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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学习活动概述 



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起源于维果茨基，他提出了“中介”的概念并建

立了由主体、客体和起中介作用的制品/工具等构成的基

本活动结构。恩格斯托姆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加共同体、

角色和规则、劳动分工等要素形成一个人类活动可行的稳

定模型， 试图建立理解和分析人类活动的一般性框架，

从而为分析、建模和理解个体/群体人类活动提供一套概

念工具。 



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提供了一个研究使用移动技术中介的学习活动框架，能用来较好地理解 

移动学习的活动和目标，解释移动学习情境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影响移动学 

习活动的关键要素。 

 

运用活动理论设计移动学习活动的思想是： 通过某种移动学习设备中介，分析 

移动学习活动的角色和规则、共同体和劳动力分工，考察蕴含在移动学习活动中 

的物理和社会情境变化，分析学习过程和结果的不同视角，关注学习者参与的活 

动及所获得的进展。 

詹青龙. 活动理论视域的移动学习活动设计[J]. 电化教育研究, 2010, (2):58-62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 

    根据活动理论，学习活动是教学设计过程中最佳的分析单 

元。学者杨开城认为，学习是活动的内化，学习者正是通过 

完成系列的有教学意义的活动任务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学 

习活动对于保证学习的最终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关注移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必须同时重视移动 

学习活动的设计。 
 

 

 



移动学习活动构成要素 
（程志,龚朝花 ）依据活动理论，认为移动学习活动系统 构成要素 有： 

程志,龚朝花. 活动理论观照下的微型移动学习活动的设计[J]. 中国电化教育, 2011, (4):21-26.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原则 
• 最小粒度原则。一个学习活动承载一个动作。例如听、阅

读、测试、按键反馈； 

• 活动引领学习原则。与学习管理平台配合，以活动触发学
习，以记录保存学习者的相关信息(移动学习的学习者信
息中是否可以得到些有用信息)； 

• 最简活动编列原则。活动引领的学习体现最简编列原则，
且活动引领的学习对象重组亦体现最简活动编列。 

 

顾小清著.终身学习视野下的微型移动学习资源建设[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5.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原则 
国外一些学者(Colazzo et a1. ,2003)也提出了一些移动学习设计的原则： 

(1) 学习活动要短小，一个模块控制在5—10分钟之间。如此，学习者便能够利

用零碎时间完成学习活动(等待会议或旅行时在火车上学习)，比如阅读一小段

文字，做测验或使用论坛、通过聊天寻找到问题的答案； 

(2) 学习活动应简单、有趣。移动设备有限的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其他制约因

素不应限制多媒体内容的开发、设计和传播。学习者在使用时不必去阅读厚

厚的用户手册。在学习时，应该让学习者觉得有趣，并且可以随时退出学习

活动，在有空时继续学习。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的环节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应包括：确定学习主题、创设学 

习情境、分析学习者、提供术支持和服务、自主学 

习与协作交流、学习评价 6 个基本环节。 

杨佳. M-Learning中的学习活动设计[J]. 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11,(1):89-91.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的环节 

程志，龚朝花认为设计移动学习活动，应包括以下基本 

环节：需求分析、核心要素的设计、活动的设计、活动 

中介的设计、活动情境的设计及活动评价的设计。 

 

 

程志,龚朝花. 活动理论观照下的微型移动学习活动的设计[J]. 中国电化教育, 2011, (4):21-26.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的环节 
• 需求分析，旨在找出适合于微型化设计、非正式地学习、移动地互动通信的学习内容。 

• 核心要素设计主要是对移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共同体和客体进行详细的分析及设计。主体

是活动的执行者。共同体是与主体共同完成学习任务的其他学习者。客体是主体想要影响或

改变的对象，并最终被主体转化为结果。 

• 在移动学习活动系统中，必须识别出支持活动的所有行动和操作，并将活动分解成行动和操

作，这样才能很好地展开移动学习活动的设计。 

• 移动学习活动的中介设计主要是对移动学习活动中主体、客体、共同体之间的中介工具、规

则和劳动分工进行分析及设计。 

• 在进行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时，应考虑将真实生动的学习任务“嵌入”到学习者的日常生活及

社会性活动中，使他们可以在基于现实生活的学习活动情境中，应用移动设备解决各种问题

。 

• 微型移动学习评价方式、评价维度、评价标准等方面应体现多元化。 

程志,龚朝花. 活动理论观照下的微型移动学习活动的设计[J]. 中国电化教育, 2011, (4):21-26.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的环节 

黄荣怀等学者认为，进行移动学习活动设计应包含 

需求分析、聚焦学习者、学习场景设计、提供必要 

的技术环境、约束条件分析和学习支持服务设计基 

本环节。 

黄荣怀,王晓晨,李玉顺. 面向移动学习的学习活动设计框架[J]. 远程教育杂志, 2009, (1): 3-7.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的环节 
• 需求分析。鉴别是否所有的学习都适用于以移动学习的方式开展。 

• 聚焦学习者。以学习者为中心，着重分析个体学习者的学习需要和学习特征。 

• 学习场景设计。将现实生活场景运用于移动学习中，促成学习者对所学知识的
转化。 

• 提供必要的技术环境。移动学习活动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数字化资源、工具、平
台和技术基础设施等条件。 

• 约束性条件分析。对学习效果可能产生影响的一切制约因素。 

• 学习支持服务设计。解决移动学习实施过程中各类问题的信息、资源、人员和
设施等与学习者个体或所在组织机构需求紧密相关的服务总和。 

 

黄荣怀,王晓晨,李玉顺. 面向移动学习的学习活动设计框架[J]. 远程教育杂志, 2009, (1): 3-7.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模型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模型 

杨佳. M-Learning中的学习活动设计[J]. 软件导刊(教育技术), 2011, (1):89-91.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模型 
• 首先，分析学习内容是否适合移动学习，然后再确定学习主题。 

• 其次，对学习情境进行一定的推测和设计，以便实现对整个学习过程

的整体把握。 

• 然后，考虑移动学习者的特征，同时对学习活动中所需的技术和服务

提供支持。 

• 最后，在学习过程中除了学习者自主学习之外，要进行学习者之间的

交流或者和教师之间的交互。 

• 评价与反馈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之中。 

 
杨佳. M-Learning中的学习活动设计[J]. 软件导刊(教育技术), 2011, (1):89-91.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模型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模型（MLADM） 

黄荣怀,王晓晨,李玉顺. 面向移动学习的学习活动设计框架[J]. 远程教育杂志, 2009, (1): 3-7.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模型 

• 并非所有的学习活动都适用于移动学习形式， 因此，需求分析是移动学习活动设

计的首要步骤。 

• 需求分析结束后，就要进行学习场景和迷你活动的设计。移动学习场景包括背景、

用户、目标、事件、活动等多个要素。迷你活动由一个或多个子活动组成，旨在

提高学习者的知识和技能。 

• 设计完成迷你学习活动，并赋予相应的学习场景后，正式进入提供所需技术环境

和学习支持服务阶段。 

• 约束条件分析紧随环境设计和支持服务之后，着重分析社会性约束和技术性约束。 

• 学习评估和约束分析之间的不断反馈，在整个设计过程中促使前端的需求分析不

断细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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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龚朝花. 活动理论观照下的微型移动学习活动的设计[J]. 中国电化教育, 2011, (4):21-26. 

 



微型移动学习活动的设计框架 
• 通过需求分析，旨在找出适合于微型化设计、非正式地学习、移动地互动通信的学习内容。 

• 微型移动学习活动的核心要素设计环节，主要是对微型移动学习活动中的核心要素即主体、

共同体和客体进行详细的分析及设计。 

• 在微型移动学习活动系统中，必须识别出支持活动的所有行动和操作，并将活动分解成行动

和操作，这样才能很好地展开微型移动学习活动的设计。 

• 微型移动学习活动的中介设计环节主要是对微型移动学习活动中主体、客体、共同体之间的

中介工具、规则和劳动分工进行分析及设计。 

• 教学设计者应能将真实生动的学习任务“嵌入”到学习者的日常生活及社会性活动中，使他

们可以在基于现实生活的学习活动情境中，应用移动设备解决真实问题或完成各项实际任务

。 

• 通过学习活动评价，可获得学习者完成学习活动目标情况的反馈信息，使整个设计过程得到

不断的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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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婷婷. 基于活动理论的移动学习活动设计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2013.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模式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1. 移动学习活动的前期分析阶段。该阶段主要是通过对学习内容和学习 

者特征的分析，来确定是否适合开展移动学习。 

2.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包括活动任务的设计、活动组 

织形式的确定、移动学习活动流程的设计、活动规则的设计及活动评价 

的设计。 

3. 支持移动学习活动开展的环境设计。这个阶段主要包括硬件环境设计、 

软件环境设计及人文环境设计。 

杨婷婷. 基于活动理论的移动学习活动设计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李俊.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模型的改进与应用[D].河南大学，2010.5. 



李俊.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模型的改进与应用[D].河南大学，2010.5. 

自适应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模型 

•  进行学习内容分析。通过对学习内容的类型和学习步骤的详细分析，为学习者的

入门技能、学习内容呈现的形式、粒度、难易程度提供依据。 

•  聚焦学习者。即“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性，对激发学习者

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成效有很大的帮助。 

• 把学习材料的开发从迷你活动的设计中抽离出来，放在技术环境部署之后，为的

是能够开发出更加适合特定技术环境的学习材料。 

•  图中的虚线表示对约束条件的反馈，通过对社会性和技术性的约束条件的分析，

把分析结果直接反馈给需要修改的环节，进行修改学习的过程。再把修改后的结

果返送回来，并对学习评价的开发产生影响。 

 



移动课程教学设计原则 

 从认知负荷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在进行移动学习的教学设

计过程中，应善于利用认知负荷原理和多媒体设计原则，

尽量减少学习者的外在认知负荷，分解内在认知负荷，增

加相应的关联负荷，并且使总的认知负荷不超出学习者能

承受的认知负荷，以保证学习的效果。 （杨进中，2012

） 



移动课程教学设计原则框架 

杨进中. 认知负荷理论视角的移动课程教学设计原则[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2, (3):86-90. 

 



移动课程教学设计原则框架 

• 移动学习的设计首先要有明确的定位，弄清楚学习对象是谁,同时需要明确哪些教

学内容适合移动学习，哪些内容不适合。 

• 移动学习的教学设计应该遵循简单够用原则。移动课程教学设计要聚焦要义，除

去无关材料；要提示材料结构，突出关键材料，从而排除无关认知加工；用户的

界面要简洁大方，导航要方便直接；每屏呈现的信息要适量，字体大小要适中。 

• 由于移动学习适合一次处理比较小的学习单元并且聚焦于时间较短的学习活动，

所以移动学习中教学单元要短小精悍，时间最好控制在10-20分钟左右。 

• 在设计移动学习系统的时候，要允许学习者随机进入学习。模块之间的关联性和

导航性设计要合理，使学习者可以方便地进入任何一个学习模块。 

 

杨进中. 认知负荷理论视角的移动课程教学设计原则[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2, (3):86-90. 

 



移动课程教学设计原则框架 
• 在移动学习教学设计中，要通过合理运用多媒体，结合文字和声音/画面共同呈现

教学内容，有效促进认知加工和知识的生成。 

• 在进行移动学习教学设计时也要考虑去除冗余的设计原则，合理运用各种媒体，

避免呈现无关的或重复的教学信息，以减少学习者的外在认知负荷，更好地促进

学习者的认知和理解。 

• 在进行移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通过对学习材料进行适当的排序，使其符合学习

者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学习规律，可以减少外在认知负荷，提高学习

者的学习效率。 

• 在进行移动学习模块设计，把课程内容融合到相关问题和活动之中，发挥移动设

备优势，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让学习者针对问题展开探究式学习。 

杨进中. 认知负荷理论视角的移动课程教学设计原则[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2, (3):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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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案例 

 



移动学习活动案例 

依据《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中的教学设计这

一单元进行的移动学习活动设计。 

杨婷婷.基于活动理论的移动学习活动设计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 2013.6. 

 





杨婷婷.基于活动理论的移动学习活动设计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 2013.6. 

 



移动学习活动案例 

“发现招潮蟹“的教学活动 

http://www.doc88.com/p697279387546.

html 

 

道客巴巴.无所不在学习环境中建置具情境感知之户外教学生态系统[DB/OL]. 
 http://www.doc88.com/p-697279387546.html, 2013.11.23. 

 



道客巴巴.无所不在学习环境中建置具情境感知之户外教学生态系统[DB/OL]. 
 http://www.doc88.com/p-697279387546.html, 2013.11.23. 

 



道客巴巴.无所不在学习环境中建置具情境感知之户外教学生态系统[DB/OL]. 
 http://www.doc88.com/p-697279387546.html, 2013.11.23. 

 



道客巴巴.无所不在学习环境中建置具情境感知之户外教学生态系统[DB/OL]. 
 http://www.doc88.com/p-697279387546.html, 2013.11.23. 

 



  以课堂学习为主的“应用六个英文前置词” 

  的教学计划 

黄龙翔，陈文莉，吕赐杰，张宝辉.移动学习活动的属性分析：探讨学习活动设计的两个个案[J]. 
中国电化教育，2010(02):7-15. 

 

移动学习活动案例 



活动阶段 活动内容 

“暖场” 1.老师投影六道有关前置词的填充题让学生举手作答； 

2.和全体学生合唱一首歌词含有这六个前置词的童谣。 

分组活动 将学生为6组，限定20分钟，分别到校园内的指定地点（如花园，食堂，运动场等）自

行发挥创意，构想需要用上这些前置词的情境，用掌上电脑拍照，并依照片内容在

Pocket PC上造句。 

应用科技的 

学习活动 

1.老师事先准备了一则有关一粒“小红球”的故事，影印成习题纸，但每一句话都只写

半句，另半句留空，要学生各自发挥想象，完成有关小红球蹦蹦跳跳“经历”的六个

情境（如跳到树上，跌到桌子，底下等，正好都用上所有这六个前置词）。 

2.学生可选择在影印习题纸或事先下载到每一台Pocket PC 上的word文档上完成这则

故事。 

3.他们应用Goknow学习环境中的Sketchy（一套学生可轻易绘画写字并制作简单动画

的软件）将他们各自的故事“动画化”每一帧素描对应一个句子，这些素描连起来便

形成动画，叙述一个小红球不断移动到不同地方的过程。 

分享展示 部分学生利用实物投影仪投影和同学分享他们的作品。 



基于MSAPLE模型的移动学习活动案例 

 

杨佳. M-Learning中的学习活动设计[J]. 软件导刊(教育技术), 2011, (1):89-91. 



  
开展移动学习活动注意事项 

 



开展移动学习活动注意事项 

• 体现学习活动中学习者的主体性 

• 加强学习活动的内化与外化过程对知识建构的作用 

• 重视学习活动中社会性交往的作用 

• 注意学习活动设计的完整性 

• 强调学习活动目标的整体性及发展性 

• 充分发挥学习活动中移动技术的中介作用 

• 强调学习活动的情境创设 

程志,龚朝花. 活动理论观照下的微型移动学习活动的设计[J]. 中国电化教育, 2011, (4):21-26. 

 



开展移动学习活动注意事项 
• 强调活动流程的设计 

     在分析移动学习活动时，要从活动、行动和操作三个层次出发，将一个活动

细化分成多个行动或操作，并且要将这些行动或操作化为一系列的序列，形

成连续不断的活动流。 

• 强调工具的中介作用 

     在移动学习中，工具主要是指一些支持移动学习活动进行的支持条件，包括

通讯技术、学习资料、认知工具、学习方式等。移动学习和其他形式的学习

活动有区别的原因正是移动技术的中介性。 

• 强调学习活动中学习者的主体性 

• 强调学习活动的情境创设  

杨婷婷. 基于活动理论的移动学习活动设计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总    结 



   移动学习中学习活动的设计过程要贯穿活动设

计的思想和方法，同时还要发挥移动技术的优

势，重视学习者的移动学习体验。人、技术和

教育问题是设计过程中反复交织的问题。 



在移动学习中，情境既包括移动学习的物理环境， 

也包括学习者和其他共同体创造的有利于活动进行 

的移动学习情境。在进行学习活动设计时，需要创 

设合理的情境，使学习者产生浓厚的兴趣，以积极 

的态度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要有效地设计移动学习的活动，教学设计者应能预

期到开展微型移动学习活动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

需要哪些阶段；每个阶段有哪些具体的目标；实现

各个具体目标需要哪些行为；完成这些行为需要哪

些操作，它们的约束条件是什么等。 



相关问题探讨 



问题 1 

• 在对移动学习活动进行设计时，除了前面呈现之

外，是否还有其他环节应该考虑呢？ 

 



问题 2 

• 是否独立设计或参与过移动学习活动的设

计？遇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 



读书+听课+思考+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