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2096-1472(2018)-06-56-04 DOI:10.19644/j.cnki.issn2096-1472.2018.06.017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第21卷第6期
2018年6月

Vol.21  No.6
Jun.  2018

基于移动泛在信息化的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以《数字图像处理》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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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给高校的教学改革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为解决学生的“善学”这个教改核心难题提

供了路径。以《数字图像处理》课程为例，介绍了前两轮改革中的瓶颈问题，给出了基于移动泛在信息化的教学改革方

案：确定理念，厘清思路，做实内容，教师的“善导”训练，学生的“善学”训练。改革实施中，给出了详细的实施过

程。经过几轮的教学实施，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研究成果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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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Mobile Ubiquitous Informatio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ourse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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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which can effectively make students learn actively and skillfully,solving a major problem 
in teaching reform.Taking the course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as an example,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bottleneck problem in 
the first two rounds of reform,and provides a teaching reform program based on mobile ubiquitous information:to determine 
the concept,to clarify the ideas,to organize the practical content,to train teachers to guid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and to 
cul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actively and skillfully.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a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s 
given.After several rounds of teaching and implementation,the reform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certain promotion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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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泛在学习[1](U－Learning)，是指每时每刻的沟通，无

处不在的学习，是一种任何人、随时、随地，使用任何终

端来进行学习活动的4A(Anyone，Anytime，Anywhere，

Anydevice)学习。作为一种新型的学习理论体系，泛在学习

的实现需要数字化技术环境、数字化学习资源、复合教学模

式和灵活学习支持服务等多方面资源的支撑。由于移动通信技

术的进步，移动学习(M-Learning)逐渐引入泛在学习体系。

教育云：云计算在教育领域内的应用称为教育云[2]，它是

教育信息化的基石，教育云包括“云计算辅助教学”(CCAI)

和云计算辅助教育(CCBE)两种形式，教育云以云计算为架

构，集中托管，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实现广电网、电信网、

互联网三网跨平台互通。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作为移动终端的代表，拥有个人电

脑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又因其具有移动性，小巧轻便性，

在泛在学习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数字图像处理》课程是数字媒体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

业基础课程，如何引导学生会学，学好，如何为终身学习提

供资源和平台，这是课程改革一直努力的方向，泛在学习非

常适合解决上述问题。

《数字图像处理》课程至今已经过了九年的改革[3]，经

历了四个改革阶段。(1)项目化教学改革。为了解决校企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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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2016040)阶段性研究成果；2017年淮阴工学院教学改革研究一般课题(2017016)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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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从2008年到2010年底的项目化教学改革，引入项目

案例，形成项目化教学体系，项目化校本教材，但是项目化

案例基本上是教师自己的操作经验，真正来源于企业的生产

应用案例少。(2)校企共建教学改革[2]。从2011到2012年，与

企业建立真正的项目开发合作，但还是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

的要求，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不畅。(3)基于课程网站的数字

资源改革。课程团队构建了内容丰富的课程网站，但是这种

PC架构模式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不能很好地体现“学生主

体，教师主导”新课改的基本理念。(4)基于移动泛在学习的

改革。据调查，目前96%的学生拥有智能手机，20%的学生

拥有平板电脑的“掌上互联”时代，课程团队改革《数字图

像处理》数字资源的PC架构模式为移动终端模式。试着从

学生学习场景、内容和工具三个层面探索，利用移动互联技

术尝试解决教师的“善导”和学生“善学”这个教改核心难

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得到了相关

部门、老师和学生的赞同。

2   改革方案设计(Reform plan design)
2.1   确定理念

“互联网+”背景下，信息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

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教学方式。树立“以学生为本、面

向应用、培养创新意识”，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

学生为中心”，由“以课堂为中心”转变为“多环节移动信

息化教学平台”的教学理念，从学生角度思考他们想要怎样

的教学，首先课堂角色转换，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老师是

学习的引导者、促进者，第二是教学方法的改变，采用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法，充分运用云平台引导学生泛在学习，以平

台上的学习记录数据作为评价依据。

2.2   厘清思路

在以“学生为主体”课改理念下，着眼于使学生“善

学”和教师的“善导”，充分利用“掌上互联”时代的特

点，以手机为首要工具构建指尖课堂，通过“善练”的科学

序列让学生由被动接受“课堂知识”的角色转变为主动构建

“多元化知识”的角色，在课外借助教学视频或其他网络资

源进行自主学习。

2.3   做实内容

(1)教学目标：课程教学团队针对职业教育的特点，并在

对很多企业单位实际需求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把《数字

图像处理》课程的教学目标进行重新定位。定位一：基础知

识+职业综合素质+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本课程是专业基础

课程，着重为后续课程奠定知识基础与职业素养，培养学生

的职业综合素质和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定位二：面向实际

应用，以需求为导向。教学过程中，课程教学团队以学院的

各类设计和社会的应用需求密切合作，建立产、学、研教学

实验基地，聘请科技人员来校讲学，真正提高学生能力。

(2)教学内容：为配合泛在学习的需要，课程划分为八个

模块，每个模块细分为多个知识点，并按照课前、课中、课

后的顺序进行编排。简单的理论知识以微课视频的方式放在

课前预习，以课前测验的方式检测预习掌握效果，课中内容

以不同难度的案例方式现场教学，不同学生可以选择不同案

例进行实施，在线提交作品并点评，课后有作业测试和能力

拓展训练。

(3)教学方法：基于移动泛在信息化的教学改革，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法，线上，使用云平台给学生

推送团队自己制作的微课等电子资源，推动学生预习，云平

台丰富的活动使得线上的讨论，线下课堂的参与度都极大提

高，云平台的学习数据也为学生的学和老师的教提供了改进

依据，引导学生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实现个性化

教学。

(4)考核评价：对学生的评价[4]不再只靠平时的几次记

录，几次作业和期末的一次考试，课程团队借助于云平台，

构建了全新的互动学习数字化课程，点名，课堂，资源，活

动手机端操作，学生所有的学习过程全程记录而产生详实数

据，为真正意义上过程性评价提供了数据。为企业设计的作

品通过企业工程师评价，企业工程师是课程云团队的成员，

方便随时随地的评价作品。

(5)云团队构建：在云教学平台中，我们构建了云团队，

从事Photoshop教学多年的一线教师，双师型教师，校企合

作单位的设计师，以及学生组成云团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实现随时互动。

(6)云资源：数字化资源是能够进行泛在学习的重要前

提，《数字图像处理》课程借助教学云平台，开发了云资源、

体系化的教学内容、视频、素材、自学课件、习题、测验、

作品展示、考证文件及考题、前人设计经验介绍、在线交流

等内容于一体的交互式立体化资源。云资源的开发，使得学

习者利用手机等移动平台可以很好地进行学习。

2.4   教学实施

(1)教师的“善导”训练

教师要做到善于引导学生，必须反复研究学生学习模式

和学法[5]，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思维，喜好了然于心。采用

信息技术改变教学改革中诸多难题，少不了教师的用时、用

心、用情去研究怎么引导学生。大量的视频、课件、作业老

师要花时间精心准备，要用心去做好教学设计，用情去做好

每一件和学生有关的事。

(2)学生的“善学”训练

学生会学、善学、乐学也是要训练的，借助云平台和手

机等移动工具，在设计好教学情境的前提下引导学生参与教

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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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教学组织的泛在化

一是课堂点名让学生手机签到，由于手机签到大家同时

进行，节省了传统点名的时间，使用老师临时给出的手势签

到还可以杜绝学生代签到的作弊行为。

二是课堂提问，采用云平台的“摇一摇”功能选人，由

于“摇一摇”功能的随机性增加了选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

课堂的趣味性。

三是通过云平台发布的学习任务，通过手机发送通知

提醒，可以让每位同学都收到信息，学习过程平台上都有记

录，解决了学生做没做没有监控的问题，老师，学生，企业

工程利用自己的智能设备，快速组建起的即时反馈的互动网

络，让学生的学习不再孤单。

②教学方法的混合化

怎么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让学生课堂上不玩游戏，

一直是教学改革中头疼的事，移动泛在信息化教学改革正是

利用人手一部手机的特点，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

学法，线上，有这么多要完成的学习任务，在线记录的数据

眼，学生哪有时间玩游戏！线下的课堂上，云班课活动形式

多样，能够助力实现全员参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线上

的在线讨论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构建了老师(包括校外

老师和企业工程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随时随地交流的无

障碍通道[6,7]。

(3)实施对比

基于移动泛在信息化的教学改革，我们选取了同是数媒

专业的2016级1班和2班，进行了对比测试，2班使用云平台

教学，1班使用传统方法教学，班级学期签到数据汇总如图1

所示。没有使用云平台的班级学生在学生的学习热情，参与

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个人主动学习等方面远差于使用云平台

的同学，期末成绩也有明显的差距。

 

图1 二班学期签到数据汇总

Fig.1 Class attendance of Class 2 in the semester

(4)评价方式的改革

使用云平台对学生加强了过程性评价，调整了过程性评

价和期末考试结论性评价的比例，从原来的20%：80%到现在

的50%：50%，希望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下功夫，而不是到最

后考试前背重点。图2可以看出93%以上的学生过程性评价达

到了优秀，只有1位学生(占比2%)处于及格线以下，这位学生

是因为家庭的特殊情况，我已经对他进行了特别的关注。

 

图2 学生过程性评价

Fig.2 Student process evaluation.

在过程性考核中，经验值的获取方式，可以从图3看出

来，其中课堂参与活动是最为关键的，所以我的课堂逃课现

象较少，学生没有时间玩手机，因为手机被用来参与课堂活

动了。

 

图3 参与课堂活动比例

Fig.3 Propor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class activities.

3   教学评价(Teaching evaluation)
校内督导评价：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

特别是云班课、课程网站的使用。在教学过程中，“手机教

学”调动了学生积极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完

成任务的同时，巩固了知识，促进了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

注重教学过程，强化质量控制，教学改革思路清晰，教学改

革效果显著。

学生评价：(1)利用云班课创设了信息化教学环境，类

型丰富的教学资源通过云班课推送，实现随时随地的移动学

习。(2)课堂活动形式多样，各项活动赋予经验值，使教学游

戏化，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3)云班课

实现教学过程数据化，及时的反馈有助于教学诊断，使得教

学有可控性或前瞻性。(4)学生评价实现多维度过程性评价，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4   改革成效(Reform results)
课程改革以来，教学团队师生为学院设计的教育部人才

招聘海报，学院现代学徒制教育部汇报展板，学院科研成果

展示画册，食品加工技术资源库建设，学院、系部单招招生

网页等，已投入使用，并得到院领导和老师的好评；课程教

学团队的几位老师分别获得学院教学名师，金讲台，说课竞

赛一等奖，创新创业设计大赛一等奖，省教学设计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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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大赛优秀指导老师等荣誉称号；教学团队积极加强与国

内、省内各高职校之间的经验交流与探讨，教学改革成果得

到兄弟院校的认可，主持及主要参与完成的省级以上课题3

项，主编修定出版教材1部，在“教育与职业”等核心期刊发

表教改文章3篇；指导学生获得省、市、校级奖项30多项。 

5   研究结论(Research conclusions)
移动泛在信息化教学改革在以《数字图像处理》为首的

课程几轮教学实施后，取得了一些可以推广的经验。

(1)有利于教学组织泛在化

适时地融合大数据、云平台到教学过程中，建立了“基

于移动泛在信息化下的多维创新教学平台，使得教学课堂不

在局限于教室，在学生成为低头族的今天，利用智能手机校

园全覆盖的特点，建立多维创新教学平台，让企业工程师、

外校专家、校内老师共同参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现企

业、课堂、拓展(课后)互动适时进行。

(2)有利于教学评价数据化

对学生的评价不再只靠平时的几次记录，几次作业和期

末的一次考试，课程团队借助于云平台，构建全新的互动学

习数字化课程，通过云平台上详实的数据和分析为教师的教

学提升和对学生的个性化教学提供支持，为真正意义上的对

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评价提供了数据。也符合了目前高职教育

应树立基于整体思考的评价观的要求。

(3)有利于大班教学个性化

移动端的学习平台，是并行进行的活动，不怕学生人数

多，上百人的点名只要几十秒；讨论内容不要每个人站起来

发言，云课堂中大家的发言内容相互可见，老师可以一一点

评，同学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评价，互动只要在有网的地方都

可以进行，随时随地。

(4)有利于电子资源屏读化

大数据的思维下，你在“读书”，“书”也在“读

你”。数字化资源，实现了从“阅读”走向“屏读”。数字

化资源不仅是知识的载体，也是学生学习形为的记录仪，记

录的数据便于老师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便于实现翻转

课堂课前对学生深度自学的有效监管和督促。让数字化资源

更好地吸引学生回归学习中，让学生和数字化资源有更多地

互动，让学习不再枯燥。

(5)有利于教学团队云端化

通过云平台可以邀请国内外的专家、企业工程师参与

教学，在云平台中分别建立讨论组，学生和他们有很多的互

动，他们给我们实践的建议！在与企业设计师的合作过程

中，教学团队成员在职业技能(每人都取得了相关的职业技能

证书)，教学成果(多位老师在各级比赛中获奖)，指导学生竞

赛(每位教师指导的学生在不同级别的比赛中都有获奖)，等

方面都得到了提升。

6   教改新问题(New problems in teaching reform)

移动信息化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随着改革

的深入，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第一，数据资源共享问题，移

动信息化平台的变换，团队原来用的是蓝墨公司的云班课

平台，现在换成了超星范雅的学习通平台，由于目前各平台

之间还不能互通互享，所有已经构建的课程内容都得重新构

建，这是一个严重的重复劳动，打击了老师应用信息化平台

进行教学的信心；第二，移动信息化是基于网络的，没有良

好的有线与无线网络环境，无法开展教学；第三，移动信息

化的基础是信息化数据资源，课程改革中信息化数据资源的

构建需要老师付出多于正常教学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移动信

息化对教师的要求很高，不仅需要学习新技术，还需要深入

实际，了解社会问题，精心规划课程架构，准备数据资源，

如微课视频的录制、编辑等，老师不是全能的，需要老师必

须再学习提升自己。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院校、老师

三个层面共同努力。

7   结论(Conclusion)
移动泛在信息化教学改革是高校顺应时代要求之举，

善用信息化技术，洞察学习行为的变化，引领教、学，经过

几轮的教学实践，一定意义上解决“学生善学”教改核心难

题，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生的兴趣和动机为基础，

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活动进行学习，注重学生的主动性、创

造性的培养高职教育的新理念。目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

了新的问题，是后续改革努力解决的。建立一个真正实现老

师善教，学生善学的教学环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任

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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