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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小组合作学习是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技能的重要教学方法，智慧教室作为一种典型智慧学习环境
的物化，其建设与应用能为小组合作学习的顺利开展提供支持。本文首先从当前小组合作学习存在的问题出

发，分析其对教室环境的新需求；其次，在剖析智慧教室的内涵、功能、技术特性和系统构成基础上，设计了智慧

教室支持小组合作学习的研究框架；再次，以上海某中职学校为试点，在学校智慧教室的支持下，提出小组竞赛、

学习测评、学生讨论和展示分享四种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及其实施步骤和设计策略；最后，文章设计了智慧教室中

运用ＦＡＢ法介绍商品的学习活动，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从学生和教师视角对这些活动的应用效果进行
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的环境、活动组织和效果的满意度高于传统教室，除了在学

习内容方面，男女生的满意度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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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教育中的普及应用

使得各种新兴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层出不穷（祝智

庭等，２０１７）。小组合作学习就是其中之一，它以培
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应用技能为学

习目标，在支持师生、生生、师生与环境充分互动的

信息化学习环境中，让学生依照特定操作程序完成

给定的小组合作学习任务，并从学习的全过程、指标

的多维度和主体的多元化对学习目标完成情况进行

评价（祝智庭等，２０１７）。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有多

种，如协作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以及项目学习等，

多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强调培养学生之间合作探索、

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然而，本团队通过文献

分析以及实地调研，发现小组合作学习培养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受到教师重视，但存在不少问题：一

是学习任务大多停留在识记、理解和应用层面，分

析、评价和创造等高认知水平的较少；学生对基本性

和巩固性目标掌握较好，对迁移性目标掌握程度较

低。二是小组合作学习活动逻辑性不强，缺少围绕

给定任务开展合作学习的主线，各活动时间分配不

够合理；学习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偏爱教师先提问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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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学生分组讨论的传统小组合作学习组织方法。三

是教师组织合作学习时，留给学生讨论的时间较短，

仍以知识传授为主，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师生和生

生之间的互动不够充分和深入；学生讨论有时注意

力不够集中；四是教师对学习小组表现点评不够及

时和准确，也没留时间让其他小组学生评价，学生反

思时间较少，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学习效果，难以保

证学生真正掌握学习目标（徐显龙等，２０１４）。
以上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依赖于建立丰富互动

和及时反馈的信息化学习环境，原本以支持知识传

授为主的教室环境无法满足当前合作学习在功能多

样性方面的需要，尤其是对教室环境提出的新需求

（黄荣怀，２０１５），主要表现为：物理环境应实现互联
互通，包括教室中通信网络设备、存储设备、传输介

质以及学习平台、学习工具等之间实现互联互通，以

便为合作所需互动交流提供多种支持方式；教学设

备应实现无缝连接，从而灵活、便捷地为合作的资源

调用提供支持；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多样的学习

工具，为小组合作活动顺利实施提供支持；提供对学

习过程的全程记录与数据分析，从而实时获得小组

的学习进度以调整教学节奏，也能为小组学习提供

相应的推送服务。

智慧教室作为信息化学习环境的高级形态，能

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小组合作学习对教室环境的新需

求，即为合作学习提供合适的学习任务，实时推送与

学生认知发展相关的学习资源，支持学生与环境之

间的互动交流和及时反馈，通过过程记录实现全过

程、多维度和多主体的小组学习评价，提高学习的兴

趣和主动性。国外对智慧教室的教学模式、教学互

动和教学案例已进行了研究（Ｓｋｉｐ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Ｗｏｎｇ，２００８；Ｊａｗ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２０１１）。在
智慧教室支持小组合作学习方面，加拿大多伦多大

学詹姆斯·斯洛特教授在１２年级数学和物理课程
中，将学生按兴趣分成四人一组，每组学生开展小组

合作以解决问题，研究发现，在智慧教室学习的学生

的问题解决能力优于在传统教室学习的学生（Ｌｕ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 ＳＣＡＬＥＵＰ
项目中，教师设计仿真和高交互的学习空间促进学

生开展合作学习，研究表明学生旷课率降低、学习态

度明显改善，问题解决能力明显高于在传统教室学

习的学生（Ｒａｍａｄ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在国内，智慧教室应用研究聚焦在教学理念和

教学模式构建方面，缺少相应的教学案例和实验研

究，主要原因之一是智慧教室在国内还处于初步探

索阶段（张亚珍等，２０１４；杨宗凯，２０１１；胡卫星，
２０１１；陈卫东，２０１２）。智慧教室具有物理环境感
知、无缝连接、资源和工具、高效自然交互、学习过程

分析与反馈等功能，能与具体学科结合，有利于促进

学习的情境化和社会性，提高学生问题解决的综合

能力（黄荣怀等，２０１２）。台湾 ＴＥＡＭＭｏｄｅｌ智慧教
室项目和华东师范大学未来课堂项目针对不同学科

和对象创新不同教学模式，但都没有用数据说明智

慧教室中学生的能力提高程度（吴权威，２０１１；许亚
锋等，２０１３）。本文以上海某中职学校委托项目“信
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与实践”为题，

在已建成的智慧教室中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设计

的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为培养学生高阶思维和综

合应用技能提供新途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

为满足小组合作学习对教室环境的新需求，智

慧教室建设需要以环境心理学为理论指导，以人机

交互技术为支持，以互动为核心，充分发挥教室环境

各组成要素（师生、技术、资源和环境等）的作用，使

学生合作学习和教师教学的活动成为一体，充分发

挥学生主体能动性（祝智庭，２０１６）。智慧教室的功
能、技术特性和系统之间的关系见图１，其对小组合
作学习的支持如下：

１）在教室环境互联互通方面，智慧教室通过有
线和无线传输介质将通信网络设备、存储设备、各种

学习终端设备等连接起来，实现互联互通。此外，智

慧教室分为多个功能学习区，支持以小组合作为主

的课堂教学，提供灵活、可移动的桌椅设施，并根据

教与学活动的需要方便地实现桌椅的组合，支持多

种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展开。

２）在学习设备无缝连接方面，智慧教室支持通
过无线方式传输小组合作所需的学习工具和媒体资

源，强调以平板电脑为中介的生生交互，小组完成学

习任务主要依赖小组讨论，并将讨论结果以无线投

影的方式投射到大屏幕。智能录播系统能够自动跟

踪学习轨迹，动态记录小组合作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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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智慧教室的功能、技术特性和系统之间的关系

３）在学习资源和工具方面，智慧教室支持小组
使用计算机终端或手持设备讨论问题、绘制思维导

图等，其学习资源呈现和工具使用以小组终端设备

为主；配备多屏显示系统和学习资源呈现多样化，通

过多种学习工具刺激学生多感官通道，吸引和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其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４）在学习过程的记录与分析方面，智慧教室支
持小组合作学习的开展使得学习评价变得多维，例

如，学习评价主体可以包括学生自评、小组内互评和

教师总评。智慧教室的课堂教学系统能够实时产生

学习反馈结果与统计分析，以了解小组和学生学习

进展，实现学习的过程性和形成性评价。

智慧教室能够创设许多不同的学习情境、互动

模式和学习形态，以支持小组的有效互动。在此基

础上，它能为学生创造新的小组合作学习操作程序，

还能为全过程、多维度和多主体的学生评价提供数

据支持，创新小组合作学习效果的评价方法等。具

体来说，针对学习任务设计不够恰当，教师通过设计

学习测评活动确定任务设计的难点和梯度，体现学

习目标的基本要求、巩固性要求和迁移性要求；针对

学习活动组织方法较为单一，通过设计小组竞赛、学

习测评、学生讨论以及展示分享等活动，灵活组织学

习过程；针对学生积极性难以持久，通过设计小组竞

赛活动吸引学生兴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

参与程度；针对小组合作学习评价不够及时和全面，

通过设计展示分享活动，教师及时和准确点评，其他

小组学生也可以发表意见。这些都有助于组内学生

知识内化。

下面以本团队设计的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活

动及应用为例，介绍智慧教室支持的小组合作学习

创新活动设计及应用成效。

（二）学习活动

１小组竞赛活动
小组竞赛活动是一种以学习目标为导向，以小

组为团队，通过小组之间竞赛，以小组整体成绩为评

价依据的合作学习方式。组织有效的小组竞赛活

动，不仅能充分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和学习成

就感，还能提升学生小组合作学习解决问题的自信

心，也能实现学生全面参与，缩小个体间差异。教师

应根据学习目标，合理分组并设计适当竞赛题目，结

合学校智慧教室的Ｈｉｔｅａｃｈ平台具体实施。
小组竞赛活动实施步骤见图２。首先，教师根

据学生实际，通过平台设定群组，然后根据学习目标

和内容设计竞赛题目并利用平台打开文档，通过交

互电子白板、平板电脑等逐题呈现；接着，各小组通

过即时反馈系统（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ＩＲＳ）的学生端遥控器抢答；最后，教师进行点评、记
录和总结。

图２　小组竞赛活动实施步骤

设计小组竞赛活动时，一是应考虑学生的实际

表现，采用“异质同组”分组方式，确保每个学生能

参与其中；二是基于 ＩＲＳ的题目要符合教学的三维
目标，突出课堂教学重难点，贴近学生的认知水平，

且应符合ＩＲＳ的问题特点；三是小组抢答完成后，教
师应及时点评，既肯定正确的部分，也分析错误之

处，及时点拨指导。

２学习测评活动
学习测评活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反馈，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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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于整个小组合作学习之中，可应用于预习、课中和

复习三个阶段。有效的学习测评活动能为学生提供

及时的学习反馈，激发学习动机，促进学生掌握学习

目标；测评结果能为教师调整教学、采取针对性补救

措施提供依据。教师应根据学习目标，结合 Ｈｉｔｅａｃｈ
平台，选择学习测评方式。

学习测评活动实施步骤见图３。首先，教师先
在平台编制测试题目；其次，组织学生分组学习，并

通过交互电子白板、平板电脑等将题目依次呈现；接

着，学生以小组形式通过 ＩＲＳ的学生端遥控器对题
目作答，教师利用 ＩＲＳ提供的统计功能对小组回答
统计分析，并通过交互电子白板呈现统计分析结果；

最后，教师根据小组作答的统计分析结果，针对问题

适当点评。

设计学习测评活动时，一是应确保题目难度适

当，具有一定梯度，体现学习目标的基本要求、巩固

性要求和迁移性要求，题目数量应适当，能满足课堂

教学内容的要求；二是教师要把握题目的发送节奏，

在发送完后，应给各小组留有审题、作答的时间；三

是根据学习测评的统计分析结果，教师要能准确捕

捉小组作答反馈信息，了解小组整体学习进展，以此

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图３　学习测评活动实施步骤

３学生讨论活动
学生讨论活动是学生围绕教师的问题提出见解

或进行辩论。有效的讨论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

养其合作学习品质和口语表达能力，还可补充教师

教学例证的不足，为学生学习提供素材。教师应根

据学习目标，选择并确定课堂讨论的形式，并结合

Ｈｉｔｅａｃｈ平台实施。

首先，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围绕学习内容，准备

好小组讨论的主题；其次，教师打开平台，完成主题

发布；再次，小组围绕讨论主题，在平台讨论区在线

发言，师生可查看互动交流情况；最后，学生在平台

主题区在线发言，教师可参与交流并发言，且在讨论

结束后及时点评。

设计学生讨论活动应注意：一是讨论主题应根

据学习内容，设计能激起学生兴趣和形成发散思维

的内容；二是组织学生运用平台展开在线讨论时，应

给学生留有足够时间，以便学生充分发言；三是教师

应成为学习过程的辅导者、组织者和引导者，参与学

生讨论并提供建议。

４展示分享活动
展示分享活动指利用学生学习规律和渴望表现

的心理特点，通过不同形式的小组学习成果展示学

生学习的内驱力。在课前预习的基础上，学生通过

组织有效的展示分享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探究，

在展示分享过程中学生的感性知识相互碰撞，通过

比较、质疑和反思，不断优化个人和小组的学习成

果，直至达成共识。教师应根据学习目标，围绕学习

内容，结合Ｈｉｔｅａｃｈ平台，在平板电脑、实物展示、无
线网络等的支持下展示分享。

展示分享活动实施步骤见图４。首先，教师根
据学习目标和内容设计需要展示分享任务，并通过

平台将任务从教师终端设备推送至各小组学习终

端，以供小组讨论作答；其次，各小组围绕给定任务

展开小组讨论，在平板电脑上完成并将作品传回教

师端，然后通过实物展示台展示；接着，教师根据各

小组上传的作品，从中选择一组进行展示分享，邀请

该组代表分享观点；最后，小组展示分享完成后，让

其他小组学生阐述观点，教师最后点评和小结。

设计展示分享活动，一是应围绕学习目标和内

容进行设计，尽可能采用音视频、动画等多种形式，

且任务应体现学生不同思维方式的要求。二是各小

组的作品展示时间应该充足，以便学生有时间看到

每个小组的作品，被选中的小组，应选派代表充分阐

述小组完成作品时的思考和观点。三是展示分享的

评价应是多元的，评价主体教师，还应该包括其他小

组的同学；评价内容不仅包括对学生知识和技能的

掌握情况，还应涵盖学生展示分享过程中的情感、态

度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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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展示分享活动实施步骤

（三）案例设计

表一　“商品ＦＡＢ介绍法的识别及运用”小组合作学习活动设计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智慧教室的支持

新课导入

【活动一：学习前测】

用大屏显示学习任务并进行课堂测试。
认真听并思考问题，借助ＩＲＳ即时反馈遥
控器给出选择。

图片形式呈现任务，借助 ＩＲＳ遥控器
测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通过两种商

品介绍对比，引出问题。

新课学习

引导学生根据上述选择学习 ＦＡＢ法的
含义。

认真思考并将相应的描述与 Ｆ、Ａ和 Ｂ进
行匹配。

【活动二：学习中测】

给出三个练习，引导学生深入理解 ＦＡＢ
法含义。

深入理解，完成练习。

【活动三：小组竞赛】

播放ｉＰｈｏｎｅ６商品介绍视频，将任务单推
送到每组的平板电脑。

选择代表组说明任务单，对总体完成情况

点评。

观看视频，小组讨论并在平板电脑上

作答。

将完成的任务单回传到教师端，被选到的

组派代表说明分析结果。

教师用ＨｉＴｅａｃｈ随机挑人功能挑选学
生回答问题，增加课堂乐趣，促使学生

集中注意力。

通过课堂测评加深学生对 ＦＡＢ法的
理解。

通过小组讨论，借助平板电脑实时推

送、回传任务单，小组成果同一画面对

比，增强师生互动。让学生对具体产

品的ＦＡＢ进行识别，加深对 ＦＡＢ法的
认识。

拓展运用

【活动四：学生讨论】

播放微课视频描述任务。

对学生意见点评，并播放理想场景的视

频，供学生与小组意见进行比较。

观看视频，小组讨论，帮助小梅找出商品

介绍中的不足并给出准确ＦＡＢ法介绍。
观看理想场景中的商品介绍视频，与小组

意见比较，体会ＦＡＢ法的运用。

【活动五：展示分享】

呈现学习任务，通过抢权选代表组上台

展示。

组织组间评价，点评整体完成情况。

小组讨论并派代表展示。

根据评价标准，对上台展示小组的表现进

行评价，选出优胜组。

为学生创设实际场景，通过实训加深

学生对ＦＡＢ法重要性及用法的认识。

通过小组展示分享实战，训练学生准

确运用ＦＡＢ法介绍商品。

课堂小结

对本次课的重点和难点进行回顾和总结，

强调商品介绍的 ＦＡＢ法需要在实际销售
中灵活运用。

认真倾听，仔细体会。
点明运用 ＦＡＢ法的重要性，加深学生
对此方法的认识。

布置作业 每组分别选择南京路一家商场，观察实际销售案例，举出一个实例谈谈营业员如何运用ＦＡＢ法介绍商品。

本研究选取上海某中职学校二年级“门店营运

基础”课程中的“商品介绍 ＦＡＢ（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简称 ＦＡＢ）法的识别及运用”为学习内容。
选取该内容的原因是它不仅向学生传授商品介绍

ＦＡＢ法知识，更注重学生对该方法的理解、识别及
运用，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分析和思考的能

力，培养学生沟通交流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这些

能力适合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方式，并通过学习测评、

学生讨论、小组竞赛和展示分享等活动组织，教师、

学生、资源、工具之间开展有效互动，智慧教室支持

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顺利实现，达到培养学生介绍

商品综合应用能力的目的。

围绕培养学生运用 ＦＡＢ法介绍商品这一综合
应用技能的学习目标，根据前面提出的小组合作学

习活动的实施步骤和设计策略，本节课学习需要小

组竞赛、学习测评、学生讨论和展示分享四类共五个

活动（见表一）。

（四）研究假设

本研究对该案例的应用成效采用学生问卷调查

和教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并利用ＳＰＳＳ独立样本Τ
检验方法分析男女生在小组活动成效方面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研究假设包括：一是假定学生对智慧教

室小组合作学习的学习环境、活动组织和效果的满

意度高于传统教室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二是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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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生对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的学习环境、活动

组织和效果的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

三、数据处理与结果讨论

（一）数据收集与处理

研究对象是上海某中职学校市场营销专业二年

级４０名学生。本研究从学习环境、学习活动组织和
学习满意度三方面设计问卷，每个维度有五道题

（见表二）。对授课教师的访谈主要围绕智慧教室

与传统教室小组合作学习的不同之处、学生改变、优

势与不足等问题，以了解教师对智慧教室小组合作

学习活动的效果评价。

表二　学生调查问卷结构

学生调查问卷模块 对应题目题号

基本信息

性别 Ｑ１

年级 Ｑ２

专业 Ｑ３

学习环境

教室布局 Ｑ４

学习资源 Ｑ５

学习工具 Ｑ６

智能终端 Ｑ７

即时反馈系统 Ｑ８

学习活动组织

学习情境创设 Ｑ９

学习讨论活动 Ｑ１０

展示分享活动 Ｑ１１

小组竞赛活动 Ｑ１２

学习测评活动 Ｑ１３

效果满意度

学习内容 Ｑ１４

学习动机 Ｑ１５

课堂参与度 Ｑ１６

学习兴趣 Ｑ１７

喜爱程度 Ｑ１８

　　问卷第一部分调查学生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
（Ｑ４到Ｑ８题）调查与传统教室相比学生对智慧教
室的布局、资源、工具、终端和即时反馈系统的满意

程度；第三部分（Ｑ９到 Ｑ１３题）调查与传统教室相
比学生对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满意程度，

包括情境创设、学习讨论、展示分享、小组竞赛和学

习测评；第四部分（Ｑ１４到Ｑ１８题）调查学生对智慧
教室小组合作学习效果的满意度，包括学习内容、学

习动机、课堂参与度、学习兴趣和喜爱程度。题目

Ｑ４到Ｑ１８的调查选项分别赋值为５分、４分、３分、２
分和１分。

（二）结果讨论

问卷统计结果（见表三）表明，在学习环境方

面，９０％的学生认为智慧教室的教室空间布局和学
习资源对其学习有“显著”和“较大”帮助；８０％学生
认为智慧教室的学习工具、智能终端设备和即时反

馈系统对学习有“显著”和“较大”帮助。学习环境

五个方面的总体均值都在４０以上，说明智慧教室
对学生合作学习的促进作用总体较大，女生在空间

布局、学习资源、学习工具和即时反馈系统的均值都

高于男生，仅智能终端的均值略低于男生，但都没有

显著差异。

在学习活动组织方面，９０％以上的学生认为智
慧教室的学习情境、学生讨论、展示分享和小组竞赛

活动对其学习有“显著”和“较大”帮助，其中学生讨

论活动均值达４４，表明智慧教室的学习组织形式
适合小组讨论。学习活动组织五个方面均值都超过

４２，表明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很受学生欢迎，对
学生学习帮助很大，女生在学习情境、学生讨论、展

示分享和学习测评的均值略高于男生，男生仅小组

竞赛的均值高于女生，这可能与男生喜爱竞赛有关，

但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效果满意度方面，９２５％的学生“非常”和
“比较”赞同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内容能更多地

用于实际生活，充分说明该学习方式能提高学生综

合应用能力；８０％以上的学生“非常”和“比较”赞同
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能增强学习动机、学习参与

度和学习兴趣；８７５％的学生表示与之前的课堂学
习相比，他们更喜欢在智慧教室学习。同样，效果满

意度五个方面均值都在４１以上，表明学生对智慧
教室小组合作学习效果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女生在

学习内容、学习动机、课堂参与度、学习兴趣和喜爱

程度的均值均高于男生，但只有在学习内容满意度

上，男女生存在显著差异，可能与男生对学习内容的

丰富程度和呈现形式多样化的期望较高有关；在其

他四个方面的满意度上，男女生不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被访谈教师对智慧教室与传统教室的小

组合作学习进行了比较，认为在智慧教室开展小组

合作学习，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融合教学

内容与智慧教室提供的资源、工具、终端和即时反馈

系统；通过组织小组竞赛、学习测评、学生讨论和展

示分享的活动，教学目标更加精准，充分利用学习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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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学生调查问卷数据统计结果

　　　比较项

衡量维度　　

帮助显著／
非常赞同
（％）

帮助较大／
比较赞同
（％）

帮助较小／
一般
（％）

没有帮助／
比较不赞同
（％）

不如以前／
完全不赞同
（％）

均值

总体 男生 女生

有无显
著差异

学
习
环
境

Ｑ４ ４０．０ ５０．０ ７．５ ０．０ ２．５ ４．２５ ４．００ ４．４４ 无

Ｑ５ ２５．０ ６５．０ ７．５ ２．５ ０．０ ４．１３ ３．９３ ４．２８ 无

Ｑ６ ２２．５ ５７．５ １７．５ ２．５ ０．０ ４．００ ３．８７ ４．０８ 无

Ｑ７ ２７．５ ５２．５ １７．５ ０．０ ２．５ ４．０３ ４．０７ ４．０４ 无

Ｑ８ ２５．０ ５５．０ ２０．０ ０．０ ０．０ ４．０５ ３．９３ ４．１２ 无

活
动
组
织

Ｑ９ ４２．５ ５２．５ ５．０ ０．０ ０．０ ４．３８ ４．３３ ４．４０ 无

Ｑ１０ ４２．５ ５５．０ ２．５ ０．０ ０．０ ４．４０ ４．３３ ４．４４ 无

Ｑ１１ ３５．０ ６０．０ ５．０ ０．０ ０．０ ４．３０ ４．２７ ４．３２ 无

Ｑ１２ ３７．５ ５５．０ ７．５ ０．０ ０．０ ４．３０ ４．４０ ４．２４ 无

Ｑ１３ ３２．５ ５５．０ １２．５ ０．０ ０．０ ４．２０ ４．１３ ４．２４ 无

效
果
满
意
度

Ｑ１４ ４７．５ ４５．０ ７．５ ０．０ ０．０ ４．４０ ４．１３ ４．５６ 有

Ｑ１５ ４０．０ ４０．０ １７．５ ２．５ ０．０ ４．１８ ４．００ ４．２８ 无

Ｑ１６ ４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０．０ ０．０ ４．２０ ４．０７ ４．２８ 无

Ｑ１７ ３０．０ ５２．５ １７．５ ０．０ ０．０ ４．１３ ３．８７ ４．２８ 无

Ｑ１８ ４７．５ ４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２．５ ４．３０ ４．００ ４．４８ 无

表四　教师访谈问题与应答

序号 访谈问题 应答

１ 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与传统教学有哪些

不同？教学效果如何？

教师在课前教学准备阶段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要分析教学内容和对满足需

求的教学工具、资源进行有效结合；还需预设学生可能的反应，如果不合适，还需要

作相应调整。

２
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对学生的改变

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比如，课堂参与、教

学内容等。

教学目标更加精确，教学效果更加有效；智慧教室提供学习空间和丰富的学习工具

和资源，支持多种课堂教学活动；智慧教室的教学评价多元、即时且更加全面。

３ 本节课小组合作学习活动设计比较好的方

面以及需改进地方是什么？

学生参与课堂很热情，课堂氛围活跃，各小组活跃展示分享。学习过程中教师可实

时查看学生课堂参与情况，提升他们学习注意力，教学目标达成度较高。

４ 您对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有什么看法？

有哪些优势？有哪些问题？

教育公平性更强，比如可同时关注不同学生；教学中可对学习数据统计分析，教师

能实时查看分析结果，能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讲解，及时发现问题。

间和丰富的工具与资源，学习评价多元化、即时性和

全面化；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生参与课

堂的热情和兴趣，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教学目标的

达成度较高（见表四）。

教师访谈分析的结果与学生问卷调研数据分析

的结果非常一致，都验证了研究假设“学生对智慧教

室小组合作学习的环境、活动组织和效果的满意度高

于传统教室”成立。然而，独立样本Τ检验的分析结
果表明，男女生仅对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效果的学

习内容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对学习环境、活动组织

和效果的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比较符合学生的学习方

式。学习内容基于学生现有水平知识按照层层递进

的方式进行设计；学习环境增加了课堂趣味性，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测评、学生讨论、小组竞赛

和展示分享等学习活动安排合理，逻辑性强，增强了

课堂互动，提高了学生课堂参与度。

四、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从技术优化小组合作学习的视角出发，

开展面向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理论研究与实践应

用。研究通过分析当前小组合作学习存在的问题，

以明确其对教室环境的新需求；设计智慧教室支持

小组合作学习的研究框架，以上海某中职学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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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为支持，详细设计学习测评、学生讨论、小组竞

赛和展示分享四种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并以“商品

介绍ＦＡＢ法的识别及运用”学习内容开展了应用实
践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分别从学生和教师的

角度对应用效果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智慧教室能

够对小组合作学习的开展给予有力的技术支持，有

效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主动性和参与度，促进学生

对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问题解决的综

合应用技能，实现培养学生从较低认知目标向高阶

认知目标的转变，推动课堂学习的变革。

本研究仍存在学习活动类型不够丰富、学生调

查问卷有待完善以及如何对学习活动应用效果进行

受控实验等问题，需要更深入探讨，具体如下：

一是研究面向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推动传

统课堂学习从低阶目标向高阶目标的转变。这符合

我国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意见》中对“核心素养体系”的要求，即

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

爱、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

研究结果初步证实，智慧教室小组合作学习能够提

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等高阶思维能力，有助于促进

学生“学会学习”核心素养的培养。

二是信息技术变革课堂学习是一项系统工程，

是信息技术、社会和教学变革互动的结果。利用信

息技术解决课堂学习的内容呈现、高效交互、多元评

价等问题时，不仅需要考虑教室环境因素，更需要考

虑如何利用环境灵活组织课堂活动。面向智慧教室

小组合作学习设计能够促进这些因素更好地发挥积

极作用。

三是利用大数据技术促进精准学习，即通过对

课堂学习数据统计分析、数据可视化，揭示学生学习

的行为模式、趋势和可能出现的意外，进而有助于实

现优化学习、自我评估、自我诊断、自我导向和预警

等精准学习目标。面向智慧教室的小组合作学习能

为这些精准学习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为学生提供有

效精准学习服务。

四是学习变革聚焦学习者，面向智慧教室的小

组合作学习活动设计及策略能发现当前信息技术在

支持小组合作学习中的不足，帮助学生明确“学什

么、如何学”，为学生实现自主、自适应和个性化的

学习创设有利环境。

此外，当前国外对智慧教室的教学模式、教学互

动和教学案例等已开展了研究，国内对智慧教室的

应用研究仍聚焦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构建上，缺

少案例应用和实验研究。为此，本文从全面发展学

生核心素养视角出发，通过研究智慧教室的建设与

应用解决当前小组合作学习存在的问题，提炼并归

纳面向智慧教室的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实施步骤和

设计策略，并通过具体案例应用与效果分析为广大

学校智慧教室的建设及其在创新学习中的应用提供

重要参考，使之真正成为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技能的

智慧学习方法，使学生成为具有自主力、自控力、拓

展力和技术力的智慧学习者，符合新时代对人才发

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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