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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 era whe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been 

highly developed, the bal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ecosystem has been brok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balance between emphasis given to advanced and low-level goals in the smart classroom ecosystem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in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Through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desig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solutions to to rebuild the balance of the smart classroom ecosystem have been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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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课堂生态系统的平衡已经被打破。本

文针对智慧课堂生态系统高、低阶目标投入失衡、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失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课前、课

中、课后三个阶段的混合式教学设计，找出了重建智慧课堂生态系统平衡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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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新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指出“信息化时代

为外语教学提供了全新的学习方式和前所未有的丰

富资源。因此，大学英语应大力推进最新信息技术与

课程教学的融合，继续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信

息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1】

随着教育信息

化的不断演进发展，信息技术成为推动课堂教学变革

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借鉴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

探究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课堂模式变革，对于优化课堂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促进教育教学变革与创新具

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

 

2. 智慧课堂生态系统概述

生态系统指在自然界的一定的空间内，生物与环

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生物与环境

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

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
【3】

根据这一定义，智慧课堂生

态系统可以理解为在线下或线上，真实或虚拟的课堂

空间内，参与教学活动的教师和学生主体与课堂生态

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教师与学

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群体和课堂物理环境、

技术环境、资源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

制约，保持动态平衡的状态。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的

引入打破了原有课堂生态系统的平衡，智慧课堂生态

亟待重塑。本文将基于智慧教学和生态系统理论，探

讨如何借助信息技术构建协同发展、动态平衡的交互

式智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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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外语课堂生态失衡现状

3.1 低阶与高阶教学目标的投入失衡 

在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吴岩司长为建

设中国“金课”提出了“两性一度”的标准，即高阶

性、创新性、挑战度。所谓“高阶性”，就是知识、

能力和素质的有机融合，是要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

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4】

审视大学英语智慧课堂生

态系统可以发现，教师和学生群体更重视语言知识的

记忆和理解以及语言技能的应用等低阶浅层学习目

标，忽视了分析、评价和创造这些高阶目标的培养。

教学中依托语料库和在线学习平台开展知识讲解和

技能训练活动较多，能够培养学生分析现象、总结原

因、提出对策能力的活动开展较少。 

3.2 信息技术与教学相融合的失衡 

课堂教学不是技术的简单应用、网络资源的堆砌

推送，而是教师构造个性探究发现学习和集体智慧发

展的空间，整合优化线上线下的教学内容，指导学生

开展高效混合式学习。
【5】

然而，教师群体信息化素养

现状限制了新兴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创新应用。

教师设计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协作学习策略、

设计基于网络资源和工具的学习任务、依据学习者在

网络环境下的心理特征设计学习目标、利用信息技术

的智能化优势对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诊断的能力

还有待提高。 

3.2.1 线上学习资源尚未得到有效整合利用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时

代，如何获取有效信息、整合利用资源成为了高效学

习的关键。然而，面对海量优质教学资源，教师如何

以教学目标为导向，选取相关材料，设计出可测量的

产出任务，并对产出结果给出发展性的评价成为了英

语教师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3.2.2 线上学习平台数据挖掘困难重重，无法
支撑个性化教学 

大多数线上学习平台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定量分

析方面已发展得十分完善，但是语言学习的特点决定

了定量分析对教师和学生的指导意义是远远不够的。

一方面，目前多数平台提供的定性分析问题描述较为

宏观、缺少解决方案或解决方案针对性不强、少有个

性化的学习方案推送。另一方面，平台的数据呈现不

够结构化和系统化，这为非数据分析专业出身的教师

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有效的教学分析，指导课程设计增

加了困难。 

3.2.3 电子化的传统课堂 

对智慧课堂理解的一个常见误区是将它等同于

单纯引入网络和多媒体等技术手段的课堂。很多教师

把板书和课本内容搬到了 ppt 上，把原来的线下预习

和作业放到了线上，线下教学仍以讲授知识为主，线

上学习仍只做量化评价，没有诊断性、发展性评价。

这样的课堂只做到了形式上的改变，而没有能够借助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教学资源的有效

整合和教学流程的优化管理。 

4. 智慧课堂生态失衡解决路径

智慧课堂能够依托于信息技术，通过网络、智慧

教学平台和移动终端实现学习内容的更新与推送，重

点难点问题的讨论、学习活动的展示、学习心得的分

享和学习效果的检测，它使学习者能够通过智慧化学

习环境最大限度实现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

的语言互动与交流。同时，智慧课堂环境的开放性，

连通性和交互性还能突破时间、地点、进度上的限制，

满足学习者个性化的需求。因此，合理、高效地利用

智慧课堂优化学习生态系统对英语教学的改革和创

新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4.1 课前阶段 

4.1.1 目标导向 

智慧课堂生态系统在教学设计时应重视学生分

析、评价、创造等高阶目标的培养，以教学目标为导

向筛选出针对语言目标、学习策略目标、素养目标和

育人目标的难度适中的高质量学习资源，利用智慧学

习平台量化及数据挖掘效率高的特点，帮助学生进行

基础语言知识的训练和学习风格学习特点的梳理，将

围绕素养目标和育人目标的活动和需要面对面情感

交流的活动集中到线下进行。 

4.1.2 资源筛选与整合 

课前借助智慧学习平台向学生推送能够得到系

统直观即时反馈的语音、词汇、语法、课文结构等预

习练习，解决基础的语言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和记忆，

实现教学信息的传递，为后续的高阶目标的培养，也

就是教学信息的吸收内化奠定基础。然后鼓励学生查

找并分享与本单元内容相关的知识、观点、资源，补

充扩建学习资源库，推动教学主体与教学环境的协同

共进，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学生互帮互助、合作学习，

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和终身学习

的意识。 

4.2 课中阶段 

4.2.1 翻转课堂 

目前智慧化课堂教学中存在的电子化传统课堂

现象导致了高阶目标和低阶目标教学投入失衡的现

象。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课堂信息展示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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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扩大了信息输出量，但却也打破了信息输入、理

解、吸收的正常节奏，学生学习的广度有所提升，深

度却有所下降，学生在海量信息中迷失方向，无法聚

焦，进行深度理解与思考。相较电子化传统课堂，将

基础知识类信息提前到线上课前预习的翻转课堂更

有利于学生按照自己的学习风格和进度进行个性化

学习，精准聚焦学习重难点。课堂教学则采取以学生

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边学边用、学以致用的教学

模式，加强素养目标和育人目标的培养。课堂教学通

过比较、归纳、分析、评价等一系列教学活动的设计

引导学生关注关注创新、思辨、解决问题等高级思维

技能的提升，通过有交际性的任务产出和有选择性的

文化输入，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帮助他们建立正确

的思想价值观，培养良好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通过

中西文化对比与融通，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

的跨文化人才。 

4.2.2 教师主导 

智慧课堂不应该成为类似互联网的一个资源库，

教师应该起到高级搜索引擎的作用，为学生架构起知

识框架，制定出技能训练方案，并在交流与互动教学

中给出即时或延时的诊断性评价，为学生的学习指明

方向。 

将网络、多媒体、云计算技术引入大学英语教学

的智慧课堂可以增强师生和生生主体之间的互动交

流，使传统课堂中一对一的交互模式转换成一对多，

多对多的交互模式，大大提升互动效率，帮助教师了

解学情和学生现阶段学习情况，更有针对性地调整后

续教学。这种交互模式同时也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

思想动态，实时进行价值导向。 

1）针对大学生思维活跃但缺乏理性的特点，在他

们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并迅速作出反应的时候，引导他

们关注负责任的权威媒体上的可靠信息，为他们提供

多元视角、多种声音，帮助他们全面、客观、理性的

分析问题，降低信息时代网络良莠不齐、观点碎片化、

片面、有失偏颇对学生认知带来的负面影响； 

2）针对学生多独生子女，自我意识较强，合作意

识较弱的特点，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合作任务帮

助学生建立友谊、学会沟通技巧、为团队目标献计献

策、取长补短，在完成团队合作任务的同时培养学生

为集体无私奉献的精神； 

3）针对当下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生活极为便利造

成部分学生生活奢侈浪费、缺少艰苦朴素精神和感恩

意识的情况，教师以身作则并不吝啬赞美之词，利用

线上线下信息推送与分享活动将感恩意识融入学生

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感谢干净整洁的学习生活环境、

良好的治安环境、稳定的经济环境、丰富的学习资源、

便利的生活条件、志同道合的朋友、无微不至的父母

等，教会学生看破眼中的理所当然，看到事物背后社

会的发展和各方面的努力； 

4）针对学生志向高远，但行动力差的特点，在教

学中鼓励和指导学生制定分段的可行性目标，把大目

标拆分成小目标，落到实处，培养他们为了实现目标

坚韧不拔的品格，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肩负起建

设国家的责任。 

4.3 课后阶段 

大学英语智慧课堂线上依托 U 校园智慧教学云

平台、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和 iWrite 英语写作教学与

评阅系统等优质学习平台，对线下教学进行有效补充，

同时辅以 TED 英语演讲课堂、China Daily、BBC 新

闻、百词斩、英语趣配音、有道词典等移动学习 APP 

及《空中英语教室》杂志、外刊等学习资源的使用，

辅助学生进行在线自主学习。 

1）通过设计层层递进的技能训练，提升学生在知

识加工、整理、提取、迁移和问题解决等方面的认知

策略的使用，使他们能够发现语言规律并举一反三。 

2）通过智慧学习平台产出的单元学习报告增强

学生元认知策略使用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计划

和调节学习过程，对阶段性目标的达成不断进行反思

和评估，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改善学习效

果。 

3）通过分级作业的布置，给予学生学习的自主

权，培养学生运用资源管理策略的能力，使他们能在

信息化时代合理并有效利用多种媒体和资源服务于

自己的英语学习。 

4）通过智慧学习平台，智慧评阅系统、同伴、教

师给出的定量和定量评价，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估，帮

助学生调整学习计划和策略，提升学习效果。 

5. 结语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构建协同共进、动态平衡的

智慧课堂生态系统已成为一线英语教师的当务之急。

针对当前智慧课堂生态多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我们

要从应用先进教学理念、设计智慧化教学流程、落实

多元化评价机制等方面着手，重塑课堂生态系统，实

现智慧英语课堂教学系统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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