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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好地适应中职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要求，探讨创新课程

教学方法，推动“教”与“学”方式的转变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知识树是包含知识点和知识关系的树

形结构图，可以更好地呈现知识的体系结构，展现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联。智慧课堂是依托智能技术促

进学生智慧发展的课堂。将知识树系统地应用于中职智慧课堂能够更好地结合中职学生学情特点，促进

学生知识积累储备能力、学习认知能力的提高，推动个性化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基于知识树的教学

生态能够更好地推进教学资源、教学流程、教学活动的设计与优化，提高中职课堂教学质效。研究尝试

提出基于知识树的智慧课堂教学设计与优化，并探讨其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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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proposition to explore innovative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A knowledge tree is a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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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diagram containing knowledge points and knowledge relationships, which can better 
present the architecture of knowledge and show the logical association between knowledge points. 
Smart classroom is a class that aims to promote students’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based on ad-
vanced technology. The systematic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tree in smart classroom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can promote students’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bility, learning cognitive abil-
ity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ability. The teaching ecology based on knowledge tree can better 
promote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activi-
ti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e paper tries to propose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smart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knowledge tree, and discusses it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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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国家和社会用人单位对中职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中职学生需要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理论基础薄弱，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1]、易受环境影响、

缺乏良好学习习惯以及好的学习方法是中职学生普遍存在的学情。知识树具有展示知识逻辑结构、引导

学生个性化学习、培养知识管理意识等特点，在提高“教”的效率的同时也能提升“学”的质量，为中

职课堂教学的优化和改进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国内学者对知识树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广泛探讨。

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知识树进行教学资源的设计[2]、知识体系的构建[3]以及课堂教学复习[4]几个方面。

有学者将知识树与智慧教学结合在一起，提出智慧课堂需要基于知识树的资源整合以解决知识碎片化的

问题[5]；有学者提出构建具有知识内容排序和导航机制的微课实践教学平台[6]，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延

伸学生学习范围，培养学生的自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2. 概念介绍 

2.1. 知识树的概念 

知识树在我国暂无统一定义，许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树的内涵进行了诠释和定义，主要观

点详“见表 1。知识树内涵梳理”。叶虹透过现象看本质，将知识树定义为：“知识树是指知识点及其

关系的集合，即知识树 = {知识点，知识点关系}”[7]。谭爱国，江霓，顾秋洁从学科的体系结构出发，

认为“知识树包含了树干、树枝、树叶、果实等元素，通过这些元素和元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来表述整个

知识系统”[6]。邹淑芳指出：“知识树是一个信息系统，具有树形结构特征”[8]。 
 
Table 1. Sorting out the connotation of knowledge tree 
表 1. 知识树内涵梳理 

作者(时间) 时间 角度 观点 
叶虹 2011 现象与本质 知识树 = {知识点，知识点关系}。 

谭爱国，江霓， 
顾秋洁 

2017 学科的体系结构 知识树是用树的形式来体现整个学科的结构和知识点的内在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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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范洁群 2017 知识碎片化 破除知识间的各种耦合和关联，课程内的知识可优化为树形特

征。 

邹淑芳 2019 系统 知识树是一个信息系统，它具有树形结构特征。 

高全力，陈铭 2021 
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VR)
技术 

支持课程概念立体可视化，通过树干树枝等层次架构突出知识

领域的纵向分布，可有效增强学生的知识感知能力。 

 

已有研究大多关注知识树的理念层面、技术层面集中探讨知识树在教学中的阶段性应用，对知识树

在教学中的系统化应用等深层次的研究有待进行。在课堂教学中，知识树已经不再局限于静态的知识结

构管理工具，而是作为一种赋有动态生命力的系统化教学方法。 

2.2. 智慧课堂的概念 

随着时代发展，教学理念改革引领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发展。智慧课堂是基于信息化时代的人工智能、

大数据、5G 网络等新兴技术得以发展和演变，是智能时代在教育体系上的一种具体体现。学者们主要从

教育教学和信息技术两个角度对智慧课堂的内涵和定义进行阐述和分析。基于教育教学视角，尚荣提出

智慧课堂强调从知识传授的转向注重智慧开发[9]。顾建芳提到智慧课堂是课堂的一种类型，是基于智慧

的课堂，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为重点，以素养为目标的课堂[10]。基于信息技术视角，许多学者都将

“智慧”体现在了智慧教室[11]的构建，网络资源的构建等方面。基于综合视角，王一岩，郑永和指出，

智慧课堂是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产物[12]。杨鑫，解月光主张有效应用智能技术促进学生智慧

发展[13]。刘邦奇等总结归纳出的智慧课堂 3.0 [14]强调新课改理念指导，关注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支持

线上线下、课内课外一体化教学场景。王天平，闫君子提出，智慧课堂是运用信息技术驱动课堂，从而

激发学生智慧发展的育人课堂[15]。 

3. 中职课堂教学现存问题分析 

3.1. 教师教学层面——教学理念和方法有待更新 

具备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具有扎实的专业能力和突出的教育机智，对教学内容的把握和中职课堂秩

序的掌控都游刃有余，但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技巧以及教学艺术是决定中职课堂教学效果的关键。经

访谈 X 中职学校教师得知，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注意力不够集中，打瞌睡、玩手机、聊天等现象比较常见。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管理课堂纪律。教师们认为，

中职课堂上困难的不是知识点的讲解，而是如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何让学生自主进行思考。受传统

教学的影响，现有教学中“灌输式”教学法运用的比较多。在教学手段上，大部分教师未能充分利用现

代教学技术，整堂课仍然是课本、学生、教师的集合而非结合。在现实的教学中，教师不知道应该如何

把课堂交给学生，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方面，缺乏方式方法。 

3.2. 学生学习层面——内部动机与外部强化有待加强 

通过与中职学生交流，归纳出影响学生听课效率和学习效率的几点因素。一是知识点略显枯燥无趣，

学习兴趣不足；二是理论知识太多，自身理论基础知识薄弱，难以识记；三是课堂形式单一，注意力不

集中，容易分心；四是学习内容庞杂，学习目标不明确，听课和自主学习都很吃力。总体而言，中职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内部动机和外部强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需要对专业知识有概括性认识。只

有了解每个知识点的存在的位置和意义，才能对照职业岗位的需求和标准进行高效学习。教学应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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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思想，利用中职学生活泼好动的性格特点，引导他们自主探索学习的乐趣，

通过知识框架的建立，完善自我认知。 

3.3. 教学资源层面——有序性和结构性有待整理和归纳 

教材和海量网络资源是大部分中职课堂教学中的主要学习资源。教材更新与出版的频率远远跟不上

市场变化的频率，影响中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大部分智慧教学平台上的学习资源

缺乏一定的导航机制，呈现出无序性和冗杂性的特点，难以引导中职学生自主学习。忽略学生的年龄特

点和认知范围的教学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信息的集合，无法引导学生产生新的智慧和能力。教师课堂

所应用的教学案例均属于教师本人所具有的人生阅历，对于中职学生来说，没有经历过就未必理解和感

兴趣。书本上经典的案例可以作为讲解知识点的辅助性材料，但要引起学生的共鸣还需要结合学生的性

格特点。中职课堂教学需要对相关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和归纳，建立既适合辅助知识点学习又符合学

生认知的教学资源。 

4. 知识树应用于中职智慧课堂的优势分析 

传统课堂与基于知识树的智慧课堂教学流程结构比较分析如下：从传统的“备课”到基于知识树的

“备课”、从“听课”到有重难点的理解性“听课”、从“部分互动”到小组合作探究活动的“整体互

动”的改变加强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详见“表 2。传统课堂与基于知识树的智慧课堂教学流程

比较分析表”。无论是教学资源的设计还是教学活动的设计，基于知识树的课堂教学增强了教学内容的

整体性，增加了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互动性、加强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与传统课

堂教学相比，基于知识树的教学更加符合当下新的教学理念，也符合中职实际教学需求。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table of traditional classroom and knowledge tree-based smarter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表 2. 传统课堂与基于知识树的智慧课堂教学流程比较分析表 

阶段 
类型 

传统课堂教学流程设计 基于知识树的智慧课堂 
教学活动设计 基于知识树的智慧课堂教学流程设计 

教师 
教学

互动

过程 
学生 教师、教学资源、学生统一(基

于知识树和职教云平台) 学生 
教学

互动

过程 
教师 

课前 备课 a 自行预习 
基于知识树的教学资源设计 
基于知识树的预习任务单 

基于知识树的教学活动设计 

课前学习、完成预

习任务单 
提交预习任务单 

A 
 

B 

学习资源、预习

任务单设计 
接收预习反馈 
教学资源发布 

课中 

授课 
提问 
作业

布置 

b 
c 
d 

听课 
代表回答 

答疑解惑 
基于知识树讲解重难点 
基于知识树进行问题探究 

小组合作并展示 
基于知识树的总结归纳 

提出问题 
听课 

围绕任务构建并

展示知识树 
构建知识结构 

C 
D 
E 
 

F 

一一解答 
重难点讲解 

创设任务、精讲

与点评 
进行小结 

课后 批改

作业 
e 完成作业 

提交作业 

基于知识树的复习任务单 
个性化辅导 
反思评价 

完成复习任务单

以及课后作业 
G 
H 

复习资源发布 
作业批改 

个性化辅导 
综合评价与反思 

注：1、传统课堂教学流程中的教学互动：a 预习反馈；b 知识讲授；c 部分互动；d 统一任务；e 效果评价。2、基于

知识树的智慧课堂教学流程中的教学互动：A 资源建构；B 预习反馈；C 师生交流；D 重难点知识讲授；E 师生构建

知识体系；F 知识自主建构；G 作业推送；H 针对性辅导。 

https://doi.org/10.12677/ve.2022.113046


何江琴 等 
 

 

DOI: 10.12677/ve.2022.113046 291 职业教育 
 

4.1. 教学资源设计层面——系统展示知识结构，解决知识碎片化问题 

知识树能够按照某种规律和顺序将知识呈现出来。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知识的学习却是无限

的。知识的纷繁复杂与我们的学习时长之间的不匹配，使得所学知识难以结构化、体系化储存在大脑中。

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碎片化知识看似能够最大化利用时间，但碎片化学习的效率却并不高。分析其根本

原因是由于知识的断断续续学习很难将知识联系在一起，加入学习者的知识体系中，难以形成短期记忆

或者长期记忆。知识树能够展现下级知识与上级知识的关联，这种看不见的关系是我们有意义学习的重

点所在，能够使我们利用已有旧知识，同化新知识，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和体系。 

4.2. 教学活动设计层面——积极引导学生学习，解决教学“不适应”问题 

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指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学生的现有水平，指目前独立活

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也就是通过学习所获得的潜力。教学

应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为学生提供带有一定难度的教学任务，调动其积极性，发挥其潜能，超越

其最近发展区而达到下一发展阶段的水平并继续发展。教学任务不能毫无挑战性，也不能触不可及。学

生利用知识树可以准确找到自己垫一下脚就能学习到的知识，教师也可以了解每一个人现有的知识水平

以及对知识的接受能力，从而合理设计教学任务，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4.3. 课后总结归纳层面——培养知识管理意识，解决大脑知识建构问题 

知识树是知识管理工具的一种，例如常见的思维导图、知识图谱、知识地图以及许多个人知识管理

工具都是基于知识管理理念开发而来。中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接触大量的知识，如果不能将这些知

识进行分类管理就会陷入混乱的局面，进行无意义学习。知识管理能力也是学习能力的体现，这种能力

可以通过长期培养而获得。管理知识的过程，是一次知识的重现和加固的过程，能够加深个人对于知识

的理解和记忆，并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5. 基于知识树的中职智慧课堂教学关键问题分析——知识建构 

5.1. 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的知识建构 

学习的过程就是大脑接受知识或技能的过程，大脑主动去接收的知识或技能更容易被实际和掌握。

自主学习大都发生在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阶段，自主学习是与传统的接受学习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化学习

方式。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以及适合的学习方法是中职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普遍遇到的难题。中职学

生大都来源于初级中学，其理解能力和自控能力有限，难以自主有效完成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知识树

在教学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意义建构。在基于知识树的智慧课堂中，利用职教云课堂

中的知识树导航机制，学生自主选择有逻辑关联的学习资源(视频讲解、文档阅读、图片展示以及语音播

报等)进行学习，并根据知识树任务单的引导，自主构建知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根据自己已有的

知识储备情况自主学习较为简单的知识，并找到难以理解的知识做好记录，为课中学习做好准备。 

5.2. 活动探究过程中的知识建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在论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时指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

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

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探究学习符合课

程改革要求。探究活动以具体情境和任务为中心，以任务为根，让学生分组讨论解决这个任务需要用到

哪些知识点、这些知识点间的关系在知识树上如何对应、具体应该如何解决(需提前给予案例展示)。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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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中，任务的安排很重要，综合型的任务更适合运用知识树开展。学生绘制知识结构的过程同时也

是解决问题的过程。知识树生动的形象结构，能够使知识间的关联刻在学生的脑海里，学生主动建构的

知识框架会比死记硬背得来的知识更加牢固。小组合作过程中，通过思维的碰撞共同完成知识——问题

解决树，既能培养中职学生的协作能力也能提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3. 复习与反思过程中的知识建构 

复习和反思环节是供学生巩固知识，抓差补缺的一个环节。复习是一次知识的再现，在“基于知识

树的智慧课堂教学”中运用基于知识树的复习任务单和练习题引导学生进行系统和局部的巩固复习。通

过“基于知识树的复习任务单”，中职学生能够利用再现的部分知识点及知识间的关系，引导大脑努力

复现课堂教学中所学的全部知识。复习任务单是凭借知识的结构和树的形态帮助学生联系、加深、巩固

整个知识的框架和布局，课后习题有助于学生进行局部点对点的复习。 

6. 基于知识树的中职智慧课堂教学模式设计 

6.1. 基于知识树的中职智慧课堂教学资源设计 

知识树为教师教，学生学以及教学资源设计三者的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传统线下教学资源单一，

线上教学资源丰富却造成海量资源杂乱无章，不成体系的问题。利用知识树能够实现教学资源的有序化

和丰富化。基于知识树的教学资源设计，如“图 1。基于知识树的教学资源设计”所示。 
 

 
Figure 1. Teaching resource design based on knowledge tree 
图 1. 基于知识树的教学资源设计 

6.1.1. 课前资源 
课前教学资源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点的有效预习。一方面，教师根据教学标准以及

学生的预习反馈进行教学资源的设计，便于教师在课中以教学资源为主线，整体把握教学节奏。另一方

面，教师利用知识树的结构性特点，把知识点与所需学习资源匹配在一起，整合网络学习资源。课前引

导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资源进行学习。同时，课前教师要设计学生预习以后需要完成的预习任务单，

利用知识树展示知识框架，使学生在预习过程中把握知识点间的关系。 

6.1.2. 课中资源 
在基于知识树的教学中，课中环节主要是由课堂答疑及活动探究两部分组成。在这一环节中的教学

资源主要是课件，也就是课中教学资源的主体部分。课件中包含了整节课的教学内容，知识树上的每一

个知识点都对应链接了学习资源比如视频、微课、音频、图片、文档等富媒体资源。教学活动是课前设

计，设计的活动(讨论、提问、头脑风暴等形式)运用于课中，目的是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在活动中

认识、学习、内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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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课后资源 
课后资源主要是为复习而准备的，基于知识树的任务单与预习任务单一样的设计原理，是在课前设

计，课后发布。除了复习任务单以外，学生还可以利用教学平台上共享的学习资源进行自主学习，拓展

知识面。其次是课后作业，为巩固中职学生的知识体系，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一般运用知识

再现或小组讨论等方式进行。 

6.2. 基于知识树的中职智慧课堂教学流程结构设计 

基于知识树的教学流程结构包括 3 阶段 11 个步骤，详见“图 2。基于知识树的教学流程结构设计”。 
 

 
Figure 2. Structure design of teaching process based on knowledge tree 
图 2. 基于知识树的教学流程结构设计 

 
课前，主要是教师运用知识树设计学习资源和预习任务单，学生自主进行预习。一方面，利用知识

树的结构性展现知识点及知识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利用知识树把既与中职学生感兴趣又与教学内容相

关的学习资源与知识点联系在一起。知识树能够在备课的过程中加深教师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帮助其完

善知识体系。在课前学生从相关预习资源中了解课程内容，包括知识点以及知识点间的联系，从整体上

认识专业知识结构，同时找到其自身在学习过程中理解困难的部分，便于课堂听讲。 
课中，教师能够省时节力、层次分明地讲解重难点知识。一方面，中职学生的理论基础薄弱，且中

职学生上课时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是 20 分钟左右。对中职学生来说，大量的讲授理论知识的教学效果是不

高的。在基于知识树的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课前预习的反馈，教师对学生的疑难问题作出解答，并按

照课程标准和教学要求带领学生梳理重难点知识。运用知识树引导学生根据知识间的联系去理解知识，

帮助学生进行知识内化和体系构建。其次，在后半节课的时间里，教师给定任务情境，通过小组合作绘

制任务知识树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合作意识。这样的教学节奏既减轻了教师的教学负担，

也聚焦了中职学生的有效学习时间。另外，点评和总结部分是师生交流、生生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课后，教师通过职教云平台给学生发布复习资源，包括基于知识树的复习任务单并获得复习反馈。

教师根据作业反馈以及学生的课后实时咨询，进行个性化辅导，职教云课堂对学生在教学中的整体表现

进行综合评价。学生和教师根据系统的整体评价对整个课堂教学进行反思、总结。 

6.3. 基于知识树的智慧课堂教学活动设计 

在基于知识树的教学活动中，知识树主要运用于教学资源以的构建和教学活动的设计，整个教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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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eaching activity design based on knowledge tree 
图 3. 基于知识树的教学活动设计 
 
程依然按照线上 + 线下的教学方式进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知识树为引导，有序进行教学。基于

知识树的教学活动，如“图 3。基于知识树的教学活动设计”所示。 

6.3.1. 课前阶段——以把握全局、构建知识结构为核心 
教师提前运用知识树充分设计好教学资源，使得教师在课前对知识点以及知识点间的关系更加明晰，

且能够在此基础上适当加入课外资源；学生接收学习资源，在自主预习的过程中了解知识结构，根据自

己的情况有的放矢的进行学习。课前主要是以教师整理教学资源以及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要活动，其目

的是让学生自发的在大脑中根据知识树的结构创建知识体系，基本描绘出所学内容以及知识结构。 
具体而言，教师整理教学内容，利用知识树根据知识结构层层绘制知识点。其次，收集、整理相关

资源，实现知识树上的知识点与相应的学习资源对应起来。在既不影响知识整体框架结构的展示同时学

生也可以对感兴趣或者觉得疑难的点展开深度学习。无论是教学资源、学习资源、预习资源还是复习资

源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设计。最后，利用教学 APP 提前发布相关教学资源供学生自主预习和学习，并及

时反馈疑难点。 

6.3.2. 课中阶段——以逐个击破，调整知识结构为关键 
课中，逐个击破，完善知识体系。每个人的认知范围和知识储备是不一样的，在面对同样的知识时

所存在的疑难点也不尽相同。每个学生都需要自主找到自己认知范围的舒适区和困难区，进而自主把控

学习节奏，减轻上课时的听课负担，解决知识结构中存在的疑难点。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中，教师根据预

习得到的反馈一一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惑，节省教学时间，降低学生听课功耗；绘制知识树

结构图，让学生知晓重难点所在位置及其与其他知识点间的关系，引导学生进行意义建构。在小组合作

探究过程中，检测学生学习效果，培养问题解决能力和小组合作意识。具体操作主要以任务为根，让学

生分组讨论、绘制任务树；小组展示并开展小组互评以及教师点评。课堂总结环节中，教师引导学生共

同绘制所学内容知识树，巩固提升学习效果。 

6.3.3. 课后阶段——以查漏补缺，补充知识结构为重点 
课后，查漏补缺，调整知识体系。学生完成课后作业后，实时向教师反馈剩余困惑点，教师进行针

对性辅导。这个过程是学生巩固、自查以及教师帮助学生补缺口的过程。教师发布相关复习资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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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复习任务，并利用知识树绘制本节课的内容上传，教师通过学生的复习结果了解内个学生的对知识

点的掌握情况。学生通过复习发现仍然存在难以理解的地方时，可以在线找到老师或者同学进行求助。

另外，教师在批改作业的过程中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能够针对基础较差的同学进行

个性化辅导。基于知识树的课堂教学既方便学生一眼鸟瞰整个知识结构，又能够逐一击破各个小知识点，

有助于学生利用知识间的关系高效吸收新知识，巩固旧知识。 

7. 结语与展望 

基于知识树的智慧课堂系统化教学的研究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理论方面，已有研究大都基于知识树

进行教学资源设计，或将知识树与智慧教学进行有效结合。实践方面，知识树与智慧教学的具体应用还

比较少，系统设计方面有待研究。职教云课堂中已有知识树导航机制，以树的形态结构展现知识点以及

对应的教学资源还难以实现。具体的应用实践还存在大量问题：教学资源如何系统、科学设计；如何真

正实现因材施教；如何测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情感态度变化等等。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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