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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开放式办学理念的深入，传统的大学固定式、程序化课堂教学模式已

不能满足在校学生多样化的知识诉求。在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普及背景下，大学生利用网络

在广泛学习环境下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已成为必然。但由于缺少引导及统一规划管理，导

致教学设备等教学资源与泛在学习机制不匹配，任课教师对接以及学生主动参与不够，课堂

内外学习资源不能得到有效融合利用。由此从学校管理层面、教师知识更新层面、网络技术

支持层面、学生受知层面以及资金配套层面等角度进行补充完善，使学生在课堂学习基础

上，在课外不受时间、空间以及内容限制的无缝接自由学习，最大限度发挥大学课堂内外教

学资源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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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等院校传 统 的 课 堂 教 学 模 式 往 往 是 学

生在固定的某个教室，任课老师依据教学计划、教

学大纲以及相应的教材，采用单向的或一对多的面

对面授课。这种 “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是以任课老

师为中心的，学生只是被动的参与者，一般没有机

会向任课老师表达自己对知识的诉求，也不能实现

因材施教的个体差异性教学，这种僵化的教学模式

制约了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性，也不利于教学质

量的提高。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明确今后十年要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对加 强 教 育 的 信 息 化 和 远 程 化 做 出 具 体 部

署［１］。与此相对应的是，诸多高校以互联网信息技

术为依托，搭建了诸如慕课、翻转课堂以及微课等

多形式教学资源共享平台，为培养创新性人才提供

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以及方便、无

缝接的交流途径，真正使学生学习处在不受时间、

空间、内容限制的泛在化学习环境之中，进行个性

化的开放学习。但在创建泛在学习环境的过程中，

由于管理规划不到位、计算机网络软硬件基础设施

有效供给不足、任课教师相应的技术更新不及时、

学生们独立自主、自觉学习意识薄弱等情况，再加

上有效监督管理缺乏，学生课堂内外学习资源并没

有得到很好地融合。因此，加强管理、做好引导规

划、提高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提升教师应

用信息技术的能力，鼓励在校大学生利用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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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学习，是创建泛在学习环境，促进学生课堂内

外学习资源有效融合机制的有效途径。

一、文献综述

随着计算机信息化发展普及，网络技术的应用

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创造了良好基础和必要的技

术支持手段，网络技术和教育资源的融合为高校培

养创新性人才提供了良好的自主学习氛围。围绕着

普适计算技术支持下的泛在学习，国内外诸多学者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多方面论述：一是围绕泛在

学习的概念、开展泛在学习的基础等方面。Ｍｏｎｔ－

ｇｏｍｅｒｙ．Ｓ．Ｍ （１９９９）认 为 “泛 在 学 习 就 是 无

处不在的 学 习，利 用 网 络 信 息 技 术 为 学 生 提 供 随

时、随地 进 行 学 习 活 动 的 一 种 方 式”［２］；Ｌｉｙｙｔｉｎ－
ｅｎ、Ｙｏｏ（２００２）指出，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为开

展泛在学习提供了支撑，泛在学习是构成学习型社

会的一种有效途径，能使人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按

照自己的兴趣进行学习［３］；余胜泉 （２００３）认为泛

在学习就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在无所不在的学习情

境空间，通过终端设备以自然的方式交互、共享和

构建 个 体 认 知 网 络 和 社 会 认 知 网 络 的 过 程［４］。

Ｘｕｅ．Ｒ、Ｗａｎｇ．Ｌ、Ｃｈｅｎ．Ｊ等 （２０１１）认为网络技

术的快速发展开创了一个泛在学习的环境，泛在学

习具有永久性、可获取行、及时性、交互性和情境

性等特点，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５］。二是有关泛

在学 习 的 特 征 及 作 用 等 方 面 的 研 究。Ｏｇａｔａ．Ｈ、

Ｙａｎｏ、Ｙ （２００４）认为泛在学习是嵌入性和移动性

都比较高的一种自我学习环境，可以从学习环境的

分类和不同的学习环境对比来理解和诠释，从信息

获取途径、教学聚合点的转移、信息的内联方式改

变为创建节点，最终实现现代教育技术与大学教育

的有机融合［６］；段春雨、蔡建东 （２０１６）指出泛在

学习是一种开放型的学习模式，对创建学习环境的

独特性、学习资源利用的共享性以及教学模式的创

新性，具有促进作用［７］；魏雪峰、杨现民、张玉梅

（２０１７）认为泛在学习的显著特点是学习时间和学

习内容的零星化，在泛在学习环境下在校大学生学

习的时间长度被拉长，学习的深度也有 所 增 强［８］。

三是有 关 泛 在 学 习 推 广 运 用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方 面。

Ｋ．Ｓｃｏｔｔ、Ｒ．Ｂｅｎｌａｉｎｒｉ（２０１０）设 计 了 一 套 针 对 推

广泛在学习，构建智能学习环境的基础框架，其主

要内容是学习者利用移动设备来实现讨论和交流，

但由于存 在 专 业 老 师 对 教 育 资 源 更 新、补 充 不 滞

后，学生不能够及时、准确地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

学习内容［９］；Ｗａｎｇ．Ｓ．Ｌ （２０１１）指 出 当 前 的 移 动

网络技术可以解决学生学习场所的限制问题，但存

在着学生在面对着大量的学习资源时，缺乏引导，

不知从哪里入手选择难的问题［１０］。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大多数学者对泛在学

习的概念、特征、作用以及存在的不足等方面论述

较多，但大多是从供给者的角度对泛在学习环境进

行表面描述，没有从高校教师如何对接、大学生有

何需求等主要参与者的角度分析，缺乏对泛在学习

环境主动参与者行为的纵深研究。因此，结合学生

课堂内外的学习资源以及任课老师的知识储备、大

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诉求以及学校教育资源分布状

况，基于泛在学习环境下制定科学、合理、长效的

课堂内外的学习资源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

生诉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提高教

学质量。

二、高等院校推行泛在学习的现实诉求

（一）国家宏观层面引导的诉求，促使高等院

校推行泛在学习

国家相关部门制定 “互联网＋”行动计划，同

时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规划等有关文件密集

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

组办公室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发布的 《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对近十年

教育信息化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建设性意见和具体要

求；教育部于２０１２年３月发布 《教育信息化十年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指 出 以 网 络 信 息 化

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手段，从而带动我国

教育现代化建设，是教育界发展的战略性选择［１１］；

２０１６年６月教育部又发布 《教育信息化 “十三五”

规划》，指出当前云计算、移动计算、物 联 网、大

数据等新的网络技术推广普及，我国应加快发展教

育信息化进程，全面提升教育信息化质量，促进教

育现代化 建 设［１２］。上 述 的 纲 要、规 划 对 我 国 近 期

教育的信息化以及构建学习型社会，做出了具体的

规划和部署，从宏观政策层面为高等院校创建泛在

学习环境提出了要求，也对教育信息化的普及推广

指明了方向。各高校要积极探求创新道路，加速转

变现有的教育模式，加强信息化建设，努力提高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高等院校教育创新的诉求，促使高等院

校推行泛在学习

现 阶 段 我 国 高 等 院 校 传 统 教 学 模 式 以 课 堂 教

学、课下作业及图书馆自习的教学模式为主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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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中，老师传授的大都是成熟的课本知识，而

对于学习、思考与提问的方法却很少提及。为加大

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动手操作能力，许多高校已经开

始着手尝试并且越来越多地开展了课堂实验和课外

实践，但这些所谓的实验和实践大多都是固定的重

复性工作，几乎没有自主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学

生只需按照固定的模式和顺序，把这些当成课程和

任务去完成，而这只是对课本所学知识的一种验证

和加深，主动性和创新性不足，从而导致我国高校

毕业生就业问题呈现两难境况：一方面，用人单位

需要高素质、高技术的人才为单位注入新生力量；

另一方面，学生往往只是了解课本知识或只会按图

素骥地实践或实验，并不能满足岗位的需求和用人

单位的要求。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过于僵化、方式

比较单一、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不强，不能

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方方面面都制约着我国高等

教育持续发展。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高等教

育理念、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创新有了技术支持，使

网络信息技术与教育资源全面融合创新有了可能，

为构建泛在学习环境提供了外在条件，在校大学生

学习有了丰富的学习资料，同学之间、老师之间的

讨论交流变得通畅，人才的培养和教育质量提升有

了保证。
（三）高校之间教育资源共享的诉求，促使高

等院校推行泛在学习

教育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公民素质提高的重

要基石，尤其是被当成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教

育，更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整体竞争力，高校之间

教育资源共享是其中的一项关键措施，也是推进我

国高等院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实现教育变革的战略

选择［１３］。由 于 历 史、环 境、制 度 等 原 因，教 育 资

源分布不均衡，特别是高等院校大多集中在经济发

达地区或 区 位 优 势 的 中 心 城 市，致 使 一 些 优 秀 师

资、优质生源集中流向 “９８５” “２１１”高校，使全

国高校发展呈现 “羊群效应”，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也出现 “马太效应”，高校教育资源贫富分化更加

明显，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这也直接或间接影响

当地经济和文化建设。针对这些问题，各个高校可

以依据 “无边界高等教育”这一理论，突破传统教

育体制的限制，打破各个高校的封闭式办学模式，

如构建教学资源公共服务共享平台，各高校把各自

的教学资源上传到共享平台，使各高校学生不受地

域范围限制地随意链接，各校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

习惯方式任意选择有兴趣的学习内容。这种利用网

络技术推行的泛在学习模式，能够实现高等教育资

源共享，达 到 优 势 互 补，充 分 发 挥 其 集 聚 辐 射 作

用，使得 教 育 资 源 利 用 率 提 高，从 而 节 约 办 学 成

本，提高教育资源的边际效益收益。
（四）大学生主动性学习的诉求，促使高等院

校推行泛在学习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与高

中截然不同，现代大学普遍采用大班上课，同时，

大学的教学内容比较多，也比较杂，为完成任教学

任务，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的知识内容一般一遍过，

大学生为了考试过关，课下就需要对课堂上讲过的

知识进行消化巩固，若遇到理解不了的知识点，课

下无法向老师直接请教，这样不懂的知识点就会累

积起来，学生学习体验的自我效能感下降，学习兴

趣不高，影响学习效果，教育质量不高。兴趣是学

生学习的动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生的学习

效率，上述传统的教学模式过于僵化，单向性课堂

教学并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还会

对学生已有的学习兴趣产生抑制作用，最终影响学

生的学习效果。因此，面对在校学生的学习诉求，

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进而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成才率。现阶段网

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高等教学改革提供了契

机，把网络信息技术融入到教学过程，创建泛在学

习环境是满足在校大学生主动学习诉求的一项重要

举措，它不仅能解决传统教学模式下难以解决的即

时学习的难题，也能满足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的各

种知识需求。

三、高等院校学生推行泛在学习的障碍及原因

分析

（一）数据资料的收集

为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为学生创造随时

随地、无缝接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许多

高等院校开展微课、慕课以及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

举措，但由于缺乏引导和合理规划，任课教师主动

性不强，学生参与度不高，泛在学习的氛围并没有

真正形成。为了解高等院校构建泛在学习环境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课题组成员分别对河南省、陕西省

和湖北省部分大学就泛在学习环境的构建情况进行

了实 地 调 查 和 访 谈。在 河 南 省 选 取 了２２所 大 学，

１００个专 业，１１０名 一 线 教 师，５２０名 学 生；在 陕

西省选取了２４所大学，１４０个专业，１５０名一线教

师，６８０名学生；在湖北省选取了２６所大学，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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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１８０名一线教师，７４０名 学 生；通 过 三 个

阶段调研，结合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根据

调查分析的结果来看：近年来的高等院校在线开放

课程建设 规 模 取 得 了 一 定 成 效，但 存 在 规 划 不 到

位，运行 机 制 不 规 范，课 堂 内 外 教 育 资 源 浪 费 严

重，配置效果较差，创新驱动能力还有待加强等诸

多问题。
（二）调研结果的分析描述

１．领导重 视 力 度 不 够，泛 在 学 习 环 境 构 建 没

有落到实处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网络技术的不断深入和

推进，网络教学所表现出的灵活、形象、生动和交

互性得到公众的一直认可，它为更新教学理念、提

高教学质量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保障。为此，国家教

育部及相关部门围绕教育信息化推进颁布了一些规

划、纲要，要求各高校更新教学理念，把网络信息

技术运用到日常教学活动中去，借机推动教育教学

改革。高等院校贯彻落实上级部门的教育精神和教

育信息化理念，把教育和网络技术深度融合，创建

学习型的校园，即创建泛在学习环境，让学生能够

在课余时间按照自己的时间段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内

容学习。但由于部分高校的领导对泛在学习的实质

理解不到 位，没 有 把 网 络 信 息 化 同 教 育 全 方 位 融

合，虽然在课堂上进行推广应用，但并没有考虑学

生课下如何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专业学习，教育

信息化并没有全方位覆盖学生在校时间，教学资源

并没能达到充分使用。根据调研的结果，如图１所

示，在调研的７２所高校中，只有１３所高校下发过

类似构建泛在学习环境的红头文件，占调研样本总

数的１８．０６％；这些高校大部分还是教育部直属院

校；剩余的５９所高校并没有下发过类似构建泛在

学 习 环 境 的 红 头 文 件，占 调 研 样 本 总 数 的

８１．９４％。另外，在调研的７２所高校中，大多数高

校没有围绕构建泛在学习环境进行专项科研活动，

如图２所示，在调研的样本中，只有１０所高校针

对构建泛在学习环境，进行了科研立项活动，占调

研样 本 总 数 的１３．８９％；有６２所 高 校 没 有 开 展 相

应的科研 立 项 活 动，占 调 研 样 本 总 数 的８６．１１％。

由于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不重视，教育信息化贯彻

落实并不 到 位，泛 在 学 习 环 境 的 构 建 也 只 是 走 过

场，搞形式，学生的课余时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学生课堂内外学习资源得不到有效融合。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分析整理

图１：高校针对构建泛在学习环境下发正式文件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分析整理

图２：高校针对构建泛在学习环境下发正式文件

２．共享教 育 资 源 有 效 供 应 不 足，泛 在 学 习 环

境的构建缺乏内容支持

构建泛在学习环境是高校一项系统工程，它要

融合于学校现实状况和现有的网络基础。目前，我

国大多数高校现实状况是教育信息化的开展缺乏统

一的管理，泛在学习环境构建的相关机制不到位，

教育资源的共享意识淡薄，构建泛在学习环境需要

有共享教 育 资 源 有 效 供 给 不 足，诸 如 示 范 课 程 上

传、相关网络设备、相关技术人员等的配备衔接不

上，教育资源共享的受益面窄，制约着泛在学习环

境的构建，也不利于学生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学习，

从而使泛 在 学 习 的 质 量 受 到 影 响。根 据 调 研 的 结

果，如表１所示，在调研的３省７２所高校４３０个

专业中，只有１５０门课程属于校级以上在线开放课

程，占调研 样 本 总 数 的３４．８８％，有６５．１２％的 课

程就没有上线；这１５０门在线开放课程中，也只有

５６门课程有 更 新 补 充 的 记 录，占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总

数的３７．３３％，６２．６７％的 在 线 课 程 就 没 有 补 充 更

新；在１５０门在线开放课程中，校外能正常链接的

课程有７１门，占 开 放 课 程 总 数 的４７．３３％，校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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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正常链接的课程有７９门，占开放课程总数的

５２．６７％。由于理念和重视程度不 到 位，使 得 共 享

教育资源的深度和广度无法达到理想程度，开放课

程同 质 化 明 显，共 享 性 不 足，课 程 的 “量”与

“质”存在着一定的 差 距，没 有 形 成 系 统 性，无 法

发挥全局的作用。另外，构建泛在学习环境，需要

建设网络技术平台，需要大量的技术保证和资金支

持，如先 进 的 学 习 终 端 设 备、稳 定 的 通 信 服 务 设

备、尖端的传感器技术和高速的网络传递等。根据

调研的结果，如表１所示，在调研的７２所高校中，

有３１所高 校 构 建 泛 在 学 习 环 境 的 配 套 资 金 到 位，

占调研总数的４３．０６％，配套资金没有及时到位的

高校４１所，占 调 研 总 数 的５６．９４％；网 络 设 备 的

配置 较 完 备 的 只 有 ２４ 所 高 校，占 调 研 总 数 的

３３．３３％，网络设备的配置不完备的高校４８所，占

调研总 数 的６６．６７％；为 保 证 网 络 设 备 的 正 常 运

行，为泛在学习提供基础支持，各高校必须配备相

关网络技术人员，在调研的７２所高校中，有１６所

高校 配 有 专 职 的 网 络 技 术 人 员，占 调 研 总 数 的

２２．２２％，没有配备专职的网络技术人员的高校５６
所，占调研总数的７７．７８％。受限于资金和技术约

束，现阶段我国高校高校构建泛在学习环境的所需

的各项教育资源有效供给不足，在校大学生课余时

间仍不能随心所欲，无处不在的学习，课堂内外学

习仍得不到有效衔接。

表１　高校共享教学资源配置利用情况

　　　　　指　标

项　目　　　　　
样本数

能正常运转所占比例

数　量 占比 （％）
不能正常运转所占比例

数　量 占比 （％）
备　注

示范课上传情况 ４３０　 １５０　 ３４．８８　 ２８０　 ６５．１２ 校级以上

内容的更新、完善情况 １５０　 ５６　 ３７．３３　 ９４　 ６２．６７ 课题负责人

上传示范课的差异化 １５０　 ６４　 ４２．６７　 ８６　 ５７．３３ 同类课程

网络平台的正常链接 １５０　 ７１　 ４７．３３　 ７９　 ５２．６７ 校外链接

配套资金到位情况 ７２　 ３１　 ４３．０６　 ４１　 ５６．９４ 专项资金

相关网络设备支持情况 ７２　 ２４　 ３３．３３　 ４８　 ６６．６７ 设配配置

专职技术人员配置情况 ７２　 １６　 ２２．２２　 ５６　 ７７．７８ 专职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分析整理）

　　３．任 课 教 师 针 对 泛 在 学 习 机 制 对 接 不 到 位，

优质教学资源与网络技术融合率较低

泛在学习的特征使知识的传授不再局限于传统

的课堂、教材和相应的教学大纲，其学习的内容和

学习方式更具有广泛性和开放性。目前我国大部分

高校现实状况是一线任课教师大多对本专业的知识

了解较多，研究较充分，而对现代网络技术了解不

太多，仅仅能上网或进行简单操作教育资源平台，

远远达不 到 熟 练 应 用，对 泛 在 学 习 机 制 对 接 不 到

位，聘请或请教网络技术人员，他们又对该专业知

识不了解，不能把本专业知识与网络技术融合，泛

在学习 的 内 容 受 限。根 据 调 研 的 数 据，如 表２所

示，在调研的４４０名任课教师中，有１６３名教师能

够熟练应用网络技术，占调研总数的３７．０５％，不

能熟练应用网络技术的老师有２７７名，占调研总数

的６２．９５％，由于对网络技术不熟练，致使一部分

任课教师的一些优质课程，无法形成共享资源，影

响共享教育资源的质量和种类。国家教育部以及相

关部门为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制订了一系列规划

和相应的纲要，并联合相关科研机构，聘请网络技

术人员直接 或 参 与 举 办 各 类 教 育 资 源 共 享 平 台 构

建、操作、更 新、维 护 等 培 训 班，取 得 了 一 定 成

效，但参与 实 践 的 一 线 教 师 比 例 不 高。如 表２所

示，在调研的４４０名任课教师中，有１５７名教师参

加了 各 类 网 络 技 术 应 用 培 训 班，占 调 研 总 数 的

３５．６８％，没有参加网络技术应用培训班的 老 师 有

２８３名，占调研总数 的６４．３２％。由 于 大 多 数 老 师

没有参加网络技术的培训，对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

业务流程和后续更新不了解，也会影响泛在学习的

受益面。由于一线任课教师受计算机网络教育的背

景不同，能直接参与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仅是

少数。如表２所示，在调研的４４０名任课 教 师 中，

有１４１名教师直接参与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占

调研总数的３２．０５％，有２９９名任课教师直接参与

教育资源 共 享 平 台 建 设，占 调 研 总 数 的６７．９５％。

要实行教育信息化时，就得请相应的技术人员或懂

得网络技术的同时帮助，但他们又对专业知识了解

不多，造成 “两张皮”现象。在对任课教师是否围

绕教育资源 共 享 平 台 建 设 方 面 科 研 情 况 进 行 调 研

时，发现在调研的４４０名任课教师中，只 有８９名

老师撰写过相关论文或申请立项过相关科研项目，

占调研总数的２０．２３％，没有撰写过相关论文或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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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立项过相关科研项目的老师有３５１名，占调研总

数的７９．７７％。由于对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研究

较少，对相关文献阅读不够，无法对该领域做个全

面的梳理，尤其对其前沿性的知识判断不清，也制

约了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设质量的提升，影响泛在

学习环境的构建，使学生课堂外学习受限。

表２　任课教师掌握、运用网络技术情况

　　　　　指　标

项　目　　　　　
样本数

能正常运转所占比例

数　量 占比 （％）
不能正常运转所占比例

数　量 占比 （％）
备　注

熟练掌握、运用情况 ４４０　 １６３　 ３７．０５　 ２７７　 ６２．９５ 独立运用

外出培训情况 ４４０　 １５７　 ３５．６８　 ２８３　 ６４．３２ 专题培训

直接参与共享平台建设 ４４０　 １４１　 ３２．０５　 ２９９　 ６７．９５ 同类课程

相关的论文、科研情况 ４４０　 ８９　 ２０．２３　 ３５１　 ７９．７７ 论文、项目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分析整理）

　　４．学生 的 自 控 能 力 差，教 育 资 源 共 享 平 台 利

用率较低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分析整理）

图３：在校大学生闲暇时间分布图

泛在学习是一种开放性、自由度较高的学习模

式，它不同于传统的 “填鸭式”学习。泛在学习环

境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了时间和空间都相对宽松的非

正式的学习空间，要求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自我约

束能力，只 有 这 样 才 能 有 效 的 实 现 泛 在 学 习 的 功

能［１４］。但是，并非 所 有 所 有 学 生 都 具 备 应 有 的 能

力，如果自控能力不够，泛在学习的环境甚至有可

能降低学生的学习效果。根据调研的数据，如图３
所示，在对７２所高校１９４０名在校学生调研中，有

１１４１名学生每天平均闲暇时间在３－４个小时，占

调研样本总数的５８．８１％，每天平均闲暇时 间 在４
个 小 时 以 上 的 学 生 ２８６ 名，调 研 样 本 总 数 的

１４．７２％，说明在校大学生每天平均闲暇时 间 还 是

比较充裕的，并没有全部用在课堂上，若真正能够

利用闲暇时间，依托泛在学习环境对自己专业知识

查漏补缺，那么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应该能够得到

提高。根据调研，有９１２名学生在闲暇时间用于玩

网络游戏，占调研样本总数的４７．０１％，有２２２名

学生在宿 舍 睡 懒 觉，占 调 研 样 本 总 数 的１１．４４％，

真正用于学习的学生有３６２名，占调研样本总数的

１８．６６％。由此，尽管部分学校创建泛在学习环境，

但由于 学 生 自 制 力 欠 缺，加 上 缺 乏 有 效 引 导、监

督，大多数学生们并没有很好利用共享教育资源平

台进行专业学习，学生课堂内外时间也没有很好融

合，很难保障泛在学习的效果和质量。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分析整理）

图４：在校大学生闲暇时间利用分布图

四、构建泛在学习环境机制的原则

推广教育信息化，构建泛在学习环境，应牢固

树立和贯 彻 落 实 发 展 创 新 理 念，遵 循 科 学 实 用 原

则，实现知识的需求与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均衡，

最终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服务社会经济建设目标。
（一）遵循协调统一性原则

协调统一性就是布局或安排事项时要坚持全局

的观念，要有整体性，即目标方向的一致性。在构

建泛在学习环境过程中，各高等院校应有大局观，

通过服务全局构建教育信息化发展新格局，要协调

统一，达成共识，为构建泛在学习环境增添动力与

手段。如对本校建设的教育资源共享平台要设有对

外链接端口，各学校学生可以无障碍、自由浏览、

下载平台上的学习资源，真正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

共享。
（二）遵循融合创新性原则

所谓融合创新就是在规划布局某些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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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工程时，对原有要素重新排列组合或注入新的要

素，使事项、项目或工程整体功能在原有基础上得

到提升。高等院校在构建泛在学习环境过程中，要

遵循融合创新性原则，以创新促发展，改变原有的

教学模式，创新学习环境，把网络技术和教学资源

充分融合到一起，通过网络终端设备传递给学生，

使学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进行学习。
（三）遵循实际应用性原则

实际应用就是某种对象 （包含事物、制度、机

制等）在运行过程中或运行结果所达到的期望价值

或达成一定效果。在构建泛在学习环境过程中，各

高等院校应秉承泛在学习环境的构建一定会对大学

生学习产生积极效果的理念，坚持通过提升泛在学

习环境的应用性，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内容和方法，

进而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
（四）遵循机制完善性原则

所谓机制的完善性，就是指单位或组织为提高

效益或效率设计的运转程序或操作制度，并且按照

该程序或制度进行运作时，能够全面、准确地涵盖

单位或组织各项业务，并能够起到提高运作效率的

作用。构建泛在学习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

宽，牵扯部门较多，从网络设备的购置、网速的提

升，到任课教师的资料上传和修改完善、学生有效

利用等一系列程序，各高等院校要有完整的机制作

保证，理顺相关业务部门的关系，形成推进教育信

息化的 合 力，达 到 各 部 门 作 用 有 机 统 一、相 互 补

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泛在学习氛围。

五、泛在学习环境下学生课堂内外学习资源有

效融合的路径构建

（一）强化领导教育信息化意识，构建完善的

泛在学习环境管理服务机制

教育信息化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部

署，更是高等院校教学模式创新的方向，各高等院

校的领导应坚持教育信息化的理念，全方位开展信

息化教育，创建泛在学习环境，促进学生课堂内外

学习资 源 的 有 效 融 合。首 先，高 校 领 导 应 统 一 思

想，提高认识。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传达国家教

育部和相关部门发布的有关教育信息化的规划、纲

要精神；以学校名义，下发有关开展教育信息化、

创建泛在学习环境的红头文件，把教育信息化工作

纳入到日常学校管理活动；利用学校宣传媒体，对

教育信息化进行多角度、全覆盖宣传解读，使学校

上下形成学习推广教育信息化的氛围。其次，学校

成立专门教育信息化管理部门，指导、管理整个学

校泛在学习环境构建工作。结合学校的现状，成立

专门机构，包括机构设置级别、人员的配备；做好

泛在学习环境建设规划，包括日常工作的运转程序

和教育信息化建设组织管理模式、规章制度建设和

效果评估标准等；摸清学校现有网络设备配置情况

和教育资源的供应与需求状况，找准工作目标。第

三，学校各二级院 （系）要签订责任书，明确各部

门职责。全面统筹本单位信息化的规划与发展，定

期向管理部门汇报教育信息化工作进展情况；鼓励

一线任课教师改变原有的上课模式，把先进的网络

技术融入到课堂教学；利用与学生直接接触多的机

会，鼓励引导在校大学生了解教育信息化，利用泛

在学习环境进行专业学习。最后，促进全校网络资

源的开发和整合。理顺信息化管理体制，学校各个

二级 （院）系的教育信息化工作，都归属于学校教

育信息化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散布在学校各个二级

（院）系的教研、电教、信息、装备等教育资源由

学校教育 信 息 化 管 理 部 门 集 中 统 筹，进 行 有 效 整

合，全校拧成一根绳，形成合力，为构建泛在学习

环境发挥最大效用。
（二）加大共享资源的平台建设，构建和完善

泛在学习的资源有效供给机制

泛在学习环境构建的目标是创造一个以在校学

生为中心的学习空间，使学生可以利用移动终端设

备进行无缝隙学习，而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１３］。

为达到上述目标，确保大学生能形成良好的泛在学

习氛围，各高校加大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配备

相应的网络设施和优质课程，提供较为全面的学习

资源。首先，加快泛在学习所需的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学校要多方筹措资金，加大投入力度，配备必

要的网络 基 础 设 备，推 进 “宽 带 网 络 校 校 通”工

程；改善网络出口带宽，提高网络运转速度，为形

成泛在学习氛围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其次，构建

泛在学习所需的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等新的网络技术，创建含量大、内容新、操

作方便的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开发优质网络课程；

在全校范围内大力推行 “名师课堂”工程，带动一

线任课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和业务水平的提升；鼓

励各二级院 （系）的 一 优 质 课、精 品 课 在 线 共 享，

并及 时 对 上 传 内 容 进 行 更 新、补 充，形 成 “课 堂

用、经常用、普 遍 用”的 信 息 化 教 学 新 常 态。第

三，促进各高校教育资源平台共享。同时加大与兄

弟院校的联系，努力推进本校教育资源平台与各兄

弟院校教育资源平台端口链接共享；依托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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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专递课堂”建设，形成 “一校带多点、一校

带多校”的效果，充分发挥名师的示范、辐射和指

导作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与共享，使优质

课程的受益面扩大。最后，做好专业技术保障。围

绕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及正常运行，学校应招聘

或内部挖潜培训一批专业信息技术服务与保障的队

伍，保证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正常运行与日常维修

服务；完善教育基础数据库，提升教育资源共享平

台水平，为实现互通、衔接与开放的泛在学习环境

奠定基础。
（三）加强 任 课 教 师 的 对 接 机 制 建 设，提 升 教

育资源的供给水平

泛在学习环境是否能起到作用、达到效果，教

育资源共享平台提供的学习内容是关键因素之一，

这就要求一线任课教师教学能力强、业务素质高，

而且能够熟练应用网络信息技术，及时与教育资源

共享平台 进 行 有 效 对 接，保 证 上 传 的 学 习 内 容 真

实、完整、有效、准确，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的深度融 合［１５］。首 先，加 大 一 线 任 课 教 师 网 络 操

作技术培训力度。为提高一线任课教师的计算机网

络的应用水平，学校应鼓励教师外出培训或请专家

到学校专题培训；将网络技术运用能力的提升与课

程教学任务紧密结合，促使一线任课教师在信息化

环境下创新教学的能力，使信息化教学真正成为一

线任课教师日常教学活动的常态化。其次，促使网

络技术与教育资源有效融合。鼓励一线教师直接参

与学校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如果仍由一线任课

教师把相关学习内容直接交给网络技术人员，让网

络技术人员处理上传到共享平台，则效果将会大打

折扣，为此一线任课教师应针对学科特点、专业特

征，经过自己梳理、调整后，直接上传，共享资源

真正能体现专业特色。第三，完善教育资源共享平

台更新补充。结合学生学习特点和学生学习要求，

定期或不定期对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内容进行更新完

善，任课老师利用上课时间与学生间距离接触，或

通过构建 “班级学科交流群”，及时了解学生在泛

在学习环境中遇到的问题和诉求，随时对共享资源

进行完善，提高教育资源的供给水平。最后，加大

对教育信息化的科学研究。为构建泛在学习环境，

促进高等院校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改革

创新，推进信息技术在日常教学活动中的应用，适

应信息化时代对培养人才的需求，学校应定期围绕

教育信息化举行科研立项活动，鼓励教师从不同角

度对教育信息化进行研究，围绕泛在学习环境构建

申请立项，开展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择 优 应 用，

进而提高信息化在教学的推广应用水平［１６］。
（四）提升学生泛在学习的能力，促进课堂内

外学习资源的有效融合

泛在学习是普适计算机网络技术环境下的一种

学习方式，是提供学生一个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手边

可以取 得 的 科 技 工 具 来 进 行 学 习 活 动 的 学 习［１５］。

要想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必须提升学生泛在学习

的能力。首先，加强对学生的引导。鼓励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培养学生设定远大的理想抱负，引

导学生利 用 泛 在 学 习 环 境 进 行 专 业 学 习、拓 展 阅

读，培养自我约束、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提升学

生的泛在学习能力。其次，合理进行学习。指导学

生科学规划、合理利用闲暇时间，使学生巧妙利用

课余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通过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进行多角度学习；同时教会学生从纷繁复杂的海量

信息中收集、分辨、提炼出有用的信息，进行消化

吸收。第三，提高学生运用计算机网络能力。鼓励

在校大学生充分利用移动设备，对学习资源进行查

询检索、下载、分析、分类、保存，即从教育资源

共享平台检索出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或与自己学习主

题相关性较高的学习资源进行下载，并对之进行信

息加工与处理，具体信息分类以及保存，提升在线

学习的实际效果。最后，培养学生正确运用移动设

备。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在学生中使用越来越普

及，其功能化也越来越强大，在校大学生应理性应

用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把学习时间和玩游戏时

间进行合理划分，杜绝课余时间沉醉于游戏当中，

引导他们充分利用移动设备建立专业学习群或兴趣

小组，就学业问题进行讨论或咨询等，实现学习上

的互帮互助。

当前计算机技术和泛在网络的飞速发展，为我

国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教育信息化实施提供外在

条件，各 高 等 院 校 应 借 助 云 计 算、大 数 据、物 联

网、ＶＲ 等新的网络技术，搭建教育资源共 享 平 台，

创建泛在学习环境，构建一个随时随地、无缝链接的

学习型校园，促进课堂内外学习资源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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