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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舍的移动学习平台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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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学习者无缝学习的需求，以移动学习时代学习方式的转型为背景，搭建基于微舍的移动学习平台。

结合微舍的支持服务，对移动学习平台进行框架设计和开发，构建移动学习的环境模型。微舍在移动学习平台构建上具

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能够真正实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给学习者呈现合适的信息，从而真正实现无缝的个

性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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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无线通信网络的发展和无线移动设备的普及，移动学习作为一种新型的数字化学习方式，越来

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移动学习碎片化、微型化、非线性的特征以及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个性化需求，

对移动学习平台建设提出了挑战。目前的研究重心集中在移动终端学习平台的设计与开发，研究过程

中还存在片面追求移动技术或移动终端的现象［１－２］。本文以微舍为开发平台，构建移动学习环境模型，

结合微舍的支持服务，设计与开发移动学习平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１　移动学习时代学习方式的转变
人类的学习方式经历了从古代的私塾求学到后来的课堂学习，再到现在的网络学习的演变，这种演

变无不是教育信息化手段发展的结果。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不断成熟、移动设备的逐渐普及，网络学习

方式也不断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远程学习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是指学习者在没有教师连续面授指导情景下，利用各类技
术媒体、学习资源的独立自主学习的行为活动［３］。其特点是师生时空分离，教学不同步。

数字化学习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是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具有全新沟通
机制与丰富资源的因特网来进行学习与教学的一种学习方式［４］。其特点是实现远程同步面授教学。

移动学习Ｍ－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ｂｉ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是指依托目前比较成熟的无线移动网络和移动设备开展教
学活动的一种新型学习方式［５］。其特点是能真正实现不受时空、地域限制的学习，任何人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进行学习成为可能。

２　微舍的平台化功能
２．１　微信公众平台

个人和企业只需要简单的注册，便能申请一个属于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通过自

动回复、消息群发以及一对一交流，与特定的群体进行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多方位沟通互动。正是

基于如此便利的沟通方式，微信公众平台目前主要用于商家线上线下的互动营销。而教育领域近两年

也逐渐将其与移动学习结合起来进行平台设计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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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微舍
２．２．１　微舍平台介绍

微舍是一个专门为微信公众账号提供营销推广服务的第三方平台。通过微舍平台，用户可以轻松

管理自己微信的各类信息，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维护。相比微信公众平台，微舍针对性更强，交互更灵

活方便，自带功能也更强大。

２．２．２　微舍与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系
与微信公众平台相比，其教育功能的特色更在于微网站的打造。微网站的开发打破了微信公众平

台在消息发布数量以及素材发布容量上的限制，同时可兼容的多媒体形式也更为多样化。其与微信公

众平台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微舍与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系

３　微舍学习平台设计
基于微舍的上述功能及其对移动学习平台的支持服务，对基于微舍的移动学习平台进行设计和开

发，其设计框架如图２所示。
３．１　平台界面

学生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后，就可在界面中看到自定义菜单，包括：功能指南、微官网、微政务、留言

板、微社区、智能服务、知识地图、在线图书馆、会员信息、课程表、作业提交以及在线考试。学生只需点

击相应菜单，便可触发与之绑定的微舍的相关功能，从而得到便捷的实现。

３．２　功能模块
微舍的自动回复、网页制作、短信邮件平台、微调研、微投票、微社区、智能客服、ＬＢＳ、３６０全景、百度

百科、视频搜索、数据统计、会员管理、素材管理、图文语音发布、摇一摇等构建了移动学习平台的功能模

块。在实现上，由微信公众平台与微舍平台共同完成，在技术上，微舍允许接入第三方接口进行开发，这

在模块扩充上为今后微舍功能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可能。

３．３　学习活动
知识管理。通过素材管理功能实现对知识的管理（增、删、改、查）。

学生管理。会员管理的各个功能让学生与教师无缝沟通。运用会员制度来进行学生管理，将积分

制度用于学分管理，通过对学分的统计来考核教学质量。

知识地图。运用ＬＢＳ构建基于位置服务的个人知识地图［６］。

资源发布。允许图文、语音、视频等多样化的信息呈现形式，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资源存储。一键收藏功能，能将好的学习资源进行存贮，以备下次查看。

在线图书馆（资源检索）。借助百度百科、视频查询等功能构建在线图书馆，实现资源的检索查询。

学习计划制定与监控。通过功能管理对功能模块的开关控制，实现对学习进度的调控。

学习评价与考核。管理者可通过微投票、微调研功能对教学情况进行考核评价，促进教学质量的提

高，达到教学质量监管的作用。

交流互动。通过设置自动回复、智能客服减少人工回复的工作量。教师可通过此功能完成学生的

答疑，以及接收学生对教学的相关建议和意见。微信墙可与传统课堂结合使用，改变老师讲、学生听的

课堂现状。同时可用于学生现场提问，教师现场答疑。新颖的互动交流方式可将课堂气氛迅速点燃。

在线论坛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实现课堂讨论、课后讨论、课后答疑、作业布置等功能。

在线学习。通过微网站的建设、学习资源的发布，实现在线学习。

自主测试。在技术可能的情况下，开发“摇一摇”功能，来实现随即试卷。

情境创设。运用３６０度全景进行虚拟学习情境的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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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数据的分月统计为移动学习中的学习分析提供了数据基础。

图２　基于微舍的移动学习平台设计框架

４　微舍学习平台学习模式设计
在线学习模式。微舍学习平台通过对微网站的开发，实现了基于浏览、下载服务的在线学习模式。

学生可在微网站中浏览课程信息，浏览下载专门为移动学习课程开发的微视频、微课件，浏览基于 Ｗｅｂ
资源。

离线学习模式。在离线状态，学生可在“我的课程”中通过浏览先前收藏或下载的学习资源来进行

离线学习。打破了无线网络对移动学习的限制，真正实现无缝学习。

自主学习模式。在整个移动学习平台，学习者通过自主浏览学习资源、自主测试实现自主学习。另

外，学习者可以根据课程进度结合自身学习情况来制定学习计划，实现学生自主个性化学习。

协作学习模式。微舍提供的“微论坛”“智能客服”等服务，实现了灵活地互动交流，为学习者提供

了协作学习的环境和机会。学习者可在微论坛中与其他学习者共同探讨学习问题，也可通过智能客服

向老师寻求帮助。

５　结语
本文对移动学习平台进行了设计与开发。微舍平台的使用将为今后移动学习的研究开创新思路，

其用户群体大、开发门槛低、使用上手快、自带功能强大的优势必将在教育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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