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５年２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２
Ｆｅｂ．２０１５

笔记本电脑融入课堂的应用及其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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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国内外笔记本电脑在高校应用情形的对比，综合众多国外研究成果，指出计算机技术在高校教学中

的应用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的同时，阐述了笔记本电脑与传统课堂教学的不相容之处，在展望计算机技术未来发展趋势

之余，笔者对如何在我国高校中应用笔记本电脑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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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笔记本电脑在高校应用的现状与问题
１．１　现状分析

国内高校实行的是学分制，学生必须在网上选课，必须通过网络获取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也要通

过电脑做作业，但高校的机房资源十分有限，因此，带电脑进校园已成为高校较为普遍的现象。然而随

着浙江大学不许新生带电脑入学的声明一出，网上对于新生应否带电脑入学的讨论与辩论，也如火如荼

地展开，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在北京，也有多所高校都明确表示禁止新生带电脑。这些禁止新生带电脑

的高校都有差不多类似的想法，用他们的话说，目的是为了“保护学生”，防止学生像“脱缰的野马”染上

网瘾。越来越多的大学将电脑看作“潘多拉的盒子”。大部分学生掌握了电脑的使用技术，但很明显，

他们没有将这一技术和学习融合在一起。那国外情况又如何呢？美国的长春藤盟校，十几年来一直要

求学生必须自备电脑。哈佛大学，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美国某大学新录取通知单上更是赫然写着：本

科生入学注册时须自备计算机或另付钱租借［１］。

就美国的大学为何要求新生自备电脑这一疑问，北密歇根大学的副校长给出的答案非常直接：“大

多数毕业生最终将证明计算机能为他们寻找就业机会助一臂之力”。而哈佛大学则是安排了整整４周
对新生进行入学教育。他们设计了完整的新生适应性训练课程体系，细致的学习手册人手一册，内容包

括“怎样听课”“怎样提问”“怎么参与教学实践”“如何完成大学作业”“怎样管理自己的时间”“怎样进

行团队合作学习与活动”，其中许多活动都需要借助电脑辅助完成。可见国内外高校对于学生带电脑

入校园的态度确有所不同。

１．２　存在问题
一是由于性价比低造成笔记本电脑在国内高校的普及率不高。鉴于电脑设备的性价比，国内高校

的学生多选择台式机作为校园内的上网设备，现阶段要想将笔记本电脑融入高校课堂的教学必须受到

经济方面的制约。然而，国外的情况却值得我们借鉴。国外，高校和某些计算机产商之间关系密切。校

方要求每位入学新生都要一台笔记本或台式机，不一定必须直接从校方购买。而校方往往会指定一两

个计算机产商作为官方的产品提供商，如果学生通过学校购买可以享受一些特殊的折扣。我们有留意

到国内高校校园内自主学习中心的蓬勃发展的现状，某些高校仍然在大力建设以提供电脑接入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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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主学习中心，这种做法和国外高校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并不吻合，值得商榷。２００８年 Ｐｅｗ研究中心
的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发布了关于第三代互联网的未来的研究报告。通过分析对互联网专家们的问

卷调查，该报告着重预测了２０２０年计算机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未来。他们预测笔记本以及各种便携设备
在学习和生活的全方位渗入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二是笔记本电脑是否会造成学生注意力分散、不参与课堂活动。美联社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美国

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的一名法学教授最近禁止学生在上她的课时使用笔记本电脑。这位名叫朱恩·恩

特曼的教授主要是认为一旦允许学生使用笔记本电脑，那么他们在课堂上将会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敲键

盘，从而无暇去思考和分析自己所讲授的内容。人们更倾向地认为，没有笔记本电脑的学生比那些有电

脑的学生更能参与课堂活动，更富创造性。当然，不用笔记本电脑的学生也会在课堂上作白日梦，心不

在焉地乱写乱画，课堂上“无任务”地使用笔记本电脑，为注意力不集中，不参与课堂活动提供了确实的

证据。如果我们把上课作为一种交流媒介，那么上课的内容就是文化的对象。如果教授的课能更有趣，

那么笔记本电脑就不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了。在某种程度上，课堂是一个和笔记本电脑和互联网竞争

的媒介。学生们认为，上课并不是参与的强有力的形式。根据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教学理念，他认为学生要想学
到最好的前提是教师能不同地迎合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乐意程度、兴趣爱好和其他的学习特点［２］。

三是笔记本电脑应用于课堂教学有违传统课堂教学策略问题。毫无疑问，从教授到学生的知识传

输过程已经被笔记本电脑技术影响。很多教学策略现在着重于课堂上的逻辑论证和交流，而不是以从

上到下的模式创造知识。后一种方法被引用为笛卡儿模式，即基于学生的学习。然而，在传统课堂教学

中，笛卡儿风格的课堂和笔记本电脑应用于课堂教学都要求教师和学生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作出调整。

知识传输的动态过程已经发生改变。吉本斯等人所归类的第一种模式的知识生产是相对集中和被控制

的，从权威的来源流向相对被动的大众。相比而言，由于数字技术而变得可能的第二种模式的知识生

产，就不会那么集中和被控制，更多互动，最终会不那么有权威。在第一种模式下，课堂知识由权威的

教授控制而向学生传输。然而在第二种模式下，知识的自我生产导致了资料的爆炸性增长。笔记本电

脑的传播给学生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在校园的任何角落，他们都可以连上全世界。点击一下，知识就随

手可得。这无疑对课堂里的教师的权利和权威提出了挑战。然而，教授们并不想放手对学生知识的控

制。专业群体总是在试图维护其专业身份以及他们对知识的控制。这也许可以解释教师在面对笔记本

电脑的使用问题上矛盾重重。

２　笔记本电脑在高校应用的策略
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现在已经被学生视为重要的装备。浏览互联网，全键盘输入的手机，在学生中无

处不在。也许是作为必需品，或者作为新一代人改变的其中一部分，数字媒体越来越融入学习环境。博

客，虚拟学习环境，开源学习资料和Ｗｉｋｉ等日益增加的使用都是这种趋势的证明。这种趋势将导致传
统的教师和学生等级制度的解体和新的学习社区的产生，在这个社区里包含了教师、学者和学生，不限

于地域和人口的距离。笔记本以及各种便携设备在学习和生活的全方位渗入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大趋

势。校方和教职员工要充分认识到笔记本电脑和各种便携设备在未来高校教学中的重要位置，接受并

利用这种发展趋势来改进对学生的教学效果。

笔记本电脑等移动设备在学生中的大量推广，给学校改造升级自身的信息系统基础设施提供了新

契机，一方面可以节约在外围设备上的投资，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云系统教学资源的建设和介入上；另

一方面，可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总之，对学生使用笔记本电脑学习的做法，我们应该用引导代替禁止，树立正面典型来带动正确的

学习风气。面对这一不可阻挡的潮流趋势，与其盲目阻止，不如顺其自然，利用它来推动教学活动的开

展。教育界、学校和教师都应积极探讨利用新技术改进课堂教学与课后学习的方法，推动校内利用网络

改革教学材料的培训，普遍提高教师对新技术的运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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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笔记本电脑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效果
其一，有利于学生通过登录互联网随堂完成学习任务。在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有一个单词讲解的

教学环节。传统的方式是以教师的讲解和归纳为主，并附上同四、六级考试内容中与所讲单词相关的考

点的内容。教师课前认真详尽的备课成果，在实际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效果却并不理想。但是又似乎没

能改变什么，无法突破。这种做法没能从本质上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生词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其自主学习

的能力，教师依然是教学的主体。有了笔记本电脑等移动上网设备的介入，教师不再需要为学生准备一

份详尽的课件，取而代之的是把任务随堂布置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找寻单词的内容，并在堂上与同学共

同分享。这样做，大大提高和增加了学生课堂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展示自己的机会，使学生成为课堂上

的主角。

其二，有利于帮助学生为学习课文的内容做引导和铺垫。对于这一环节的处理，教师们较为典型的

做法是，课前自己上网搜索与课文内容相关的话题材料，将材料制作成课件，在课堂上以提问或讨论的

形式完成对课文内容的引入。有了笔记本等移动上网设备介入教学课堂，可以变成这样：课前教师的备

课，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备课，教师课前不单单只是准备课件，更要尽可能多地在互联网上了解相关的

内容来应对学生课堂上可能感兴趣的话题讨论。在课堂上，教师要做的是把与课文内容有关的关键词

提供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搜索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学生选取的众多话题中，因势利导到某一个话题

上，供大家进行课堂讨论，发表看法。讨论话题来自学生，观点来自学生，对立的观点也在学生中产生。

学生成为课堂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教师在课堂上说要扮演的是引导者、旁听者和总结者。

其三，有利于建立网络化的英语教学和考试题库。由于采用了信息技术，计算机生成的题目不再是

传统的纸质试卷，而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存在，包括声音，视频等生动鲜活的考试形式。通过网络的基础

设施传送到学生个人的笔记本电脑等其他便携式上网设备上，布置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在课堂内／外
完成。随着学生完成测试，计算机自动生成对学生各项能力的分类综合评估报告，为教师制定下一步教

学计划，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提供参考。

网络试题库采用固定的标准，以便不同的教学单位和认可教师有效地交换、整合教学资料，有关的

考评成绩可以为学生评估提供一个参考数据。综合评价学生在整个教学周期的表现，最终形成一个立

体的、多维的剖析报告［３］。

４　结语
在所有新型的数码技术中，笔记本电脑和学生的角色是最直接相关的。伴随着笔记本电脑的价格

大幅下降而其交流性能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大学要求学生使用笔记本电脑同时也提供无线基本设

施供其使用。新生带笔记本入学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因此笔记本进入高校课堂也势必有着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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