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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教育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依托，是教育信息化 2.0阶段所要实现的教育新样态。智慧教

学是智慧教育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本文以中国知网教育类数据库收录的核心期刊文献作为数据来

源，采用可视化网络分析工具CiteSpace软件，运用知识图谱分析、聚类分析等内容分析方法，从期刊

发文量、机构团体、期刊类别、高频关键词和突现主题词等维度对有关“智慧教学”的文献进行统计

分析，直观呈现了近十年来国内智慧教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数据结果显示研究具有四个特点：智慧

教学研究逐年升温；研究范式由理论思辨开始转向设计与应用；研究成果多产自教育技术学专业的研

究团体和学者；IT企业研发机构的成果独领风骚。最后从积极推进智慧教学全方位研究、加快打造区

域智慧教学研究与实践共同体两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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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我国智慧教学研究的
演变与趋势*

□ 张秀梅 田 甜 田萌萌 高丽芝 张学波

一、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在教

育领域广泛应用，以智慧教育引领教育信息化的创新

发展，从而带动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已成为信息时

代的必然趋势（祝智庭, 2016）。2018年4月教育部发

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指出以人工智能、大

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基础，依托各类智能设备

及网络，积极开展智慧教育创新研究和示范，推动新

技术支持下教育的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智慧教育”

这一名词不仅首次出现在国家层面的规划文件中，还

被列入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八大行动”（郑旭东,
2018）。智慧教育开始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生态在教育

信息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我国学者在智慧教学理论与实践方面开展了初步

的探索。王全亮等（2015）、郭红霞（2016）、王录通

等（2017）、余诗佳（2018）等曾对智慧教育研究进行

了初步的文献分析，呈现了研究作者、研究机构、研究主

题等方面的情况。李金臻（2016）借助CiteSpace、Bi⁃
comb和Excel软件，采用知识图谱分析和文献共词分析

等方法，对2000—2015年以“智慧教育”为主题被中

国知网收录的论文数据展开研究。近五年智慧教育的

发展突飞猛进，已呈现出新的变化和发展。面对新衍

生出的热点与课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追踪智慧教育的

研究态势，以便更好地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

本文将对2009—2019年以“智慧教学”为主题的国

内期刊论文数据进行研究，就智慧教学的研究现状

与趋势做出一个更加全面、更具时效性的判断。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是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

*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之广东省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项目“远程教育比较与研
究”（项目编号：2018SFKC14） 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信息化促进新时代基础教育公平研究”（项目编号：
18ZDA33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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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美教授研发的一款专门用于学术文

献分析的信息可视化工具CiteSpace，
该软件可以探测出某一学科或领域的

热点主题及其演进。

（二）数据来源

国内对智慧教学的研究始于

2007年，中国知网上可查询到的第

一篇论文是黎加厚教授发表的，而

在 2009年 IBM 启动智慧教育计划，

故将研究时间跨度设置为 2009—
2019年，间隔为 1年。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
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检索时间为 2009—2019年，

以“智慧教学”“智慧教育”“智慧课堂”“智慧学习”

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选取“核心期刊+CSSCI”进

行精确检索。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共检索出794
篇相关文献，通过手工筛选共得493篇有效文献。就这

些文献，作者通过设置阈值、采用静态聚类、展示整

个网络的可视化方式呈现最终分析图谱。

三、时空知识图谱及其分析

（一）智慧教学研究的时间分布图谱

CiteSpace具有聚类视图和时区视图两种视图方

式。时区视图可显示共引网络中节点随时间变化的结

构关系（蔡建东, 马婧, 袁媛, 2012）。为考察智慧教

学的研究成果，本研究统计了中国知网 2009—2019
年发表的相关文献，如图 1所示。2007年黎加厚发

表第一篇论文，之后论文数量开始增加，从 2014年
开始增速进一步提高，从 2016年开始每年发文数量

过百，2017年后增速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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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慧教学的文献统计

（二）智慧教学研究的空间分布图谱

在研究单位方面，有 50余所院校开展了智慧教

学的研究，尤其是 985、211院校在智慧教育的研究

中非常积极，见图2。发文量排在前三位的是江苏师

范大学（79篇）、北京师范大学（70篇）和华东师范

大学（45篇），随后是东北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

学，发文量在30篇左右。

在机构聚类图谱中，节点为机构名称，节点大小

代表发文量，节点环表示年轮，标签字号大小代表中

心性，边描述机构合作。数据显示：在机构合作网络

中共有 21个节点，30条连线，网络整体密度仅为

0.0476，说明有关的研究团体之间合作较少。

从机构研究时序图谱（见图 3）来看，早在

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知识工程研究中心就介入了智

慧教学的研究，但没能一直持续；江苏师范大学在

2014年开始关注智慧教学的研究，且能够持续，产

出了许多成果，逐步成为机构时序的核心节点；北京

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

大学等机构自 2014年开始关注智慧教学的研究，此

后趋于稳定，北京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凭借明显

成果成为机构时序的核心节点；南京师范大学等机

构自 2017年开始逐渐形成代表性观点。整体来看，

我国智慧教学研究呈快速发展势头，知名的具有教育

技术学博士硕士点的高校在这个时间段展开了智慧教

学的相关研究。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自2018年起安徽省的科大讯

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智慧教学平台开发企业成为

行业的领跑者，在学术表达方面也开始发出强大的声音，

其下设的“科大讯飞教育技术研究院”以及“认知智

能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教育研究中心”近两年来发

文的质和量均有提高，对智慧教学平台产品设计及教

图2 智慧教学研究的高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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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应用都有非常精准的把握，其中尤以刘邦奇、吴晓

如等为代表，成果的数量和被引频次相对较高。

从作者来看，共有59位，其中发文量在10篇及

以上的有 8位。陈琳最高产，为 27篇，其次是祝智

庭24篇、刘邦奇23篇、杨现民21篇、黄荣怀17篇、

钟绍春 12篇、解月光和王运武各 10篇，见图 4。最

早开始关注智慧教学研究的是北京师范大

学的黄荣怀和胡永斌，而影响较大的是陈

琳、杨现民、刘邦奇、祝智庭、黄荣怀等。

在2018—2019年，讯飞教育技术研究院的

刘邦奇教授逐渐成为新的影响中心点。作

者时序图谱（见图 4）反映出来的信息与

前述机构图谱信息吻合。

主要刊文期刊统计见图 5。《电化教育

研究》共刊发 98篇论文，其次是《中国电

化教育》刊发 93篇，《现代教育技术》刊

发 92篇，《远程教育杂志》刊发 39篇，可

见智慧教学在教育技术领域是研究的热点。

《人民教育》和《中国教育学刊》分别刊发

35篇和27篇，说明智慧教学作为变革大教

育的一种力量开始受到大教育学界学者的

关注和认可。

四、智慧教学研究的内容知识

图谱及其分析

（一）关键词分析

论文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及中心度可

以反映研究热点的分布情况。中心度和频

次高的关键词代表着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共

同关注的问题，即研究热点（杨现民, 李冀

红, 2015）。如表 1所示，国内关于智慧教

学的文献中高频关键词有“智慧教育”“智

慧课堂”“智慧学习环境”“智慧学习”“教

育信息化”“大数据”“智慧校园”“智慧教

学”“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中心性较

高的词汇有“智慧教育”“智慧课堂”“智

慧学习环境”“教育信息化”“大数据”“人

工智能”，说明这几个方面比较重要，特别

印证了大数据与智慧教育密不可分的关

系。教育信息化的背景和大数据的推动是

智慧教学发展的土壤，教育大数据分析以及人工智

能与教育融合是智慧教学实践发展的核心趋势。

CiteSpace的关键词聚类功能可以明确某研究领

域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段春雨, 蔡建东, 2016）。关键

词节点用圆来表示，圆越大，说明对应主题出现的频

次越高。图6显示“智慧教育”频次最高，处于基础

图3 智慧教学研究机构的时序图谱

图4 智慧教学作者的时序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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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智慧教学发文期刊的时序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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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重要的地位，反映出智慧教育是教育信息化的新境

界、新诉求（祝智庭, 贺斌, 2012）。其次是智慧课

堂、智慧学习环境、教育信息化、互联网+和创新发

展等，与关键词频次表的统计结果一致，反映了我国

目前智慧教育研究中的理论研究、应用实践、支撑环

境、关键技术以及教学模式等多样化的主题，并开始

逐渐寻求智慧教育的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的频次不

高，祝智庭等认为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智

能教育可以作为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的途径（祝智

庭, 魏非, 2018）。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智能教育极有

可能代表智慧教育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图6 智慧教学关键词共现频次聚类图谱（跨度：1年）

国内智慧教学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共有343个
节点，755条连线，网络整体密度为 0.129。相对于

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网络的结构形态和性能更

好，但总体上关键词共现网络结构仍比较松散、密度

不高，未来研究者应该选择合适主题展开深入研究，

避免浅尝辄止。

（二）智慧教学的时序趋势和阶段

使用CiteSpace软件分析甄别出1个突现词“智

慧校园”（见图 7），主要体现在 2014—2015年，这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国内智慧教学研究应在智慧校

园的环境下开展才有可持续性。

图7 智慧教学关键词突现率（跨年度：1年）

根据前沿关键词时序图谱可以将智慧教学研究的

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如图8所示。第一阶段是起

步期（2009—2013年），主要涉及智慧教学的理论基

础和支撑环境，包括智慧教育、智慧学习和智慧学习

环境、教育信息化；第二阶段是快速发展期（2014—
2016年），涉及智慧教学关键技术和智慧教育的实践

和发展，如教学设计、创客、翻转课堂、MOOC、智

慧课程等全面发展，智慧教学引发的教育变革，以及

“互联网+”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第三阶段是应用期

（2017年至今），智慧教育的研究从中小学教育开始向

职业教育发展，教育大数据分析及以人工智能为核心

的智能教育发展突出。从图中连线的密度及长度可以

看出，智慧教学的理论基础仍是智慧教育研究的热点，

且与其他关键词相互关联，是智慧教育创新和应用的

基础；智慧教育的创新应用和数据挖掘分析虽然连线

密度较低，但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

（三）智慧课堂的多维度研究

智慧课堂是智慧教学发展的核心，我们以“智慧

课堂”“智慧教学”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选取被

引次数较高的文献（见表2）以了解智慧教学的主题

和具体内容。

1. 智慧课堂的特征

祝智庭等（2019）从智慧教育定义中的数据智

慧、教学智慧和文化智慧三个维度解读了智慧教育的

关键特征。陈琳、陈耀华（2016）总结出智慧型课

程具有多元选择、生成发展、智慧创造等特点，刘邦

奇（2019）对智慧教育和智能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深

入分析，也从教学决策、评价反馈、交流互动、资源

推送四个方面总结智慧课堂的核心特征（2016），卞

金金和徐福荫（2016）提出智慧课堂的七个技术特

表1 关键词共现频次、中心性和年代（部分）（跨年度：1年）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频
次

188
74
48
46
43
27
25
23
22
20
20
14
14

中心
性

0.41
0.32
0.22
0.24
0.17
0.06
0.14
0.11
0.05
0.10
0.07
0.06
0.04

年份

2011
2009
2012
2012
2012
2012
2013
2013
2017
2015
2012
2014
2012

关键词

智慧教育

智慧课堂

智慧学习环境

智慧学习

教育信息化

智慧校园

智慧教学

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互联网+
智慧教室

信息技术

教学模式

序
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频
次

12
11
11
10
9
9
9
9
8
7
7
7
7

中心
性

0.01
0.04
0.03
0.03
0.04
0.03
0.03
0.02
0.01
0.04
0.02
0.01
0.01

年份

2017
2012
2016
2012
2011
2017
2015
2015
2018
2012
2016
2011
2015

关键词

教育大数据

学习分析

互联网+
个性化学习

智慧

职业教育

信息化

翻转课堂

智能教育

云计算

智慧学习空间

课堂教学

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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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唐烨伟等（2014）提出智慧课

堂应该是学习者主动建构意义的课

堂，教师更多是以促进引导的角色

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内化建构。李祎

等（2017）认为智慧课堂的核心是

学生的学习，学生的学习过程是智慧

生成的过程。

2. 智慧课堂的评价

在智慧课堂的深入发展中，原有

的评价方式表现出诸多不适，亟待探

索智慧课堂的新型评价方式。陈蓓蕾

等（2019）从教学交互角度设计了

深度学习结果的两层面、三维度评测

框架，从宏观层面的社会要求和微观

层面的课程/学科要求分别评价深度

学习的认知、能力和情感三个维度。

吴晓静、傅岩（2009）最早提出以

关注学生智慧发展过程为重点的教

学评价观，关注对学生学习过程和

智慧发展两个方面的评价。李祎等

（2016）认为应从学生的学习动机、

学习参与度、思维与能力发展、学

业成绩四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刘军

和陈琳、陈耀华聚焦课堂，刘军

（2017）认为智慧课堂的评价应为多

元化的课堂评价，评价内容个性化，

评价方式多样化；陈琳、陈耀华

（2016）认为，可采用学习记录平台

开展全程全息评价、多元评价、自

主评价以及发展性评价等。祝智庭

等（2019）最早提出评价的具体策

略，对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大数据进

行数据挖掘与学习分析。庞敬文等

（2017）分析了智慧课堂支持深度学

习的应用特点，得出深度学习视角

下的智慧课堂评价指标体系。

3. 智慧课堂的设计与开展教学

（1）智慧课堂的教学结构

刘邦奇（2016）通过比较、分

析传统课堂与智慧课堂的教学流程

结构后得出，智慧课堂实用教学流

表2 “智慧课堂”主题搜索文献列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作者

祝智庭

王帅国

刘邦奇

唐烨伟 庞敬文

卞金金 徐福荫

庞敬文 张宇航

刘军

詹青龙 杨梦佳

庞敬文 王梦雪

陈琳 陈耀华

李祎 王伟

吴晓静 傅岩

王慧

李祎 钟绍春

庞敬文 张宇航

孙曙辉 刘邦奇

于颖 陈文文

刘邦奇 李鑫

杨现民 李新

吴晓如 袁婷婷
刘邦奇

代表性论文

智慧教育新发展：从翻转课堂
到智慧课堂及智慧学习空间
雨课堂：移动互联网与大数
据背景下的智慧教学工具

“互联网+”时代智慧课堂教
学设计与实施策略研究
信息技术环境下智慧课堂构
建方法及案例研究
基于智慧课堂的学习模式设
计与效果研究
基于微课的初中数学智慧课
堂构建及案例研究
智慧课堂：“互联网+”时代
未来学校课堂发展新路向

“互联网+”视域下的创客教
育2.0与智慧学习活动研究
电子书包环境下小学英语智
慧课堂构建及案例研究
智慧教育核心的智慧型课程
开发
智慧课堂中的智慧生成策略研究

智慧课堂教学的基本理念
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智慧教
学设计与实践探索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小学数学
智慧教学模型研究
深度学习视角下智慧课堂评
价指标的设计研究
面向智慧课堂的数据挖掘与
学习分析框架及应用
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进阶式
发展探析
基于智慧课堂的教育大数据
分析与应用研究
面向智慧教育的教学大数据
实践框架构建与趋势分析
新一代智慧课堂：概念、平
台及体系架构

期刊名称

开放教育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

中国电化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

远程教育杂志

中国电化教育

现代远程教育
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教育探索

中国电化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

现代教育技术

中国电化教育

中国电化教育

远程教育杂志

电化教育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

期号

2016，22（1）
2017，27（5）
2016（10）
2014（11）
2016（2）
2016（5）
2017（7）
2015，33（6）
2015（9）
2016（1）
2017，38（1）
2009（9）
2016（11）
2016（11）
2017，27（2）
2018（2）
2018（11）
2018（3）

2018，10（3）
2019（3）

被引
次数

475
418
336
299
186
164
100
94
90
84
73
57
53
50
50
41
30
28
26
13

图8 国内智慧教学研究前沿关键词时序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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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采取“三段十步”的结构模型。刘军（2017）
从课堂环境、课堂教学、学习历程、教学评价四个

方面剖析了未来课堂智慧化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李祎等（2017）基于国外科学学科教学的 7E模型，

构建了“2P-7E-2E”的小学数学智慧教学模型，并

基于平板电脑支撑的电子书包环境开展教学。卞金

金和徐福荫（2016）从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设

计了基于智慧课堂的新型学习模式，以推进智慧课

堂中技术与学习的双向融合。庞敬文等（2016）依

据智慧教育的核心理念提出智慧课堂的构建目标，

并在此目标指导下提出了基于微课的新授课、练习

课以及复习课的构建思路。

（2）智慧课堂学科融合

唐烨伟、庞敬文（2014）就信息技术环境下构

建智慧课堂的方法以及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有关方

面进行思考，提出智慧教育核心图解及智慧课堂应

用教学思路，并以智慧课堂应用典型案例进行验证，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詹青龙和杨梦佳（2015）设计

了创客教育2.0的智慧课堂活动，分为空间设计和活

动实施两部分，其中活动实施以“桥梁的设计”为

例，通过创设情境、展现任务、自主学习、提供支

架、活动测试、合作探究、作品竞赛、活动评估等

活动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以挖掘学科的深度与广度。

刘邦奇等（2019）结合学科教学特点，根据学科共

同特征，提出学科智慧课堂“4+N”特征模型，推动

学科教学模式创新。

（3）智慧课堂的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变革是教育创新的根本，智慧课堂中

课程的设计应注重课堂生成和多要素融合发展。管

珏琪等（2019）采用视频分析法解构智慧课堂教

学，提出不同学科及课型中教学结构序列存在着

差异，强调课堂生成的低结构教学实施成为智慧

教室环境下高效课堂的实践方向。陈琳、陈耀华

（2016）认为设计和实施“融创式智慧教学模式”是

智慧型课程的关键，包括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学生

主体与教师主导的融合，学、研、创的融合，线上

线下的融合，多种教学方式的融合，多种理论的融

合，校内外融合，理论与实践融合，国内外融合等

全方位融合。于颖等人（2018）为探讨智慧课堂教

学模式的进阶式发展可能将智慧课堂的发展分为三

个阶段，提出相应的教学模式进阶式设计进路，并

给出应用示例。

4. 智慧教学平台

智慧教学平台具有教学内容支持、实时教学互

动和评价以及教学数据分析等功能，给备课、课堂

教学、考试等环节带来极大的方便。目前主流的智

慧教学平台有智学网、雨课堂、蓝墨云、理想等。

吴晓如等（2019）对新一代智慧课堂的概念、平

台及体系架构进行了设计开发研究，提出了“云—

台—端”的智能化服务平台架构。卞金金和徐福荫

（2016）应用“Ai School智慧课堂”平台，运用基

于智慧课堂的学习模式。王帅国（2017）对雨课

堂五大功能要点以及雨课堂的创新与应用进行了详

细解读，为后续基于雨课堂开展混合式教学提供了

参考。王文敏（2018）对智学网的数学阅卷分析

进行了系统研究。李祎等（2016）依据小学数学

智慧教学模型在实验班搭建由平板电脑支撑的电子

书包环境，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等方法得出实验班

的教学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班的结论。庞敬文等

（2015）构建了电子书包环境下小学英语智慧课

堂，以小学五年级北师大版教材为案例进行研究，

为促进小学英语智慧学习提供借鉴。赖志欣等

（2018）还专门对 2016—2017 年国内有关基于多

种智慧教学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论文进行了文献

分析。

5. 智慧课堂的数据挖掘与分析

杨现民等（2018）从四个方面构建教学大数据

实践框架，提出国内教学大数据发展的六大趋势，

分析了国内教学大数据发展面临的五大现实挑战。

刘邦奇、李鑫（2018）采取基于行为建模与分析的

“1+3模式”以及基于学习内容和结果的“3+1模式”

两种方式，总结了智慧课堂的数据挖掘流程与常用

的挖掘算法和技术，并基于真实数据提供应用参考

实例。孙曙辉等（2018）提出智慧课堂的数据模型

和体系架构，阐述了“四建模三分析”的数据研究

方法论，并总结了四类智慧课堂数据挖掘分析的应

用模式，最后通过分析应用案例探讨学生主观行为

对成绩的影响。

关于智慧课堂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

文献分析法，少数采用案例研究法，实证研究成

果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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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特点和建议

（一）研究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智慧教学研究呈现出四个突

出特点，总结如下：

1. 研究逐年升温

2009—2019年智慧教学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上

升趋势，以2013年和2017年为分界线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目前正处于平稳上升期。智慧教学的研究将越

来越热，并逐步扩大到整个教育界，吸引越来越多的

教师、学者参与实践和研究。

2. 研究范式由理论思辨开始转向设计与应用

从 2014年开始，智慧教学的研究从概念、理念

等理论层面走向教学设计、教学模式以及人工智能教

育应用等应用层面。2018年，智慧教学的应用持续

发展，开始向学校教学、学生学习等微观层面深

入，探求智慧教学在学校的创新发展模式，同时使

用数据挖掘技术深入分析智慧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教育

大数据。

3. 研究成果多产自教育技术学专业的研究团体

和学者

本研究检索的近五百篇文献基本都来源于核心期

刊，学者的专业背景多是教育技术学。“华东师范大学的

祝智庭团队、北京师范大学的黄荣怀团队、北京大学的

贾积有团队、江苏师范大学的陈琳团队、讯飞教育技术

研究院团队等针对智能教育和智慧教育，纷纷展开了

相关的研究”（刘邦奇, 2019）。高校学者对智慧教学

更多是从概念理念、支撑环境、关键技术、教学模式和

设计以及创新发展等方面开展学术研究。但是，开展智

慧教学实践和研究的一线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声音

很弱。面向实践且具有应用价值的实证研究应该更加

寄希望于一线教师的参与，他们才是智慧教学的设计

者和实施者。

4. IT企业研发机构的成果独领风骚

以科大讯飞为代表的 IT企业的研发人员近两年

来面向教育行业开发了智慧校园的多种应用方案，他们

深谙教育教学规律，所发表的论文紧跟前沿，质量高，

应用价值大，在几百篇论文中独领风骚。这些智慧教

学平台在中小学校越来越受到青睐，越来越接地气，

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教学应用方面形成了稳定的

链条，与教学良性互动，推动着一线教师的教学改革和

研究。

（二）研究建议

1. 积极推进智慧教学全方位研究

我国智慧教学的探索还处于建设和实验阶段，随

着智慧教学的不断推进，由本土化实践所带来的“真

问题”必然不断涌现。在设计和开发方面，作为课程

设计应该以教学交互为前提，注重对数据价值的挖

掘，从而促进深度学习和智慧生成。从教学模式上

看，智能技术的引入必将引导教育模式从大规模、工

业化的标准式教学走向多样化、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

化教学。从评价方式看，智慧教学的评价应重点关注

智慧课堂中的学生评价，变革评价模式与方法，增强

评价的过程性与多样性，同时增强对教师教学的评价。

国家应尽快制定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学习环境的相关技

术标准，基于学校和区域的网络空间和智慧校园应用

大数据，为智慧校园的教学和管理应用提供大数据挖

掘服务，为教师的课堂反馈提供精准的测评和改进建

议，让教育走向智能化，更加人性化、个性化和精准

化。智慧教学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等各方面都将取得

深化和拓展。

2. 加快打造区域智慧教学研究与实践共同体

从前面对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分析来看，智慧教学

已逐步将研究焦点从最初的理论概念研究过渡到智慧

校园、个性化学习等基于智慧环境的研究，更加重视

对教育大数据的分析及创新模式的应用；智慧教学工

具也从最初引进国外的平台和技术工具过渡到使用本

土教学平台。技术驱动的应用往往不及教学需求驱动

的应用。只有教学需求被触发，智慧教学的优势才能

充分彰显，教师的教学研究热情才会被激发出来，智

慧教学才能真正落地生根。目前，国内许多城市的中

小学都投资打造了一定配置的智慧教学环境，对智慧

教学实际教学规律的探索呼之欲出。随着中小学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的推进，各地在省、

市、县、区整校推进的过程中，示范校的建设和打造

必将朝向智慧校园发展。中小学校长、教师以及各级

培训者团队、培训管理者团队应该抓住机遇，与高

校智慧教学研究人员、企业等有关方面一道形成区

域智慧教学研究和实践共同体，共同在实践中研究

探索智慧教育的最佳模式，产出更多有应用价值的

实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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