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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抢抓新一轮技术机遇，我国出台《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等文件，以期通过人工智能打造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引擎、新动能，引发课堂教学新变革。人工智能
应用下的智慧课堂是指以先进的学习理论为指导，以促进
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为宗旨，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智能信息技术打造智能、高效的课堂。 [1]目
前学界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分析智慧课堂的研究
现状，缺少基于可视化分析软件的智慧课堂研究热点及
发展趋势的文献，难以较为直观地把握该领域的研究历
程。 [2]为此，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和科学知识图谱法，
梳理了近 20年国内外人工智能应用下智慧课堂的研究
并加以可视化操作，即运用 CiteSpace5.7.R1 绘制文献发
文趋势、作者合作网络、关键词网络、聚类视图、时序图，
突变词呈现人工智能应用快速发展以来智慧课堂的研
究成果和发展脉络，把握研究热点及该研究领域整体发
展趋势， 以期为我国人工智能时代智慧课堂新理念、新
模式和新实践的深入探索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由美国 Drexel 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对检索文献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 。

CiteSpace 是基于寻径网络算法和共引分析理论等对特
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定量分析的重要工具，具有“图”
和“谱”的双重特性。 [3]通过挖掘文献的潜在知识，能够探
索该领域的研究基础、研究热点、研究趋势等各方面的
重要信息。

国内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智
慧’OR‘智能’OR‘人工智能’OR‘AI’”AND“‘课堂’OR
‘教室’” 进行主题检索， 时间范围定为 2001 年 1 月 1
日—2020年 9月 31日， 并通过阅读文献摘要进行人工识
别，排除不相关文献以及会议新闻、征稿通知、期刊声明
等无效记录，最终确定 388篇中文文献。 国外数据来源
为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WOS）数据库，以“‘Smart’
OR ‘Intelligent’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OR ‘AI’”AND
“‘Classroom’OR‘Class’”进行主题检索，为便于数据对
比分析，国外文献时间范围也定为 2001 年 1 月 1 日—
2020年 9月 31日， 采用同样文献筛选方法， 最终确定
390篇英文文献。

二、国内外文献发文趋势分析
发文数量是判断某一研究领域在特定时间段内发

展态势的重要指标，根据其变化能够直观地显示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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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时间段内研究热度的变化，对分析发展动态和预
测未来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内外人工智能应用下智
慧课堂文献发文趋势如图 1所示。

由图 1可知，2001—2010 年 10 年间，国外发表有关
智慧课堂的文章数量呈波动趋势， 年均发文量在 8篇左
右，而国内相关文章总量仅有 10篇。 国外对该领域的研
究开展较早， 最早追溯到 1988 年 Rescigno R C 提出的
“Smart—Classroom”，说明经过多年探索已有一定的研究
基础， 而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最早始于 2001年，关
注相对滞后，仍处于借鉴与上升发展阶段。 2010年以后，
国内外有关该领域的文章数量呈稳定上升趋势， 国内研
究也在此时集中涌现，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直到 2017
年，国内文献发文数量超过国外，得益于国家对人工智能
应用课堂教学的重视，我国学者对该领域
的研究热度大涨，如 2017年，国务院颁布
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
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 2019年，国外发
文数量上升到 69篇，国内更是达到了 88
篇。 剖析其原因，虽然国内外政府大力推
行人工智能与课堂教学结合， 但 2018年
以前人工智能处于试验状态，还未广泛传
播， 直到 2019年多家公司的人工智能产
品落地，形成蝴蝶效应。 越来越多的智能
产品进入教育市场，学者纷纷开始了实证
研究，以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向更全面、
深化的方向发展。 根据趋势分析，不难发
现该领域的研究热度在持续，《2020地平
线报告：教与学版》提出，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和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是未来高等教
育教学技术方面的发展趋势。 [4]

三、国内外文献中人工智能应用下智
慧课堂研究热点分析

1.高产作者与团队分布
运用 CiteSpace 中 Author 功能对发

文作者进行共现分析，以发文量对作者排名，结果如表
1、 图 2 所示 。 由表 1 统计可知 ， 国外文献中作者
KOEDINGER、ALEVEN、VANLEHN、WIJEKUMAR等发文
量相对较多，最高达 10篇。作者 KOEDINGER是卡内基
梅隆大学人类计算机交互和心理学教授，主要从事基于
计算机智能导师辅助课堂教学方面的研究。 VANLEHN
是智慧课堂领域的重要研究者， 他在智能导学系统、教
育数据挖掘、 认知科学等多个领域都有一定的研究，为
推动智能导学系统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其著作“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总共被引用 7200余次。国内文
献中作者祝智庭、张屹、刘邦奇、陈蓓蕾、庞敬文等发文
量排名前列，其发文量均高于 6 篇，作者祝智庭来自华
东师范大学，致力于教育信息化的研究，在智慧教育以
及智慧课堂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者张屹从智慧
课堂中学生的视角进行多方面研究，如课堂教学互动、学
习成效影响等方面。作者刘邦奇来自讯飞教育技术研究
院，在智慧课堂的教学模式以及教学实践方面研究成果
颇丰。 这些专家指导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基于 2001—2020 年发表的文献，构建作者合作网
络（见图 2）。 其中，节点的大小反映作者的出现频次，各
节点之间以不同颜色、不同粗细的线段连接，表示节点
之间发生关联，颜色越深、线条越粗，说明作者间合作强

作者 发文量 单位 作者 发文量 单位

KOEDINGER 10 卡内基梅隆大学 祝智庭 9 华东师范大学

ALEVEN 8 卡内基梅隆大学 张屹 9 华中师范大学

VANLEHN 6 亚利桑那州大学 刘邦奇 7 讯飞教育技术研究院

WIJEKUMAR 6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陈蓓蕾 7 湖北大学

BAKER 6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庞敬文 7 东北师范大学

XU 5 清华大学 黄荣怀 6 北京师范大学

SHI 5 清华大学 陈卫东 6 苏州科技大学

GRAESSER 5 孟菲斯大学 解月光 6 东北师范大学

LEI 5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张际平 6 东北师范大学

MEYER 5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白清玉 5 华中师范大学

表 1 2001—2020年国内外文献中高产作者（发文量）排名前 10分布

图 1 国内外文献中人工智能应用下智慧课堂发文趋势

图 2 国内外文献中智慧课堂领域作者合作共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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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外文献中人工智能应用下智慧课堂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图 4 国内外文献中人工智能应用下智慧课堂研究关键词聚类视图

度越大。 [5]国外文献发文作者共计 1154个，作者间的合
作线达 2220 条，作者之间的合作较为密切，且团队之间
互连网络， 形成以 KOEDINGER、ALEVEN、VANLEHN
各自为代表的一系列核心团队，团队间 BAKER、XU、
SHI、GRAESSER等作者之间均有合作（其中 XU、SHI 为
清华大学学者，发表于英文期刊）。

国内文献发文作者共计 739 个，作者间的合作线为
900 条。 与国外相比，国内作者之间的合作存在多个子
网络，形成以祝智庭、张屹、刘邦奇为代表的一系列核心
团队，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说明研究团
体较多，但团队与团队之间合作不够紧密，在智慧课堂
研究方面尚未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 反观国外，研究
整体合作较好，团队之间联系密切，研究主题相对聚集。
因此我国应加强团队间的合作交流，合力推动该领域研
究的开展。 另外，国内仍缺少具有足够影响力的科研机
构和领军人物，与国外作者相比，虽然在国内具有较高
被引量，但还未进入世界话语体系。未来需要宏观引领，
加强建立国内外学者合作研究激励机制， 形成资源、成
果共享，共同努力推进该领域研究的良性循环。

2.研究热点分析
对国内外文献数据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 将 Node

Type 设置为 Keyword，根据检索文献数据绘制国内外人
工智能应用下智慧课堂领域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如图 3
所示。 知识图谱中每个节点代表一
个关键词，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的
出现频次；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两个
关键词之间有共现关系，连线的粗
细代表共现关系的强度。 [6]

从图 3 可以得知，国外文献中
智慧课堂研究出现频次较高的关
键词为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智能导学系统 ）、Smart Classroom
（智慧课堂）、Online Learning（在线
学习）、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
ment（交互式学习环境）、Education-
al Technology（教育技术）、AI（人工
智能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
育）、Teaching/Learning Strategy （教
学策略）、Student Modeling（学生建
模 ）、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
（改进课堂教学 ）、Intelligent Tutor
（智能导师）等。 国内文献的主要高
频关键词为 “智慧课堂”、“人工智

能”、“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大数据”、“翻转课
堂”、“智慧学习环境”、“互联网+”、“智慧教学模式”、“教
学改革”等。

选用 LLR 算法对所纳入关键词进行标签聚类，绘
制国内外文献中人工智能应用下智慧课堂研究关键词
聚类视图 （见图 4）， 以更清晰地了解该领域的研究进
程。 国外文献关键词的聚类模块值 Q=0.8309，提示该聚
类结构显著， 可清楚界定该领域各个子网络的研究方
向 ，共形成 7 个聚类 ，其中 ，Personalization （个性化 ）、
Personalized Learning（个性化学习）是智慧课堂的教育
理念和目标；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互动式
学习环境） 是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Flipped Classroom
（翻转课堂）是智慧课堂教学模式；Machine Learning（机
器学习） 是智慧课堂的技术应用；Secondary Education
（中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是智慧课堂的
教育对象。这 7个类别均与智慧课堂教学紧密关联，代表
了国外智慧课堂的具体研究热点，说明国外对智慧课堂的
研究较为全面。国内文献关键词的聚类模块值 Q=0.8039，
提示聚类结构显著，得到 9个聚类。从图中发现，国内的
“智慧课堂”开展了多方面研究，其中，“智慧教育”指导
智慧课堂建设，是其顶层设计；“信息技术”是智慧课堂
的主要技术支持， 包括 “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
网”、“教育大数据”等智能信息技术的研究，“电子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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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智慧课堂智能技术学习设备；“教学模式”是智慧课
堂开展教学活动的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国内外文献近 20年来对智慧
课堂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国内和国外各有侧重，均对推
动智慧课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总结国内外的研究热点
主要分为三个维度八个类别： 一是智慧课堂理论探索，
包括智慧课堂概念、理论模型和典型特征；二是智慧课
堂技术应用，包括物理空间技术应用和虚拟空间技术应
用；三是智慧课堂教与学实践，包括教学模式、案例分析
及实验研究。

（1）智慧课堂理论探索
近年来，智慧课堂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智慧课堂

概念、系统模型、典型特征等研究热点受到国内外业界
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智慧课堂概念研究，Skipton[7]认为
智慧课堂是充分整合教学技术以及延伸到一般学习环
境以外的教室；刘邦奇[8]对智慧课堂 1.0、智慧课堂 2.0以
及智慧课堂 3.0的三个发展阶段概念进行了梳理。 在智
慧课堂系统模型方面，Huang 等 [9]提出情境感知智慧课
堂的架构，包括情境感知智慧课堂原型、技术整合模型
以及在该架构中智慧课堂运作的支持措施三个部分；聂
风华等 [10]通过阐释智慧教室理论概念，构建了智慧教室
的 iSMART 系统模型。 在智慧课堂典型特征研究上，陈
卫东等[11]将未来课堂的特性概括为人性化、混合性、开放
性、智能性、生态性和交互性等六个方面；黄荣怀等 [12]对
智慧教室的“高清晰”、“深体验”和“强交互”三种典型特
征进行了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国内外学者均较为关注智慧课
堂基础理论的构建。 国外关于智慧课堂的研究开展较
早，在 2006 年以前基本建立了智慧课堂的理论体系，近
20 年来，已经开始转向了技术与实践的研究，而此阶段
正是我国学者在智慧课堂的概念、系统模型以及典型特
征方面深入探讨的关键期，对后续开展智慧课堂下的教
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智慧课堂技术应用
智慧课堂是具有不同意义技术的教育空间，为教师

和学生提供更方便的教学条件。 因此，技术必须适应教
育教学的实际需求，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创新但不相关
的解决方案。 [13]智慧课堂在国外较早兴起，智能导学系
统最先运用于课堂教学，随后互联网、物联网、教育数据
挖掘、学习分析、深度学习、智能导师等信息技术逐渐运
用于国内外智慧课堂。 智慧课堂技术应用场所主要分
为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两大类。智慧课堂物理空间技术
应用包括摄像头、传感器、智能设备和物联网系统等。

Muzammul[14]利用人工智能的多人脸识别系统和人脸表
情识别系统来检测学生的表情，将学生的注意力得分显
示在屏幕上，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张一春等 [15]设
计了智能自动远程监控系统、中央控制系统以及实时管
理与报修系统， 有效提高了人员工作效率与管理水平。
智慧课堂虚拟空间的技术应用主要是在线学习或电子
学习，包括智能导学系统、虚拟导师等在线学习辅助技
术。 如 Graesser等[16]开发了可以通过对话帮助学生主动
建构有关计算机、物理等知识的智能导学系统。 Lin等[17]

研发了一个可帮助教师进行写作指导、完善同行评议反
馈的聊天机器人。 韩筠[18]提出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实践
推动了数字化教学工具、新型教学支持体系、新型教学
服务供给方式的加速发展。

国外文献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智慧课堂技术
应用研究上已经较为深入，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持续性的
实践研究成果，如人工智能、在线教学等技术在国外智
慧课堂教学中已较为普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有待
加强。 此外，国外研究技术支持的主体已经从关注技术
本身转移到了关注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和学生
深度学习与高阶思维的培养。 在教学技术嵌入时遵循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技术开发时将学生使用意见引
入设计，使数字教学技术更易推广，效果更明显，这点同
样值得国内学习与借鉴。

（3）智慧课堂教与学实践
国内外文献对智慧课堂教与学的研究包括教学模

式构建、案例分析及实验研究。教学模式研究方面，刘邦
奇等[19][20]构建了智慧课堂“三段十步”教学流程结构模型
和学科智慧课堂“4+N”特征模型，但仍未完全根据学科
独有特点进行设计，不能很好地体现教学模式应用于具
体学科教学的独特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Dai S[21]提出了一
种整合智能课堂的财务会计课程 ARS 互动教学模式，
主要包括基于课前、课内、课后的一体化教学、反馈式教
学、同级课堂等方面。该项研究的实验测试表明，ARS互
动教学模式能显著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协作交流、课
堂活动和创新思维，并且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支持。 在案
例分析方面，庞敬文等 [22][23]构建了电子书包环境下小学
英语智慧课堂和基于微课的初中数学智慧课堂，提出其
课堂相应的教学模式，并进行了课堂教学案例研究。 Meng
等[24]设计了由（SMART）关键要素模型、教学策略以及课
程设计方法三个部分构成的智慧教学框架，验证智能教
学法对提高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作用。 在实验研究方
面，陈蓓蕾等 [25]设计了深度学习评测方法，通过实验研
究法探究教学交互对深度学习的影响。 研究发现：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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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国内外文献中人工智能应用下智慧课堂关键词时序图

图 6 2001—2020 年人工智能应用下智慧课堂研究的突变词图谱

交互能提升学生研究能力水平、深度学习水平和认知水
平；学生知识掌握水平和思维水平均显著提升，教学交
互会对深度学习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等。Kong等[26]在拍
卖课中应用泛在学习（u-learning）系统检测学生的学习
行为。 研究结果显示， 将 u-learning系统应用于程序性
知识的教学， 具有更高的资源利用率和更少的时间消
耗。此外，当系统的设计具有高效的教学辅助、交互灵活
性和用户友好性时，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感知程度较高。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由于起步时间和研究进展不
同，国内外文献对该领域的教与学研究各有侧重。 国外
主要以微观层面的教学实践为主，并通过实验研究验证
智慧课堂的教学效果，其中，研究设计关注学生学习成
效，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 国内研究则相对来说较为宏
观，主要以教学模式构建为主，但近几年也有少数学者
开始关注案例分析和实验研究，并以定性研究为主。

四、国内外文献中人工智能应用下智慧课堂研究趋
势分析

对国内外文献中人工智能应用下智慧课堂研究的
关键词选用 Timezone视图，得到国内外文献中该领域关
键词时序图，如图 5 所示。 Timezone 时区视图侧重于从
时间维度上来表示知识的演进，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文献
内容的更新和相互影响。 [27]通过时序图分析，国外经历
了“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智能导学系统）（2001 年
以前）———Online Learning （在线学习 ）（2007 年 ）———
Smart Classroom（智慧课堂）：Student Modeling （学生模
型）、Teaching/Learning Strategy 教学策略（2011 年）———
Educational Technology（教育技术）：AI（人工智能）、In-
ternet（互联网）（2013年）……Internet of Thing（物联网）、
Flipped Classroom（翻转课堂）、Personalized Learning（个
性化学习）（2019年）”的发展阶段，逐步从教育技术转向
技术支持下的物理与虚拟空间融合的教师教学与学生
学习，并在 2011年后出现了大量的智慧课堂实证研究。
而国内系统研究相较于国外起步较晚，2008 年以后遵
循“人工智能、教育信息化、智慧学习环境、智慧教学模
式（2008 年）———智慧课堂（2013 年）———课堂教学、翻
转课堂、教学改革（2015年）———深度学习、精准教学、智
慧学伴 、 在线教学 、 课堂生态
（2019 年）”， 其发展阶段逐步从
宏观理论探索转向智慧课堂下的
智能技术研究与智慧课堂下教师
教学和学生学习研究。

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地呈现该
领域的前沿研究， 笔者绘制了近

20 年人工智能应用下智慧课堂研究突变词图谱 （见图
6）。 突变词是指在较短时间内具有较高使用频率的词，
能够通过突变词的词频变化来分析某一研究领域的前
沿与趋势。 [28]突变词 AI（人工智能）、Virtual Reality（虚拟
现实）、Learning Analytics（学习分析）、深度学习 、人工
智能时代、课堂教学在 2019 年后为国内外该领域研究
的前沿，证实国内外智慧课堂研究类似的发展趋势，但
国外的研究更加具体、微观，关注智慧课堂下教与学实
践也较早， 并呈现出聚焦智能技术与实证研究并重的
趋势，而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则以思辨研究居多，缺乏
智慧课堂下的案例分析、实验研究。 总体来说，国内智
慧课堂研究发展的路子可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国情得以创新发展。

1.基于智能技术应用的“智慧课堂+X学科”实践研究
目前国内外文献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智能技术支

持下的课堂教学管理研究，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等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技术将全面助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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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发展。 虽然国内在该领域取得
了巨大进展， 但关于技术支持下的课堂教学实践研究毕
竟从2015 年才开始集中爆发，研究周期较短，此类研究
数量相对较少，结合具体学科特点充分发挥智慧课堂效
能的实践研究明显不足。近年来，例如微生物学实验、医
学教育（Medical Education）等关键词突现，说明特定学
科的智慧课堂教学实践受到了部分学者关注。国内也有
学者构建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智慧课堂的特征模
型，但仍以通用型为主，缺少对年级、性别或区域等因素的
关注。 [20]根据特定学科特点和学生实际需求，实现“智慧
课堂+X 学科” 的深度融合将是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趋势
之一。借助智能技术能够有效消除传统学科学习往往停
留在认知、知识及文化等“意识”层面的弊端，如谢幼如
等 [29]利用大数据技术、学习分析与情感技术、人工智能
技术等开展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实践，实现了学生
问题解决能力及知识迁移能力的培养。

2.关注技术支持下教师和学生的发展研究
根据研究趋势分析，智慧课堂下教师教学和学生学

习仍将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 2019年教育部印发的《教
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强调，提升教师和学生
的信息素养；以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 强调智慧
课堂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应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本身，还
应该关注学生与教师能力的提升，如赵忠君等 [30]对智慧
学习环境下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关键要素进行探讨。此
次新冠疫情，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教师纷纷采取
了在线教学的方式，但却暴露出教学设计、教学实施与
评价单一陈旧，学生注意力难以集中，学习效率低等诸
多问题。教师和学生所具备的信息素养与信息化教学需
求不匹配成为了制约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一大短板。未来
智慧课堂的发展将是后疫情时代教育的重要解决方案，
因此，技术支持下教师的信息化应用能力、学生信息素
养、学习力等能力的转型升级将会成为智慧课堂未来研
究的关注点和研究生长点。

3.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教育实践研究
国内外文献中的关键词按照 Higher Education（高

等教育）、Elementary Education（基础教育）的顺序发展
演进，分别于 2013 年、2018 年爆发了中等教育、高校的
研究，说明智慧课堂研究在高等教育中经过多年实践探
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并逐渐惠及基础教育。 2003年，我
国清华大学推出“Smart Classroom”项目，并于 2005 年提
出智能教室无线网络的综合解决方案。 [31]2019年，教育
部在北京召开《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项目发布会，确定
北京、广州、深圳、武汉和西安这五个城市作为第一批人

工智能教育试点落地城市。 为重构面向现代化、突现素
质教育以及多方位交叉综合的基础教育提供了政策保
障。 随着中小学智慧课堂试点活动开展的深入，智慧课
堂的技术福利会覆盖越来越多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
教育领域，如特殊教育、非正式教育等，为满足学员个性
化、多样化、碎片化的学习需求提供了技术支撑。

4.智慧课堂生态系统的构建研究
自智慧课堂被提出以来， 无论是在智慧课堂的智

能技术还是课堂教学方面， 国外的研究上越来越聚焦
微观与实证类型的研究， 对整个教育生态以及课堂生
态的构建关注较少。 近年来，国内智慧校园、课堂革命、
课堂生态等关键词的突现，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课堂生
态系统构建是国内未来研究发展的趋势。 当前国内外
研究者对智慧校园、 智慧教育等热点问题进行了丰富
的理论研究与卓越的实践探索， 而建立全方位的保障
机制推动新技术环境下教学的改革创新， 是提升学生
核心素养的前提。 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
计划》提出，推动新技术支持下教育的模式变革和生态
重构， 推进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
过程。 在课堂生态系统中，影响教育变革的内部生态有
个体参与者，包括学生、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外部生
态即课堂环境，包括课堂的物理空间、虚拟环境和文化
环境。 [32]这为智慧课堂生态的结构完善和功能提升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为推动智慧课堂的
探索与实践，需构建人、技术与环境协调共生的新时代
智慧课堂生态环境，以便教育信息化引领促进教育现
代化的目标实现，从而为世界智慧课堂的研究提供“中
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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