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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学习者移动性，跨越
多个情境，跨域学习 

• 美国：如何更加有效的传递
教学内容，关注对教学质量
的影响 

• 亚洲：一对一，人手一台终
端，电子书包，无缝学习 





 

Hwang, G. J., & Tsai, C. C. (2011). Research trends in mobile and ubiquitous learning: A 
review of publications in selected journals from 2001 to 2010.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2(4), E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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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groups selected for mobile and 
ubiquitous learning studies from 2001 to 2010 

Sample group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igh school 

students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s 

Working 
adults 

Non-specified 

2001-2005 7 3 9 2 2 9 

2006-2010 34 14 50 4 4 16 

Total number  

of articles 
41 17 59 6 6 25 

 

Hwang, G. J., & Tsai, C. C. (2011). Research trends in mobile and 

ubiquitous learning: A review of publications in selected journals from 2001 

to 2010.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2(4), E65-70. 



Research learning domains selected from 
2001 to 2010 

Learning 

domain 
Science Mathematics 

Language 

& Art 

Social 

science 

Engineering 

(including 

Computers) 

Others 
Non-spe

cified 

2001-2005 5 2 3 2 2 5 13 

2006-2010 25 4 21 9 20 7 36 

Total number 

 of articles 
30 6 24 11 22 12 49 

 



应用领域 

•语言学习 
•科学教育 
•工程教育 
•数学学习 
 
 



案例1：HDUL项目 

• Harvard University 
• By Ed Dieterle and Chris Dede 
• http://gseacademic.harvard.edu/~hdul/) 
• Straightforward and Deep Effects of 

Wireless Handheld Devic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University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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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HDUL项目 
• 该项目是为了探究手持设备如何提高学和教的效

果。它基于人们的手持设备、社会文化、普适计
算技术走向。03-05学年，HDUL将WHD整合成
了8个不同的课程。 



案例1：HDUL项目 
•  该项目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在教育中使用手持设备

的实例验证了手持设备提高学和教的效果的可能性。
为手持设备教育应用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案例。如文森
特小学的应用案例
（ http://www.mpsomaha.org/）。 
 

•  该项目证明了无线手持设备在支持新千年的学习风
格上有协作、真实性、角色扮演、移动性、自我导向
的学习等能力。 



案例2： MWOW项目 
•  MIT, Museum without walls 
• http://museumwithoutwallsaudi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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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MWOW项目 
•  该项目以无线手持设备、嵌入式设备、无线网络

(WIFI)为 支 撑 ， 使 学 习 者 进 入 到 一 个 基 于 位 置 的
(Location-Based)、故事讲述 (storytelling)的学习
环境，该项目随着学习者在校园的走动，把麻省理工
学院100多年的历史都通过无线手持设备呈现出来。 
 

• 实现了“学习者与技术最优化的智能整合”，使学习
者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思考”，“从思考中学习”
成为泛在学习的本质内涵。 
 



案例2： MWOW项目 

• 以一个Museum without Wall 项目网
站为例,该项目网站包含如下部分： 
– 1.真实历史（讲述历史事件） 
– 2.倾听历史（主要包含历史事件以及可下载和观看

的音视频） 
– 3.创造历史（用户可以通过成为志愿者，添加历史

事件） 



案例3：情境感知户外生态教学系统 

• 台湾黄国祯教授主持 

• 户外生态教学系统以U-Learning为概念基础，

以 无线通讯 、移动装置配合教学活动等U-

Learning环境三要素进行系统规划。以PDA

为移动载具、以全球卫星定位技术达到立即定

位，并配合情境感知之时间情境与使用者位置

情境条件考虑，建立无所不在的学习空间。 
 



案例3：情境感知户外生态教学系统 

 

Gwo-Jen Hwang,Tzu-Chi Yang,Chin-Chung Tsai ,Stephen J.H. Yang , A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conducting complex science experiments [J].Computer & Science, 2009,(53):402-413 



案例4：情境感知语言学习支持系统 

• 日本德岛大学 
• 情境感知的语言学习支持系统 
• TANGO、JAMIOLAS、JAPELAS 
• TANGO注重词汇的学习 
• JAPELAS注重礼貌用语的学习 
• JAMIOLAS注重拟声词的学习 
• 正在进行的LOCH for Outdoor Task-based Learning项目侧重

户外基于任务的学习。 
• 在日本的外国留学生日常学习日语提供服务 
• 可以通过对外界环境的感知，随时随地向学习者进行提问 

 



案例4：情境感知语言学习支持系统 

 
 

(Hiroaki Ogata ,&Yoneo Yano, 2004) 



案例5：BSUL项目  

• 日本德岛大学 

• BSUL(Basic Support for Ubiquitous Learning)系

统旨在泛在计算系统融入课堂教学环境，为教室和

现场活动提供泛在学习支撑环境，从而评估教室环

境下泛在技术对学习者学习的影响及可能性。 

• 在教室内，学生利用联网的PDA与指导教师和其他

学习者进行互动。 

 



案例5：BSUL项目  

 



案例5：BSUL项目  

BSUL系统架构 

Ogata, Hiroaki, Saito, Nobuji A., Paredes J., Rosa G., Supporting Classroom Activities with the BSUL 
System[J].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2008,11(1):1-16. 



案例6：WALKABOUT项目  

• 澳大利亚Des Casey博士主持 
• Walkabout U-Learning是基于任务或者专题的泛

在学习系统研究项目 

• 这一系统包含学习任务、特定学习领域、内容说明、

学习活动、交流模块、管理模块 

• 学习者通过完成1—12个任务(Task)或主题(Topic)

来完成学习 



案例6：WALKABOUT项目  

 

http://walkabout.infotech.monash.edu.au/walkabout/fit1011/index.html 

http://walkabout.infotech.monash.edu.au/walkabout/fit1011/index.html


案例7：EULER项目  

•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 
• 户外自然科学学习项目 

• 关 渡 自 然 公 园 (Guandu 

Nature Park in Taiwan) 

• 小学教师和学生 

Liu, T.-Y., Tan, T.-H., & Chu, Y.-L. (2009). Outdoor Natural Science Learning with an RFID-Supported 
Immersive 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2 (4), 161–175.  



案例7：EULER项目 

 



案例8：智慧泛在课堂 

• 上海交通大学 

• 图书馆、教务处、网络信息中心进行资源整合，

推出“智慧泛在课堂”，颠覆了传统的学习方式 

• 个性化定制的超星学习终端 

• 200位学生、500门课程的近2000套教参资料 

 

 

http://www.edu.cn/jxpt_6502/20111027/t20111027_699189.shtml 



案例9： Smart Classroom项目 

• SmartClassroom即智能教室, 集成了清华大学人机交互
与多媒体集成研究所的许多研究技术成果。在系统软件的
支持下,教师可以直接用语言、手势、板书等传统授课的
方式引导课堂讨论,给远程学生授课。 
 

• 同时,课堂中教师讲解时的音频、视频、板书、学生的发
言等等都可以被系统自动记录下来,形成一个可检索的复
合多媒体文档。目前的智能教室主要是使计算机能够感知
周围的环境,接下来将向更高层次发展,即让计算机能够理
解这些环境的变化。 
 



泛在学习应用实践 
Application of Ubiquitous Learning 



• 学校在泛在学习研究方面比较突出，但实
际的应用探索很少，有的也只是研究层面。 
 

• 企业吸收U-Learning理念后开始实践探索，
主要用在企业培训上！ 



从传统面授培训、网络培训
转向无处不在的泛在培训! 
 



培训模式的转变 

• 从正规培训到非正规培训 
– 当前的网络培训体系中正规培训占绝对地位 
– 非正规培训将成为“长尾理论”中长长的尾巴 

• 从一对多的培训到多对1的培训 
– 培训不再是一个专家对多个学员的培训 
– 而是多对一的培训（多个专家/教师对1个学员） 

• 从外因驱动型培训到内需驱动型培训 
– 学习不再是强迫式的，绩效考核导向的 
– 而转向员工自我需求驱动下的萌生式培训 



技术支撑环境的转变 
• 对新技术从“观望”到“拥抱” 

– 搭建云学习平台 
– 部分行业（电力、水利等）部署传感网络 

• 从“统一化”到“个性化” 
– 真正以“用户”为中心 
– “因人而异”的学习环境 

• 从简单的“应用服务”到“智能服务” 
– 识 别 环 境 信 息 （ personal context & Environment 

Context） 
– 以你喜欢的方式给你想要的，因为TA更懂你 



内容开发模式的转变 

• 从外部购买/专家生产到用户产生内容（UGC） 
– 多少课程是购买的？多少是自主开发的？ 
– 究竟什么样的内容是最合适的？ 
– 员工在工作中实际用到的、积累的知识对于企业来

说才是最具生命力的 
• 从“单枪匹马”到“协同共创” 

–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聚合的力量是无限的 
– 让业务部门的员工参与培训内容的创建中来 

• 随时随地记录、发布内容 
 
 



培训评价方式的转变 

• 现在贵企业如何对员工培训进行评价？ 
– 学分？ 
– 时间？ 
– 考试？ 
– … 

• 从“他评”到“自评” 
– 系统实时反馈 
– 学员自我诊断 

 
• 考核为主的评价将会慢慢消失！？ 

 
 
 



广东移动培训学院的U-Learning实践 

• 广东移动培训学院从2007年便开始着手对电
子化学习形式进行深入探索和思考，逐步打造
了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U-Learning学习平
台，并用短短几年时间从U-Learning 1.0升级
为U-Learning 2.0，从而构建了组织学习活动
的长效机制，使学习需求和学习资源自主匹配，
搭建了一个多元化的组织学习支撑平台。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U-Learning学习平台与国际接轨，《中国远程教育》（资讯）2013年第1期 



广东移动泛在学习平台 

• U-Learning学习平台是个多边型模型，内涵
包括电子化学习、移动学习、远程学习和非正
式学习四种核心学习方式，提供在线学习、学
习交流、手机学习、学习测评、知识管理、培
训管理等六大核心业务。 
 

• 挖掘、提炼企业最佳实践经验！ 



广东移动培训学院U2.0平台 

 



 



U2.0平台运营情况 

 



读书+听课+思考+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