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小学启动了平板电脑

进课堂的实验，先是将平板电脑引入到国家课

程的教学中，后来在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

的教学中进行拓展实验。

上英语课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水平，自行调

整阅读进度，不会读时，可以利用平板电脑的播放功能，随

时听原声朗读；学生还可以戴着耳机，边读边录，然后点击原

声进行对比，自我校正。上美术摄影课时，教师讲解如何构

图后，学生拿着平板电脑走进校园，拍摄自己喜欢的景物；在

接下来的语文写作课上，学生为自己拍的照片配上文字；然后

在音乐课上，选择自己喜欢的乐曲，为图文配乐。最后展现在

孩子们面前的是一个多元、立体、生动、完整的自创作品。

平板电脑采用无线网络连接，在课堂上，师生可以随时

将自己的学习成果投放到大屏幕上，与大家分享、交流，这

大大提高了师生、生生互动的效率。平板电脑操作简单，触

控灵活，学生易掌握。实验发现，从未接触过平板电脑的学

生只需经过一两个课时的培训，就可以熟练地进行操作。

实验学校的初步感受是：平板电脑进入课堂，让学生有

了更多的自主选择的机会，促进了个性化学习；它直观、生

动，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它便于将学生的原有

认知与学习后的成果进行对比；它有利于学生调动多感官参

与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当然，这只是初步实验的成果。至于如何恰当地发挥

平板电脑在教学中的作用、如何防止孩子由此沉迷于电脑

游戏中不能自拔、如何与此同时关注孩子的社会交往、如何

保护学生的视力健康等问题，都有待于我们通过进一步的

实验加以研究。但不管怎样，平板电脑进课堂，无疑是信息

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一大进步。

新媒体联盟、学习网络联合会、国际教育技术联合会

发布的《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2年基础教育版）》

提出，今后，将有六项技术进入到教学、学习和创造性探

究的主流应用中。包括近期发展的移动设备及其应用程

序，平板电脑；中期发展的基于游戏的学习，个人学习环境

（支持个人正规和非正规学习的各种学习工具和资源的总

和）； 远期发展的增强现实（以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给

学习者感知实境信息的能力），自然用户界面（计算机对人

的手势、身体动作、面部表情、声音、语音及其他环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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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响应，代替鼠标和键盘开展的人际和人机互动）等。 

报告提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核心趋势是：教育

范式正在向包括在线学习、混合学习和协作学习模式转

型；任何学习者都可以凭借网络，获得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广

泛的人际互动交流的机会，这促使我们对教育者自身所承

担的角色进行新的思考；学校将开始重新审议并制定网络

开放政策，学生带机上学日益成为一种事实；富有挑战性的

主动学习将成为课堂教学新的重点。

报告也指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面对重大挑战，比

如：教师使用数字媒体的基本能力尚显不足；基础教育必

须面对日益出现的正规学习与非正规学习方式的互补与融

合；现有的技术和教学实践还不能更好地为个性化学习提

供充分的支持；学校体制障碍以及传统的教育观念制约着

新技术的应用。

目前，不少学校尚处在视信息移动设备和平板电脑为

敌的阶段，认为这些既影响学生的学习，也影响其身心健

康。我想，大家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是挡不住的，孩子们喜爱这种学习形式也是挡不住的。我

们在“除其弊”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兴其利”。

印度2012年11月发布了一款名为Aakash2的七英寸平板

电脑，出售给学生的政府补贴价仅为1130卢比（约合20美元），

号称全球最便宜的平板电脑。目前，印度已有250所高校的1.5

万名教师接受了将这种平板电脑应用于课堂教学的培训。

美国一项针对初中学生的最新调查显示，39%的学生

在家里用智能手机做作业，31%的学生用电脑做作业（其中

65%用笔记本电脑）。调查报告说，“这些中学生用移动电子

设备的目的超出了娱乐范畴。他们是伴随着技术发展成长

起来的一代。”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核心是

教学过程的信息化。教学过程的信息化就是要在教学过程

的关键环节中，较全面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教学手

段信息化、教学方式现代化。

我国的教育信息化起步并不晚，现在是到对教育信息

化的发展路径进行再思考的时候了。我想，除了宏观政策需

要研究外，对任何在教学实践中的探讨，我们都应给予支

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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