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7), 1602-1607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7255   

文章引用: 沈鹏. 移动学习在大学公共数学课中的实践与探讨[J].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7): 1602-1607.  
DOI: 10.12677/ces.2022.107255 

 
 

移动学习在大学公共数学课中的实践与探讨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开发为例 

沈  鹏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 沈阳  
 
收稿日期：2022年6月17日；录用日期：2022年7月13日；发布日期：2022年7月20日 

 
 

 
摘  要 

通过微信公众号“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结合网络免费资源建立移动学习平台，实现了移动学习软件的基

本功能，可以使教师低成本的进行教学实践，提高教学效果。通过平台丰富教学资源，优化结构和访问

路径，使学生学习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根据个人兴趣培养自己多方能力，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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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 i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combined with free network resources. It realizes the basic functions 
of mobile learning software, enables teachers to carry out teaching practice at a low cost and im-
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By enriching the teaching resources on the platform,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and access path, students can save time and improve efficiency in learning, cultivate 
their multi-abilities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and achieve good learn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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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的教学资源更加丰富，学习工具不断

变革，学习方式也多种多样，除课堂学习外，学生的学习生活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使学生的

注意力不容易长时间集中，学习时间成为碎片化的状态，因此，学生的学习方式也会逐渐的产生了一些

变化，以适应新的学习形势的发展[1]。 
移动学习是一种通过移动设备可以不受时间和不受地点限制的学习，通过移动设备可以高效便捷呈

现多媒体的教学内容，可以实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向交流，可以交互式共同学习[2] [3] [4]。
通过这种学习模式可以有效的实现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相关研究表明：人在移动的学习中持久性不强，

容易被分散注意力，用这种“零碎”时间进行系统学习，传统学习方式的学习资料是不适用的，我们需

设计开发适合于移动学习的学习资料，单个学习素材独立完整，不同学习素材又要有一定的联系，多个

学习素材还能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一方面，大学公共数学课理论性强、抽象不易于理解、加之课时少，教师完成正常教学内容已是不

易。理工科数学应用性强，尤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会遇到大量计算，这些计算一般由数学软件完成。

然而我们课堂上却没有时间讲授这方面内容。这方面内容又不可能形成独立的一门课，所以只能靠学生

自学。像这样需要学生自学的知识也很多，例如实际的应用案例、考研试题、课堂相关延伸资料阅读等。

大学课程科目多且比较集中，尤其大一、大二学生很难有长时间对自己需要自学的内容进行长时间的学

习，学习资料也不能过大，学习时间地点不确定，并且需要教师适当的指导和同学的探讨交流，这都符

合移动学习的特点。 
另一方面，随着高性能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发展，微信已成为一款国民级应用的手机软件，其强大的

功能，应用多样，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微信旗下的自媒体平台，其中的订阅号具有很多优点，如表 1，免

费使用、开发门槛低、信息传递量大、可拓展性强、结合其它网络免费资源可以成为个人进行移动学习

综合开发的有力工具[5] [6] [7]。 
 

Table 1. Comparison table of mobile learning tools 
表 1. 移动学习工具使用对照表 

费用 费用 功能 师生交互性 资源分享 学习人数 

微信公众平台 
(订阅号) 免费 一般(基于网络免费

工具的组合) 强大 全部开放 无上限 

移动学习软件 
(如学习通等) 

收费 
(一般单位提供) 

强大 
(专业人员开发) 一般 仅内部可见 限内部人员 

 
所以，大学公共数学课引进移动学习实践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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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动学习在大学公共数学课中实践过程及要点 

1) 教学资源收集、整理、加工和制作。收集相关课程优秀的教学资源，以满足不同学生、不同目的、

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由于移动学习的特点，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持续时间短，其注意力容易受到分散，

学习资源不能完全平移现有的教学资源，如：教材、辅导书、ebook、blackboard 和 mooc 等，应该开发

和制作适合于移动学习特点的教学资源。包括文字、音频、视频和图文资源等。 
文字编辑制作：文字简单，传达信息丰富，尤其是数学公式，言简意赅，重点突出。由于大学数学

课程里面还有大量的数学符号，偶尔还配有插图，这使得含有数学符号的文字编辑并不容易实现，在网

站上、APP 程序上、论坛里和交流工具中，编辑和实现信息交流需要花费教师很大的精力和时间。这里

我们采用图片的方式加以处理。由于要适应移动学习的环境，不适合于长篇累牍，将各章或各节重要的

知识点公式、典型例题、经典方法制成图片方便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突出重点，同时方便下载保

存在手机上以备日后学习。 
音频制作：音频制作相对简单，和视频比存储空间占用小，但音频不直观，并且是线性的接收信息，

不如图文直观灵活，一般很少单独使用，可以采用图文编辑配音频，在阅读的同时有音频解说，其使学

生容易掌握知识，抓住重点，了解因果关系，认清知识体系，是学生系统学习的好素材，图文配音频可

以使学生有课程的教学的氛围。在给学生进行非见面的答疑解惑中经常应用音频。 
视频制作：表现形式丰富，课堂代入感强，对重点难点等问题可以按认知规律逐步讲解，移动学习

效果好，但视频制作相对来说较难，占用空间最多，尤其是在早些年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移动学习实践

困难，伴随各种免费存储视频网站和存储资源的增多，使得基于视频的移动学习资源可以更加容易地应

用到移动学习中去。 
2) 掌握并熟练使用学习平台开发的相关工具。开发工具中包含微信基本功能、微信公众平台、微信

开放平台、小程序和其它网络免费资源等工具，从中找出适合于移动学习的开发和应用工具。随着微信

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庞大，对完成同一学习目的的方法有很多。例如：讨论可以用微信群、朋友圈、对讲

机和微信社区等都可以完成讨论这一环节，它们各有所长。在实际的应用环节中，应该选择合适的，学

生使用和交流方便的，易于师生沟通讨论的，能充分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兴趣的一种方式。比如，在“答

疑解惑”中我们选择的是以小程序的微社区开发的，他可以轻松将图片文字、语音和视频展现出来并形

成相关主题的论坛。 
3) 学习平台开发和不断优化。我们依据教学目标，结合优质的教学资源，开发学习平台功能，服务

于教学实践。在平台开发和教学实践的使用过程中，对教学资源结构，学习功能实现，资源访问路径和

不同平台之间的移植或链接都不断的进行优化，以便捷高效的完成教学任务，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随

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现在教学资源十分丰富，如公开课、精品课、微课、习题库、软件包、相关考研课、

历史回顾、教学案例、学科应用、研究前沿、大学生数学类竞赛活动指导等，形式也多样，如视频、音

频、图片、文字等。平台众多，如各种 mooc 平台、精品课网站，我校已使用的学习通、雨课堂、微信

公众平台学习平台、QQ 群等其它问题讨论区等，教学实现功能各有不同。教学资源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不

同的平台，为了完成教学目标，在使用中需要优化平台功能、资源结构和路径优化并能跨平台移植或链

接。这里我们主要使用微信公众平台的超链接和小程序等工具进行优化处理，将各种资源按照学生自主

学习兴趣目标组织起来。 
4) 学习效果反馈和评价。在学生在使用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问题和产生心得体会。这些意见反馈我

们可以通过微信的各种交流功能和微信公众平台收集。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资源制作，功能开发使用

和推广发布。以满足不同学生，多种学习目的，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也可以采用电子问卷调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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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的使用习惯，教学资源的满意程度和教学效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定量研究。通过反馈的结果，也

可以对学习平台进一步的进行建设和优化，服务师生教学取得更好的成果。 

3. 移动学习在大学公共数学课中实践结果及分析 

微信公众账号“概率论数理统计”申请于 2013 年，经过几年的建设至今一直在运行，建设使用大致

经历了三个阶段，各阶段的成果总结分析一下： 
第 1 阶段是 2013 年到 2016 年，这个阶段属于探索和全面实践阶段。此阶段由于学校未购买学习通

和雨课堂等相关资源，教师和学生对于移动学习平台，建设和探索都处于相当积极的状态，发展很快。

此阶段学习平台已基本建成，移动学习软件大多数基本功能免费实现。如图 1，包含答疑解惑、资源的

检索和分享、课堂互动、测试题等功能。学习资源丰富，如图 2，包括概率数据统计、线性代数、数学

建模、考研、公开课和微课等方面的资源。师生使用频繁，在多个不同的教学环节，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举例分析如下： 
1) 建成课堂试题及时反馈系统，用于全面了解学生学习进度和掌握程度，方便教师及时调节教学难

度和教学进度。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自动回复和实时统计网站(如问卷星)，建立课堂试题及时反馈系统，

学生参与度很高，教师容易精准的把握学生学习进度。在这之前为了解学生课堂掌握知识的情况，教师

经常布置课堂习题，抽取几个样本，根据学生做题熟练程度和正确率判断学生掌握的情况，由于老师抽

取样本较少，情况把握的未必精准，现在基于此系统，可以进行大样本的统计，方便教师及时调节教学

难度和教学进度。 
 

 
Figure 1. Function realization of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 
图 1. 移动学习平台设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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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 interface and ar-
ticle overview 
图 2. 移动学习平台界面和文章总览 

 
2) 建成微社区网络答疑平台，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语音答疑，提供教师学生之间良好的交流平台。

通过平台师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可以进行高效快速的答疑解惑。我们把学生共性的问题，易错的

问题，归纳置顶，方便同学日后学习，同时也为同学相互交流和解答问题以满足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 
3) 通过网络分享平台，收集分享优秀教学资源。如大纲、课件、考研试题、公开课视频录像等。课

堂教学的形式是一名教师对多名同学教学，即教师满足大多数同学的主要学习需求，但是学习平台可以

满足不同学生的多种需求。教师甄选出优秀的教学资源，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既可以保证教学资

源质量，同时也为学生节省获取免费优质教学资源的时间，提高学习效率。为了满足学生的多样需求，

我们通过交流讨论、问卷调查和资源实际访问量，在人力有限的条件下，用微信公众平台的自动回复结

合云存储(如百度云盘)保存学习资源，如课后习题答案和考研试题等，通过自动回复，菜单和阅读原文里

的超链接分享网站，分享教学视频，网站，论坛，软件下载等学习资源。 
4) 建成大学生竞赛报名培训平台，发布相关学科竞赛信息，组织培训学生参加相关学科竞赛，培养

学生的自学和实际应用能力。除了正常课程的学习，我们还发布相关学科竞赛，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

我们以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为例，比赛需要研究的问题，用到的数学方法和数学软件，使用学术论文库，

撰写学术论文等内容都是学生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然而我们正式的相关课程不可能全部讲到这些内容，

学生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自学，我们的学习平台组织的相关教学资源可以满足学生高效的自主学习。 
在老师积极的引导和培养下，学生在课上课下积极的使用学习平台，汇集不同教学环节取得的优势

和结果，帮助我们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期末成绩较高，尤其 2015 年使用学习平台的教学班

学生概率论的平均成绩明显高于全校的平均成绩，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成绩也很突出。基于微信公众平

台的移动学习实践成果显著。 
第 2 阶段是 2017 年至 2020 年，这个阶段属于优化阶段。此阶段学校陆续购买了学习通和雨课堂相

关服务，这使得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使用受到了挑战，由于专业的软件功能强大，有专业的团队维护升

级，方便易于使用等优点，使用的教师和学生逐渐增多，学校也开始在学习通上大力建设资源共享课。

学生从学习平台共同使用，也逐步转向使用学习通。但是此阶段关注学习平台的人数不降反而逐渐提高，

学习资源的使用量也大大增加，此阶段除了少量资源建设以外，主要进行的资源调整和路径优化，以符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7255


沈鹏 
 

 

DOI: 10.12677/ces.2022.107255 1607 创新教育研究 
 

合移动学习的特性，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此阶段学生学习期末成绩不再明显高于平均分，但数学

建模竞赛成绩依然突出。通过对比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相关的变化，从学生期末成绩可以看出基于微信

学习平台和学习通(或雨课堂)学习平台移动学习效果无明显差异，从数学建模竞赛成绩上来看，使用丰富

学习资源的移动学习平台对学生学习成果是有积极的影响的。 
第 3 阶段是 2021 年到 2022 年，这个阶段教师不再进行建设和维护，也不推广在校学生使用。在校

师生全面使用学习通和雨课堂平台提供的服务，但此时微信公众平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订阅的人数

仍不断攀升，学习资源的使用量也再增加。此时在无人监督和没有布置学习任务情况下，学生自主学习。

据 2022 年前五个月“常读用户数”平均人数较多 628 人，但在总人数中的比例低仅有 2.7%，通过第 3
阶段可以看出，学习平台的建设符合移动学习的特点，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学生就会的主动寻求相关

资源自发的学习。如果学习平台不断建设和优化，订阅人数会不断的增多，促成良性的正向循环，受益

于广大学子。 
通过学习平台功能在不同教学环节上取得的优势和效果，结合期末成绩和学生课外数学建模竞赛成

绩的分析，通过微信公众学习平台学习可以起到正向的学习效果。 

4. 结束 

以微信公众号开发的移动学习平台，具有诸多优点，免费实现移动学习软件上的基本功能，可以使

教师低成本的进行教学实践，提高教学效果，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优质丰富的教学资源，师生顺畅的交流

方式。学生通过平台学习可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根据个人兴趣培养自己多方能力，取得良好的学习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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