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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辅助教学平台在大学课堂中的应用 ①

龚波，徐建波，王润云
（湖南科技大学 计算机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针对学生上课玩手机较为普遍的现象，提出了每次授课后需进行考试的教学方式，从而把考试压力转为学
习压力传递给学生，使学生上课不得不认真听讲。为减少该教学方式给教师所带来的工作量，设计了一个手机辅助教学

平台以方便教师组织考试。从该平台的实际使用效果来看，学生上课玩手机的现象大大减少，上课积极性也得到了显著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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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优化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智能手机在大学生人群中得到了普

及。手机的普及使用一方面方便了学生与父母、同学、老师以及亲友的沟通，另一方面带来了很多负面

影响，其中两个最典型的事实是上课玩手机与利用手机舞弊现象经常可见。为此很多学校采取了很多

手段来对付学生上课玩手机，比如上课前把手机收集起来放在讲台前面就是一种最常见的方法。这种

方法优点比较明显，但也有很大的缺点：一是部分学生为了应付通常会准备两个手机，一个用来上交而

另外一个用来继续玩；二是部分同学手机上交后无事做，就与旁边同学讲小话照样不认真听课，很多调

查显示手机的过度使用对大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和学习成绩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手机作为一个高科技

产物，它在信息交流中具有自身的优势，如何把手机的快捷交流特性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系统分析了大学课堂教学中存在大量大学生玩手机的现状，并针对这些问

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二是根据这些对策论述了怎样用手机辅助教学平台具体实施的过程。本文

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学生上课玩手机的状况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还可以更好地帮助一些

大学生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网络资源，拓展学习资源，培养大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１　课堂教学现状
学生上课玩手机，已成了大学课堂的一个普通现象，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在课堂上感受不到学习

的压力。目前，学生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就业压力、家庭生活压力以及学校学习压力，在独生子女较

多的当代社会，前两种压力一般对学生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唯一稍微能感觉到的就是学校的学习压力。

而学校能给予学生压力的方式主要在于考试，对学生来说只要考试能过就行了，至于平常上课认不认真

听讲都不是最重要的。因此，这种上课压力的缺失是造成学生上课不认真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把上

课压力给予学生？笔者认为最好的方式依然是考试。所以，把每堂的知识点在下课前进行考试，并把每

次课程的成绩累加作为学生的最终成绩，是解决学生上课不认真的根本途径，在这当中，学生手中的手

机就是保障我们顺利完成考试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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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手机辅助教学研究现状
针对手机的快速适用现状，各国的政府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培训机构以及各网络服务提供商都意

识到了手机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上的应用前景，已着手研究并取得了系列成果。如，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

Ｋ－Ｎｅｃｔ的教学实验项目，该项目可以让学生通过手机学习与教师课堂相配套的数学资料。国内的一
些高校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手机辅助教学研究工作，很多高校都开始把手机辅助教学应用到了一种或多

种课程的教学中。如，吉林大学教师的手机蓝牙点名系统；北京大学的学生自习室查座系统；湖南科技

大学的学生手机查分、查课系统等等。然而，在这些平台中，用于实现实时考试的平台较少［１－３］。

３　手机辅助教学平台的原理分析
由上述对课堂教学现状的分析可知，解决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的根本方式是把考试压力传递给学

生。因此，每次课后留２～３分钟进行考试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而组织传统的考试方式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从老师制卷、印刷、监考到阅卷都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而互联网＋手机的出现，使得传统考试中
的印刷、选择题的阅卷环节都可以去除，随时随地进行考试已经成为可能。因此，利用手机进行考试只

需解决两个问题：即老师的制卷与监考环节。其中，老师的制卷是一个必须的环节，是无法去掉的，我们

可以通过二维码的方式，方便老师制卷，而监考环节可由任课老师直接进行监考。还可以设置随机抽提

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抽到的题目都不同。针对学生逃课较多的现象，传统的点到方式可能会出现学生

代答、花钱请别人代上课的情况。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是利用手机辅助教学平台进行人脸识别签到，以老

师与上课ＰＰＴ为背景，拍摄自己的人脸照片上传，彻底杜绝假签到现象。上述分析原理如图１所示。

图１　教学现状与教学对策的分析

４　手机辅助教学平台功能
手机辅助教学平台功能有两种用户，分别是教师与学生；不同的用户，功能不同，对应的界面选项也

不相同。教师主要是后台用户，用来实现课程管理、班级管理、成绩管理、题库管理、考勤管理、考试管

理、线下答疑、通知管理等功能。学生用户主要实现手机用户注册、在线考试、手机签到、在线交流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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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该平台主要部分模块如图２所示，老师与学生的部分功能界面如图３与图４所示。

图２　手机辅助教学平台功能模块

　　　　图３　教师用户ＡＰＰ界面　　　　　　　　　　　　　图４　学生用户ＡＰＰ界面

５　结语
在新世纪的今天，手机大大便利了教师与学生的生活。作为教育工作者，不能单看到手机对教育所

带来的负面效果而杜绝手机在课堂的出现，而应该充分发挥手机快捷、方便的特点，主动改革传统的教

学与考试方式，使之适用信息技术的发展，从而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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