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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12 期 现代教育技术教学研究论文

摘编

【编者按】为更好地服务学校教学，引导教师了解教学研究最新动态，借鉴

高水平研究成果，促进教师教学研究能力的提升，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图书馆联合教务处推出高水平教学研究论文系列摘编。本期特推出“现代

教育技术教学研究”专题，以期为学校现代教育技术教学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与

启示。

虚拟现实视域下的未来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刘勉；张际平

【摘要】虚拟现实是指由计算机技术创建的、反映真实情境的、可体验交互的虚

拟世界，其中涉及四个维度，分别是计算机程序、用户(人)、现实世界、虚拟情

境，构建虚拟现实的目的是用户通过与虚拟情境交互，进而获得对现实世界的认

知。未来课堂是以全面构建面向未来的教学主阵地“课堂”为目标的教学科研项

目，是一套整合软硬件和云端服务的教学专家系统，着重突出了个性化学习、强

调交互、教学资源丰富、一键操控、技术领先和生态健康等新型课堂理念。该文

基于已有未来课堂研究成果以及最新科技趋势，提出了将虚拟现实技术融入未

来课堂的构想，构建了基于未来课堂环境的“VaA”教学模式，探索了从理论与

实践两方面共同提升学生综合认知水平的道路，设计了以中职汽车发动机课程为

例的教学活动方案，并指出了采用“VaA”教学模式的优势。最后从空间结构、

资源建设和发展途径三个方面对相关后续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虚拟现实；未来课堂；教学模式

【作者简介】刘勉，讲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在读博士；张际平，

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

【原文出处】《中国电化教育》（北京）,2018(05):30-37.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57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3131 次

【阅读原文】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混合式教学行为研究——以“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为例

现代教育技术/虚拟现实视域下的未来课堂教学模式研究_刘勉.pdf


高水平教学研究论文系列摘编

2

赵嵬；姚海莹

【摘要】移动教学助手——蓝墨云班课的使用，能够很好地支持信息化教学创新，

推动与高校教学改革的有效对接。基于此，文章构建了基于蓝墨云班课的混合式

教学行为模式，并将该模式应用于“现代教育技术”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提

取蓝墨云班课采集的教学行为数据，文章重点对基于蓝墨云班课的混合式教学行

为进行了多维分析，发现：学生在大部分教学活动中的行为表现积极，但在小组

任务和小组互评中参与不够。最后，文章提出了混合式教学行为的改进建议，以

期为实施精准教学、推动大数据时代的混合式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蓝墨云班课；混合式教学；教学行为；大数据

【作者简介】赵嵬，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

学院副教授，硕士。

【原文出处】《现代教育技术》（北京）,2019，29(05):46-52.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44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2172 次

【阅读原文】

现代化与专业化：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的新技术推进逻辑

朱成晨；闫广芬

【摘要】大数据技术开启教育信息化新篇章，教育信息化驱动教育评价智能化，

智能化使教育评价更加“智慧运行”，不断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教育评价现代化

驱动教育改革在精准决策上更加优化，以及教育发展在顶层设计上更加完善，不

断体现教育评价应然功能与本真价值的回归、范式与方法论的转型、思维方式与

实践导向的革新；教育评价现代化不断驱动教育评价专业化，进而以专业化发展

水平不断驱动教育评价的科学化发展水平。基于教育评价的时代意蕴与发展前

沿，理性分析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现代化与专业化发展路向，进而有效揭示大数

据时代教育评价新技术推进的三种逻辑样态，即“主动跟进”“深度融合”与

“需求引领”。

【关键词】大数据；信息技术；教育信息化；现代教育评价

【作者简介】朱成晨，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闫广芬，天津大学教育学

院院长，教授。

现代教育技术/基于蓝墨云班课的混合式教学行为研究_以_现代教育技术_课程为例_赵嵬.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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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2018,39(05):75-80.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23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1413 次

【阅读原文】

教育技术：研究进展及反思

熊才平；戴红斌；葛军

【摘要】随着各种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近几年教育技术研究视野更加

开阔，继续围绕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通

过对 2015—2017 年教育技术期刊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取得的主要研究进展如下：

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反思与展望并重，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与实践研究稳步推

进，学习资源与环境建设紧贴教育理念前沿，在线学习和开放教育注重效益和效

果，学习方式与教学模式变革研究关注学习过程，信息化环境下的绩效评价研究

宏微观并重，信息技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关注内涵和培训。然而，教育技术

研究也面临着零敲碎打的现象仍然普遍、对学习微观层面的作用机理关注有限、

对应用语境的差异重视不足等问题，亟须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

【关键词】教育技术；信息技术；教育信息化；研究进展

【作者简介】熊才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信

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戴红斌，华中师范大学“信息

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葛军，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讲

师，博士。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北京）,2018，39(03):118-128.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21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3608 次

【阅读原文】

优化教学结构设计诱发学生自主学习与深度学习——大学英语口语混合式教学

的行动研究

廖根福；邹晓萍

【摘要】采取行动研究法，以大学英语口语课为例，在两轮循环的计划、行动、

观察、反思四步骤过程中，构建并实施基于口语 MOOC 学习平台和翻转课堂的混

现代教育技术/现代化与专业化_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的新技术推进逻辑_朱成晨.pdf
现代教育技术/教育技术_研究进展及反思_熊才平.pdf


高水平教学研究论文系列摘编

4

合式教学模式。两轮的教学实践表明：慕课结合翻转课堂可以构建新 型的混合

课堂，但新型课堂的优化需要融合“口语 MOOC 平台预习+测试”、“交互式讨

论”、“多元化评价”等多元素。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口语教学对于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刺激学生内化口语表达、培养主动学习与深度学习能力起到了推动作用，

是一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的方法。但同时研究也发现，在激发学生口语能力

内化的过程中，学生学习能动性的差异会加剧成绩两极分化现象。因此，教师应

当转变思维，优化教学设计，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诱发学生自主学习与深度学习。

【关键词】口语教学；MOOC 学习平台；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现代教育技术

【作者简介】廖根福，男，江西理工大学外语外贸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邹晓萍，女，江西理工大学外语外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教育学术月刊》（江西省南昌市）,2019(10):105-111.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19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1858 次

【阅读原文】

现代信息技术的“教育责任”

李政涛

【摘要】为明晰现代信息技术需要承担的“教育责任”，本研究首先回顾和梳理

信息技术已经作出的“教育贡献”，包括实践贡献、理论贡献和文化贡献，这是

信息技术已经承担的“教育责任”；其次，整体剖析已有的“技术批判”，从技

术批判的学科视角、理论类型和对象内容等三方面展现；再次，提出“技术中人

的成长”是教育技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即通过设计和发展技术，设计和发展人的

生命成长，并以此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教育责任”的核心，为此，需要接续“历

史与传统”，强化“反思与批判”，深化“对话和交往”。

【关键词】现代信息技术；教育责任；技术批判

【作者简介】李政涛，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原文出处】《开放教育研究》（上海市）,2020,26(02):13-26.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20 次

现代教育技术/优化教学结构设计诱发学生自主学习_省略_大学英语口语混合式教学的行动研究_廖根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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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下载次数】1408 次

【阅读原文】

基于 TPACK 理论的学科教育技术课程研究及启示 ——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运用技术教数学与科学”课程为例

袁智强；MARINA MILNER-BOLOTIN

【摘要】学科教育技术课程是培养教师实施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能力的

重要载体．为了探讨如何建设深入学科的教育技术课程，采用内容分析和深度访

谈等方法研究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门在线教育硕士项目课程——“运用技

术教数学与科学”．研究发现：该课程以 TPACK 理论和有意使用技术的教学思

维框架为指导，其课程特色是以融合为导向，以问题为纽带，以探究为核心，以

作品为中心，以协作为形式．这充分体现了整合性 STEM 教育的 5 个关键特征：

STEM 多学科融合，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探究的学习，基于设计的学习，基于

协作的学习．研究启示：（1）以学科教育技术为依托培养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

力；（2）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导向培养教师的跨学科教学能力；（3）以信息技术

支持的跨学科教育为切入点培养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关键词】学科教育技术；STEM 教育；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有意使用技

术的教学思维；在线教育硕士项目

【作者简介】袁智强（1978—），男，湖南宁乡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数

学教师教育、数学教育技术、STEM 教育研究。

【原文出处】 《数学教育学报》（天津市）,2020,26(02):13-26.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12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1191 次

【阅读原文】

附：引用次数或下载次数较高的其他部分相关文献

[1]段鹏.疫情应急体系下高校线上教学运行机制研判[J].中国高等教

育,2020(09):13-15.

[2]宋述强,钟晓流,焦丽珍,李海霞,杨智芳.中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热点盘点与趋

势展望——兼论《现代教育技术》杂志 2020 年选题策划[J].现代教育技

现代教育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的_教育责任_李政涛.pdf
现代教育技术/基于TPACK理论的学科教育技术_省略__运用技术教数学与科学_课程为例_袁智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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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2019,29(12):122-126.

[3]陈南,程天君.粉笔的“退场”与课堂教学“灵韵”的转变[J].课程.教材.教

法,2019,39(12):63-69.

[4]王玥,常淑娟,韩晓玲,陆宏.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题库构建及其有效性检验

——以“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为例[J].现代教育技术,2019,29(10):41-47.

[5]杨开城,邓钰红.教育现代化何以可能[J].中国电化教育,2019(09):7-12+21.

[6]李建珍,宗晓.教育硕士（现代教育技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创客教育”课程

设计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9,40(09):122-128.

[7]王帆,史贝贝,王珣.全国首届教育硕士(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技能大赛分析

——兼论现代教育技术专业人才培养[J].电化教育研究,2019,40(07):92-100.

[8]李华,石夏榕,张立勇.现代教育技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课程改革[J].电

化教育研究,2019,40(04):112-121.

[9]张务农.现代教育技术工具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及其伦理旨趣——基于芬伯格

工具化理论的视角[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9(02):31-39.

[10]张爱民.信息化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究——评《现代教育技术:理论建构与实践

创新》[J].中国教育学刊,2018(12):127.

[18]杨春.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教育中的应用——评《现代教育技术的理论发展

与实践创新》[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8,34(03):120.

说明：被引、下载次数统计时间截止到 2021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