该阶段侧重利用学习分析技术探究智慧课堂中师生互动行为以及学习者行为，致力于进一步

探索课堂中的学习规律，主要对应聚类#7 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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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Analysis of emergent words 
图 6. 突现词分析 

 

 
Figure 7. Keyword timing diagram 
图 7. 关键词时序图谱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10~2020 年发表在中国知网核心期刊和 CSSCI 期刊中的有关智慧教室

研究的 232 篇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勾勒了近十年来智慧教室领域研究的基本概况，探索了近十年来

智慧教室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首先，我国智慧教室研究的基本概况。我国智慧教室研究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10~2013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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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期、2014~2017 年的稳定发展期以及 2018~2020 年的井喷期；师范院校是该研究领域的主力军；张

屹、白清玉以及陈蓓蕾等人形成了最大的作者合作群。 
其次，我国智慧教室的研究热点。通过关键词词频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涉及如何构建

能够适应新兴信息技术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及如何设计并实现智慧校园建设；通过进一步的聚类分析发现，

11 个聚类主题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三大类，分别是对硬件基础设施以及新兴技术的探究、对智慧教室中新

兴具体应用的探究以及对智慧教室中学习过程的探究。 
最后，我国智慧教室的研究趋势。通过分析突现词发现，该领域的研究趋势从关注智慧教室的转型

发展为利用智慧教室提高中小学课堂教学效果，再到利用智慧教室探究学生学习规律；进一步的时序图

谱分析发现，智慧教室的研究趋势与突现词分析结果大致一致，与发文量趋势以及研究热点等基本吻合，

即 2010~2013 年的萌芽期关注构建智慧教室的新兴技术，2015~2018 年的平稳发展期侧重关注中小学、

职业院校以及高等院校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2018 至今的井喷期更致力于进一步探索智慧教室中的

学习规律。但智慧教室的建设以及发展不能仅依靠系统化地设计、开发以及实践，还应注重对智慧教室

的评价，但此方面的研究仍较为薄弱。因此，建立可靠的智慧教室评价指标体系也应该作为未来研究的

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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