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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个人装饰物。随着跳脱的00后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智能设备伴

随着成长的他们也更离不开手机,如何结合课程的教学,配合智能手机,展开多样性的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成了研

究新项目。社会节奏的加快,使得教师希望能实时、客观、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也希望能实时了解自己的情况,

直观的了解实践项目,互联网技术就能满足这些要求,而作为互联网终端的手机是最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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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互联网+都是近阶段国家科技重点关注的专业

方向；各高校与企业合作也建设了很多的新实验室；教育管

理部门也开展了多样的技能竞赛,鼓励在校大学生在基础学

习之外,结合企业生产实践,锻炼知识的应用能力。 

随着00后进入高职院校,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会发现

手机、笔记本、平板成为了学生书包里的标配,他们的学习、

生活中智能设备已融入其中,必不可少。但是发达的网络信

息,对比与枯燥的专业课程更有吸引力,如何能比手机更能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就成了老师们的研究新课题。 

1 智能手机在理论课堂中的应用 

理论课在高校比较多见的都是老师在讲台上讲解,学生

更多的只是听,不太愿意参与其中,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

很多学生更愿意在网络中查看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虽然老师们也想尽办法,用漂亮的PPT,可爱的flash,翻

转课堂……但是老师的压力大了,收效不一定理想。学校也

想了各种方法,手机屏蔽、手机上交、不许带手机……反而

激发了学生的逆反心理,与学校斗智斗勇。 

我们则引入了雨课堂系统,每次上课需要学生通过手机

微信扫码登陆教学组,有没有学生迟到、旷课,一目了然。对

于合班授课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对学生来说也多了约束。同

时对于未来的工作习惯来说,养成学生良好的守时习惯。 

在系统中 基本的资料就是上课的PPT,课后也可以查询。 

课堂提问学生们不愿意站起来回答,那大家就在网上作

答,答对答错每个学生自己都知道,也不会出现站起来回答

不会,让学生觉得“丢脸”。而作为老师,通过系统能快速的

对答题情况作出统计分析,即时知道学生的掌握情况,以及

知识点缺失处,可以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教学侧重点。 

课堂讨论,当出现争议时,我们来举牌,系统中我们可

以做好“A”、“B”、“C”、“D”或者“√”、“×”的图样,

不同的阵列一目了然,学生能很容易找到同盟来进行讨论

分析。当然如果不能简单的用对错或者选项来答题,那么弹

幕就是一个好选择。在教学内容允许的时候,教师可以开启

弹幕模式,学生可以直接在课件讲授过程中发表自己的看

法、分析,教师也能实时的看到课堂讨论的内容,实时的给

予学生回答。 

通过这种方式,理论课堂也“热闹”了起来, 主要的是

手机太忙,不再适合在课堂上开展“其他活动”了。 

2 智能手机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实践课程是学生比较喜欢,但老师很累的课程。课堂的

整体指导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教师压力 大的,在于实践过

程中学生“玩”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班级人数较多,

实践内容复杂,教师需要演示,那么分组反复演示消耗了教

师和学生大量的时间。 后一组的学生还没讲解,可能第一

组已经完成的操作,或者前几组已经在操作过程中发生了问

题,老师分身乏术。 

网络直播间在此时就是 好的工具,任课教师授课期间

开设网络直播间,学生每个人都能更近,更清除地看到老师

的演示。 

同样网络直播间的弹幕功能在此也有关键作用,有问题

找老师,可老师只有一个,在实践性课程中很多时间是没法

全面顾及的。此时弹幕上来个“SOS”,寻求同学的帮助,常

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团队合作就有此开始了！ 

指导视频需要反复播放,要关注直播间的实时动态,弹

幕要回答,一组成员的手机都有了用武之地,学生们闲置的

手也就伴着活动了起来,不会再出现忙的忙死,闲的打游戏,

老师满头汗的情况了。 

3 智能手机在课前、课后的应用 

在早期的教学比赛中,微课比赛是很重要的一项,老师

通过10分钟左右的时间讲清楚某个知识点。现在我们对于微

课知识点的全面性、重要性做更多的强调,放在公共平台上,

学生可以通过书本上的二维码进入播放平台,既可以课前预

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掌握情况进行课后复习。又由于时间

比较短,每次学一点也不会让学生厌烦。通过课堂学习后,

学生也会对自己的知识掌握情况有个了解,这时候没掌握的

知识点,课堂上不小心“开小差”没听到的知识点,可以通过

这些课程知识点的微课视频来自己补补课,再不明白再去找

老师问,就不会在老师面前“露馅”。而简单的知识学生已经

会了,或者自己补过不足了,教师的教学可以更有侧重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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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难度大的有充足的课堂时间多做讲解。 

网络平台上的试题库有了充分的使用,教师可以不断

地补充新知识点,学生通过系统进行测试,了解自己的学习

情况。教师可以提取部分作为习题集在课堂上直接进行测

试。智能设备 有优势的技术就是数据整理和分析,通过教

师端老师可以看到学生的整体答题情况,可以了解学生学

习的薄弱环节,在复习中可以有侧重的进行强化。而学生可

以通过系统反馈知道自己答题的速度、正确性,测试在班级

中的排名,既保障了隐私和面子,又能及时、充分的了解自

己的状态。 

4 智能手机在课程中的其他应用 

学校教学管理要求教师上课点名,老师觉得这是浪费我

的授课时间,这是一个自我约束和管理的事,归辅导员管,辅

导员又愁了,这么多班级,我一个人上课点名办不到啊！ 

90后的学生自尊心就比较强,00后更追求自我个性的体

现,强调自尊,要“面子”,课堂点名,使学生觉得自己像个小

孩,老师你啥都管,抵触情绪非常大。 

这时候进入雨课堂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实时课堂有进

入暗号,或数字密码,或二维码验证,这就使得每次上课学

生都要登陆,教师一查系统登陆信息立马就知道学生的出

勤情况。遇上国定长假前一天的 后一节课,合班上课人数

太多,“钻空子”的人绝对不会少,网络临时点名也解决了

这个问题。 

到了期末要考试了,怎么复习在以前学生都很迷茫,教

师也只能“自以为是”的进行复习,现在平台上的数据就有

了科学依据,学生根据自己平时的答卷情况,对错误题可以

进行重点复习,对于掌握的好的可以减轻负担,余出时间来

复习其他课程。而教师也通过综合数据,根据每个班级的情

况作出复习重点和要点的整理,也减轻了教师的工作量。 

随着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的发展,随着电信技术的

发展,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大,由智能设备伴

随长大的新生代们也更愿意通过智能终端来进行沟通、交流,

在学校教学中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科技的发展。教学

模式的改革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们不断探索的项目,如何更

好地实现教学目标,如何使课堂气氛更活跃,如何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采用什么教学手段来使教学更有效,都是我

们的探索方向。 

以上是我们在本阶段发现的新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

“心头好”进入教学,成为教学工具。这种结合智能手机的

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教师实时、

有效的掌握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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