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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智慧教学环境的建设和运行机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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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新型教学环境，以助力改革传统的教与学形态、推动课堂革命，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

基于此，文章以四川大学为例，首先介绍了智慧教学环境的建设理念和设计思路；然后，文章从多类型教室、

教学扩声、环境控制、公共空间、互动系统、信息服务等方面，重点介绍了四川大学智慧教学环境建设的实践；

最后，文章基于对高校教育技术机构主要传统业务之发展趋势的分析，针对智慧教学环境的运行机制提出了相

关思考，以期为高校智慧教学环境的研究、建设和运行提供借鉴，并推动智慧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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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陈宝生部长指出：“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看，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1]传统的教与学形态“以教为中心”，

互动式、启发式、探究式的教学较少[2]，为此高校纷纷开展课堂教学改革的探索，但传统教学环

境所支撑的课堂教学形态不能满足课堂教学改革需求[3]，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要与教

室深度融合，构建全新的教学环境[4]。因此，如何满足课堂教学改革需求，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

融合，构建新型智能化教学环境，成为了高校教育技术工作者关注的热点[5]。 

一 智慧教学环境的建设背景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新目标和“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新要求[6]。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一流大学首先应该有一流的人才培养，就应该办 好的本科教育[7]。但长

期以来，各大高校“办 好的本科教育”面临很多问题，其中的共性问题主要有：如何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如何真正实现教学相长？如何真正实现个性化教育？如何解决

“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四川大学（下文简称“学校”）明确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认为只有进

行课堂革命，教育才能真正革新。为此，学校一方面实施启发式讲授、批判式讨论的高水平互

动式小班化课堂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促进师生互动，鼓励教学相长；另一方面通过非标准

答案考试和全过程考核等学生评价改革，促使学生真学、真想、真领会。 

在推行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学校发现在“以教为中心”的传统教室，桌椅固定，设备单

一，环境保守、封闭，极大地限制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讨论，不利于批判性思维的培

养；同时，学校还深刻认识到智慧时代需要智慧教育，而智慧教育的开展必须构建智慧教学环

境。因此，学校的课堂教学改革要以教室“革命”为抓手，重点建设互动探究式、自主开放型

的智慧教学环境，实现教学空间与教育理念、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双向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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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慧教学环境的建设理念和设计思路 

2013 年底，学校开始建设全新的教学环境——智慧教学环境。通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和实践

经验积累，学校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建设理念：一是变革传统教室，设计全新的教室形态，打造

舒适的物理环境，支撑课堂教学改革；二是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

智能的信息技术环境；三是营造参与、创新、激励的积极心理环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为培养学生优秀的思维品质、创造才能和行动力服务。具体来说，学校

的智慧教学环境建设主要从空间环境设计和技术环境设计两个方面进行。 

1 空间环境设计 

①“人与环境”的和谐：运用空间设计学、心理学和人体工程学等相关知识，充分考虑功

能、容量、空间尺度、照明、色彩、气味、使用舒适度等因素，打造健康、友好的物理空间[8]。 

②教学空间的可重构性：教学家具可移动，打破束缚，适合多种类型教学；对空间进行适

当的分区，可实现不同类型教学空间的组合，能同时开展不同类型的教学活动。 

③教学空间的智能性：对各种环境因素、设施设备进行智能感知和调控，打造智能空间。 

④教学空间的延伸性：教学空间应突破传统观念，从教室延伸至教学楼公共空间，乃至延

伸至整个校园。 

2 技术环境设计 

①界面使用友好便捷：充分尊重师生的界面使用习惯，做到功能强大、使用简单。 

②呈现方式健康智能：视觉呈现方面，充分考虑距离、角度、照度、功能设计等因素，恰

当采用大屏、多屏、多视窗系统；听觉呈现方面，充分考虑声音的响度、均匀性和声像一致性，

便于管理和维护，满足智慧教学需求。 

③资源共享获取便利：提供网络与教学系统支持，实现资源的便捷获取与使用、师生之间

信息资源的共享交互，提供线上课程与远程课堂资源服务、资源智能获取服务。 

④教学数据智能分析：充分满足互动教学、智能教学的评价与反馈需求，为教学效果提升

和管理评估提供智能化数据支持。 

⑤软硬件和功能融合：系统设计科学，实现硬件、基础软件、应用软件的融合，并实现智

能视窗、教学互动、课堂录播、远程互动、电子书写、智能感知和控制、虚拟与现实、教学评

价等多方面功能的融合。 

三 智慧教学环境的建设实践 

2011 年，学校开始积极探索从技术环境角度支持课堂教学改革，把表决器引入课堂，尝试

通过各种扩音手段来解除有线话筒对教师的束缚，满足教师走下讲台与学生进行深度互动的需

要。2012 年，学校开始探索物理环境改革，首次尝试使用可移动桌椅，教室墙面使用非白颜色，

积极探索物理环境对心理环境的影响。在智慧教学环境建设理念的指导下，学校于 2014 年初建

成智慧教学环境示范区，得到了校内师生和业界的高度肯定。在推进智慧教学环境全覆盖的过

程中，学校不断总结经验，研究和引进新技术、新成果，并结合课堂教学改革的实际需求，打

造互动式、智能化、开放型、多样性的智慧教学环境。截至 2019 年 9 月，学校已分批、分期完

成含 500 余间多类型教室、40 余条互动式走廊、5000 余平方米互动式交流空间的智慧教学环境

建设，实现了教学与资源、信息技术、教学环境的融合，为教学变革提供了环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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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造多类型教室 

①灵活多变互动教室：学校打破传统教室固定桌椅的布局，配置了可移动、可拼接、多类

型的活动桌椅、人机交互式显示设备、手机互动系统等。师生根据教与学需要，可自由组合教

室桌椅，较大程度地满足了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资源互动的教学需要。教室实景如图 1 所示。 

②多屏研讨教室：学校重构教学空间，设计全新教学形态，去除传统讲台，将讲桌置于多

边形教室中央，以更好地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的组织者、引导者等角色的作用；同时，

学校配备了多个触摸一体机、书写白板、手机互动系统和多屏互动系统，能充分满足小组研讨、

分享等教学需要。教室实景如图 2 所示。 

图 1  灵活多变互动教室 
 

图 2  多屏研讨教室 

③多视窗互动教室：学校配置超大屏显示设备和多视窗演示系统，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多类

型教学内容演示方式。该系统支撑复杂的教学过程，支持对多种教学资源的展示、对比和多种

教学资源的可视化便捷调度，能实现高难度复杂问题的多维度展示，优化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如医学类课程能更好地实现病变前后细胞、组织、器官的对比

呈现，设计类课程能更好地实现平面与立体课件的对比呈现、普通课件与虚拟空间三维视图和

操控过程的同屏呈现等。教室实景如图 3 所示。 

④远程互动教室：学校配置专业摄像机、远程互动系统，组合教室大屏、多屏，创设沉浸

式互动环境，实现多教室、多校区、多地域的教学资源共享。教室实景如图 4 所示。 

图 3  多视窗互动教室 
 

图 4  远程互动教室 

⑤网络互动教室：学校配置高性能教师机、学生机和网络互动系统，提供强大的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人机交互功能，能实现教师机和学生机同屏展示、收发资料，学生一对一接受教师

的指导与反馈、向其他学生展示学习资源等。此外，通过整合不同教室形态（如机房教室和理

论教室）的功能，实现不同教学方式的融合，以更好地满足软件、设计等类课程的体验式、参

与式教学需求，教室实景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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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专用研讨室：学校采用玻璃隔断的方式，将大教室划分为多个独立的讨论区域，每个区

域配置多类型活动桌椅、书写板、触摸一体机和投屏系统，为师生课后学习研讨、学术型社团

活动交流、大学生双创项目探讨等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撑。教室实景如图 6 所示。 

图 5  网络互动教室 
 

图 6  专用研讨室 

2 采用智能化教学扩声 

教学扩声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考虑声音响度、声像一致性、管理维护、使用便

捷等多个方面[9]。教学不能是单向传输，而要发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教室声音处

理既要实现教师“讲好”、学生“听好”，也要实现学生“讲好”、教师“听好”。通过广泛对比

和深入研究，学校于 2014 年引入吊麦扩声，师生无需手持或佩戴麦克风便可大面积有效拾音扩

音，能更好地控制声音合理响度、实现声像一致性，既解放了传统扩音方式对教师的束缚，又

解决了传统扩音方式难以支持师生交流的难题，而且基本无需管理维护，减轻了师生使用负担。 

3 构建教学环境智能控制系统 

教学环境智能控制系统实现了设备控制自动化、环境调节智能化、教室运行情况透明化和

教师服务及时化[10]，其主要功能有：①跨校区远程集中控制，即各校区教室所有设备都由一个

中央控制室远程集中控制；②根据教务课表自动完成教室设备的开、关等控制；③自动监测教

室温度、照度等环境因素并智能调节；④教室配备控制面板，根据不同需求调节环境与指定授

课模式；⑤远程实时监控教室运行，及时发现故障和隐患；⑥师生通过远程呼叫即时获取服务。 

4 建设教学楼公共空间 

教学楼公共空间建设是指将过道、走廊和教学楼内的大厅等公共空间利用起来，配备白板、

桌椅、无限网络、触摸一体机、创新创业型咖啡吧等适宜学习交流的设施设备，打破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打造温馨、人性化的互动交流学习空间。教学楼公共空间的建设，不仅方便师生随

时随地交流讨论、进行思维碰撞，而且对整个教学楼学习氛围的营造和提升也有重要意义。 

5 部署手机互动系统 

2011 年，学校引入课堂表决器助力教学改革，在传统教室条件下开展师生课堂互动，解决

了教师无法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反馈的难题，为互动教学和学生学习需求的研究奠定了实践

基础。2016 年，能充分满足互动教学需求的手机互动系统开始在课堂中使用。2017 年，手机互

动系统升级，实现了课前、课中、课后师生的全过程互动。2019 年，手机互动系统再次升级，

移动教学功能上线，实现了课堂互动教学与个性化教学、个性化学习的深度融合，成为互动教

学改革的重要支撑平台。目前，手机互动系统 4.0 版本正在研发，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

教学大数据分析，对教学全过程进行诊断，为教师改进教学提供参考；同时，对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效等进行分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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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教学环境信息服务 

学校提供的教学环境信息服务主要包括：①自主研发教室状态信息发布系统，与教务系统、

教学督导系统对接，自动同步排课数据和教室使用数据，以可视化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当天每

间教室的使用状态和可用情况；②建设智慧教学环境专题网站，公布教室类型、座位数、功能

简介、设备使用指南、服务热线等内容，便于师生了解、使用智慧教学环境；③开发培训预约

系统，为师生提供自定义式的教育技术培训服务。 

四 智慧教学环境的运行机制思考 

要想积极发挥智慧教学环境的作用，为教学改革提供积极支撑，智慧教学环境的管理维护、

应用推广尤为重要。目前，这些职能主要由教育技术相关机构负责。随着技术发展和人们信息

素养的不断提升，教育技术机构的主要传统业务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一是教学资源建设专业

化，趋向购买服务与大规模共建共享；二是线下环境（教室）运维由多部门负责，亟待功能重

组、部门整合；三是由于大数据、云服务等技术日渐成熟，线上环境运维与信息技术的结合越

来越紧密；四是技术研究与培训的内容由单独的技术、方法转为综合教学能力和技术素养。顺

应此趋势，本研究结合智慧教学环境的实际管理，就相关机构的业务配置提出以下思考： 

①将教育技术研究、培训和教学资源建设等业务并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其主要业务包括

组织、协助教师建设教学资源，为教师教学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开展教师教学能力与技术素

养培训，协助教师将信息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将教育技术研究与教学过程紧密结合，不断推进

教育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与创新。 

②将线上教学环境建设、运维等业务并入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充分发挥技术部门的凝

聚效应，统筹规划学校数据中心、大数据分析平台和超级计算平台的搭建，负责学校信息化基

础设施和信息化应用系统的建设与运维，保障学校网络信息安全等。 

③将教学楼环境建设、运维等业务并入公共资源服务中心，由其统一运行、管理学校各类

教室、会议室、公共空间、运动场馆等公共资源，并通过资源整合共享，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

质量。需注意的是，公共资源服务中心一方面要集公共资源的物业管理与设备运维于一体，以

适应智慧环境的管理需要；另一方面要与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合作，发

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做好智慧教学环境的规划、设计和建设。 

五 结束语 

教学环境的建设，对于课堂教学改革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四川大学智慧教学环境的

建设成果得到了校内师生的高度认可，可为高校智慧教学环境的建设提供参考。祝智庭[11]曾提

出：用英文的比较级“Smarter Education”表示对教育持续向上的追求：只有较好，没有 好。

而智慧教学环境的研究与建设，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优化的过程。基于此，后续研究将持续

推进智慧教学环境的建设实践，并致力于开发支持教师实现个性化教学的“智授系统”、打造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智课环境”、研发基于学生行为分析的科学化管理“智为平台”。希望随着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技术和产品能更好地服务于智慧教学，为

智慧教育提供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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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mart Teaching Environ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Sichu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CUI Ya-qiang    GAN Qi-hong[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Chun-yan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enter,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610065) 

Abstract: Constructing a new teaching environment to help refor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patterns and 

promote classroom revolu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s training. Based on this, taking 

Sichu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d the construction concept and design idea of smart 

teaching environment. Then, the practice of smart teaching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Sichuan University was 

introduced from the aspects of multi-type classrooms, teaching sound reinforcement, environmental control, public 

space, interactive system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main 

traditional businesse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thoughts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mart teaching environment, expecting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mart teaching environ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mart education. 

Keywords: smart teaching environment; smart classroom; learning space; techn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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