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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新时代人民满意的教育袁 是区域教育资源优质均
衡的教育袁是促进学生规模个性化发展的教育袁更是实
现教学过程公平的教育[1]遥专递课堂作为促进教育公平
的有效途径之一[2]袁回顾其发展阶段袁在单向递送阶段袁
教学只有传输而无交互或者少交互 [3]遥 在双向交互阶
段袁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袁异地师生均可参与交互袁教
学效果得到极大提升[4]遥 在双师协同教学阶段袁辅助教
师的交互地位得到重视[5]袁但由于物理距离这一本源性
障碍袁 乡村学生参与课堂的交互性和临场感问题依旧
存在遥可见袁如何开展深度有效的野交互冶一直是专递课
堂教学的重点袁 同时城乡学生课堂优质交互机会是否
平等获得袁也直接影响了教育过程公平目标的实现遥

以 5G尧 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具
备打破视音频传输高延时壁垒尧优化教学内容呈现方
式的天然优势袁为视尧听尧触尧动等多感官协同参与的
高沉浸尧强交互体验获得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与条件保

障[6]袁也为乡村学校学生专递课堂优质交互机会的获
得尧交互效果的提升尧交互体验的优化等提供了契机遥
通过有效的技术和教学法设计袁不断增强乡村学生与
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袁为其构建一种具身性学习
环境与情境袁是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实现城乡学生野同
上一节课冶美好愿景尧促进乡村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有效途径之一遥

二尧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内涵特征

针对城乡师生交互性不足和临场感缺失等问题袁
研究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于 2021年设计了野强交互专递
课堂系统冶实践方案[7]遥 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正是由
该系统的实践归纳而来袁又通过不断优化以指导实践的
理论模式袁 其内涵理解可从两个层面展开遥 从词义看袁
野强冶作动词袁与野弱冶相对应袁有野使强尧加强冶之意曰野交
互冶作名词袁有野相互作用冶之意遥 野强交互冶为野增强交互
作用冶之意袁英文译为冶to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冶遥专递
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旨在增强乡村学生与交互要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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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作用遥 从交互过程看袁离身认知观指导下的学
习存在知识与认知主体分离尧与感官经验分离尧与情
境分离等症候[8]遥 具身认知理论对其进行了批判袁认为
野认知存在于大脑袁大脑根植于身体袁学习者的认知活
动是大脑尧身体以及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冶[9]遥为突
显物理尧生理和心理过程的耦合关系袁布莱克认为袁具
身学习环境的构建首先通过物理具身全面调动感知

觉经验袁 再通过意向具身使学习者维持并吸收经验袁
最后在物理与意象环境的协同共振中完成个体认知

加工[10]遥 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是一种具身学习袁是
不断引导乡村学生的身体与外界环境发生有效交互

的过程遥
综上所述袁研究将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界定

为院通过有效的技术和教学法支持袁为乡村学习者构
建一种具身性学习环境袁 增强其与所处物化环境尧社
会环境和个体环境的相互作用袁 不断引导其感知经
验尧吸收经验并完成自我内在认知加工袁提升学业质
量的过程遥其中袁物化环境是所有环境构建的基础袁由
基础设施渊教室尧课桌等冤尧场所布局渊色彩尧桌椅摆放
等冤尧技术工具渊学习资源尧系统工具等冤等要素构成曰
社会环境是交互开展的核心袁由主讲教师尧辅助教师尧
城市学生尧临场体验等要素构成曰个体环境是乡村学
生成长的关键目标袁由认知结构尧学习动机尧思维等要
素构成遥以上三种环境并非孤立存在袁而是相互影响尧
互利共生遥 基于此袁研究对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
逻辑内涵进行了分析渊如图 1所示冤遥

图 1 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逻辑内涵

从图 1来看袁上述三种环境的非重合区代表野弱
交互冶袁指乡村学生所处的物化环境尧社会环境和个体
环境之间互不影响袁各自运行遥 重合区玉尧域尧芋分别
代表野强交互冶袁指乡村学生所处的物化环境尧社会环

境和个体环境两两之间相互影响尧 协同发展的状态遥
其中袁重合区玉指乡村学生所处物化环境对社会环境
的支持袁支持力度强弱主要取决于技术工具的交互性
高低曰重合区域指乡村学生所处社会环境对个体环境
的影响袁影响程度强弱主要取决于乡村学生个体在社
会环境中感知到的临场感强弱曰重合区芋指乡村学生
个体环境对物化环境的改造能力袁改造能力高低主要
取决于乡村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程度曰重合区郁则代
表三种学习环境的高度重合状态袁也即野具身冶袁指乡
村学生真正以野身心合一冶的方式与城市学生同上一
节课的理想状态遥 基于此袁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包
含以下基本特征院

渊一冤以技术工具的交互性提升为基础
关于交互性的定义袁 陈丽将其归纳为技术系统的

特性袁 认为具有某一功能的媒体比不具备这项功能的
媒体更具交互性[11]遥 作为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基
础袁技术工具的交互性指支持乡村学生与主辅教师尧学
习伙伴尧学习内容等要素开展交互的功能特性遥在实践
中袁主辅教师可基于城乡交互差异袁借助 5G智能技术尧
大语言模型等按需开发功能多样的交互性工具袁 以促
进乡村学习者视尧听尧触尧动多感官协同式学习遥

渊二冤以异地师生的临场感增强为核心
探究社区理论将临场感分为社会尧教学和认知等

要素[12]袁有学者认为情感和学习临场感影响在线学习
效果[13]遥 作为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核心袁临场感
指乡村学生感知到的与主辅教师尧学习伙伴尧内容等
野共在冶的能力袁包括教学尧社会尧情感尧学习和认知等
要素袁交互性工具和临场感策略的支持对增强异地师
生临场感至关重要遥强临场感不仅有助于提高异地师
生心理连接程度袁 还能够有效调节乡村学生情绪变
化袁为其高阶思维发展奠定基础遥

渊三冤以乡村学生高阶思维发展为目标
在教育目标分类学中袁识记尧理解尧应用被认为

是低阶思维袁分析尧评价尧创造被普遍认为是高阶思
维[14]遥 从价值层面看袁高阶思维是能够解决劣构问题尧
实现迁移尧具有发散思维的一种以高层次认知水平为
主的综合能力[15]遥 作为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目
标袁乡村学生高阶思维的形成经历了与物化环境交互
感知经验尧与社会环境交互获取概念尧与个体环境交
互完成认知加工等过程袁实践中可通过多种评价手段
进行高阶思维评价以促进其发展遥

三尧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交互难点

具身认知观将学习者认知过程总结为在真实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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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类型 交互要素 交互行为差异

物化交互渊客观世界冤
城市学生与资源尧环境尧工具等 交互的情境性和友好性高袁具备多通道学习条件

乡村学生与资源尧环境尧工具等 视音频交互友好性差袁表情尧动作等其他通道交互缺乏

社会交互渊社会世界冤

城市学生与主讲教师 目光尧手势等多通道交互袁教学尧认知尧情感临场感强

乡村学生与主讲教师 以语言讲解为主袁通道单一袁教学尧认知尧情感临场感弱

乡村学生与辅助教师 以辅助提问为主袁在地化支持不足袁学习临场感弱

城市/乡村学生与本地学生 学生认知尧行为和情感的全面调动袁社会临场感较弱

城市/乡村学生与异地学生 侧重学生认知的调动袁空间分离导致社会临场感较弱

城市主讲教师与乡村辅助教师 参与协同备课尧教学和评价反思袁协同度和默契度不高

自我交互渊主观世界冤
城市学生与认知结构尧动机等 在学习成绩等智力因素和动机等非智力因素上较为突出

乡村学生与认知结构尧动机等 学业成就较低袁主动性尧表达能力尧思维发展较为滞后

所尧实践活动尧社会文化之中发生的行为遥根据认知发
生过程的不同袁可将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交互类
型分为物化交互尧社会交互和自我交互三类遥 物化交
互指乡村学生与物化环境的交互袁 包括学习资源尧环
境尧工具等要素曰社会交互指乡村学生与社会环境的
交互袁包括主讲教师尧辅助教师尧城乡学习伙伴等要
素曰自我交互指乡村学生与个体环境的交互袁包括认
知结构尧动机尧思维等要素遥基于城乡两端师生交互行
为的差异分析渊见表 1冤袁对由此派生的交互难点总结
如下院

渊一冤传输而非赋能院物化交互的支持不足
传统专递课堂系统的传输通道单一袁技术工具鲜

有满足异地师生的即时性尧精准化交互需求遥 加之网
络传输延迟尧教学用具冲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袁造成
对乡村学生物化交互的支持不足遥 表现为院 其一袁资
源尧工具的交互性弱袁相较于城市学生袁乡村学生对资
源工具的选择尧控制和建构不足袁如无法自主选择资
源尧控制资源的呈现方式等遥在参与课堂时袁较少与主
讲教师开展实时化尧个性化的双向交互遥其二袁学习环
境的情境性不足遥 教学内容的传递主要以视音频为
主袁乡村学生隔着野一块屏幕冶参与课堂袁缺乏视尧听尧
触尧动等多通道的学习体验袁导致其学习脱离情境袁沦
为野灌输主义冶教学遥

渊二冤旁观而非参与院社会交互的体验不佳
从物理距离来看袁城乡师生不在同一空间袁面对

面的师生关系发生转变袁由零距离的强关系变为远距
离的弱关系[16]遥 这种关系下袁乡村学生常处于旁观状
态袁交互体验不佳遥表现为院其一袁课堂交互不足遥一方
面袁工具无法为乡村学生提供远程参与活动尧获得个
性化指导的功能袁导致其参与交互的频率低下曰另一
方面袁由于缺乏增强交互的活动设计袁造成乡村学生
参与交互的质量不高遥其二袁临场感较弱遥乡村学生缺

乏社交友好型环境尧临场感策略等支持袁使得其临场
感长期低下[17]袁常出现消极尧紧张尧胆怯等负面情绪袁
不利于学习质量的提升遥

渊三冤离身而非具身院自我交互的绩效不彰
城市学生在学习风格尧能力尧思维等方面发展较

好袁乡村学生在主动性尧表达能力尧学习习惯等方面相
对滞后袁自我交互绩效长期不彰[18]遥 表现为院其一袁交
互的反思性不足遥规模化开展的专递活动较少关注乡
村学生引导性支架和反思性工具的支持袁导致其在遇
到困难时无法获得即时尧有效的指导袁在课后亦缺乏
反思工具帮助其建构知识遥 其二袁交互评价的设计缺
乏遥 具身学习指出袁概念的发展需要学习者在身心一
体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性实践遥专递课堂缺乏多元化的
评价指标袁无法为乡村学生学习过程与结果提供反思
性实践的证据遥

四尧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理论模型

结合对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内涵特征的分析袁为突
破上述交互难点袁本研究构建了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
习理论模型袁涵盖交互性工具尧临场感支架和多元化
评价三大关键要素遥

渊一冤理论模型构建
具身认知理论解密了知识生成与学习环境的密

切作用袁即知识并非个体心理的内部表征袁而是个体
与环境之间互动的产物袁进而才表现出知识的情境化
特征[19]遥 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是一种为乡村学生构
建具身性学习环境袁突破其开展物化尧社会和自我交
互难点的过程遥 从技术和教学法设计角度看袁交互性
工具的提供可以解决物化交互的难点袁因为工具具身
是物化环境具身的前提曰临场感支架的引导可以解决
社会交互的难点袁因为社会环境具身的根本是师生临
场感的获得曰多元化评价的开展可以解决自我交互的

表 1 专递课堂两端师生交互行为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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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理论模型

难点袁因为个体环境具身是高阶思维的获得袁高阶思
维的获得离不开评价数据的支持遥 因此袁本研究基于
具身认知理论构建了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理论模
型渊如图 2所示冤遥
由图 2可知袁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实施过程包

括前端分析尧交互过程设计和交互目标达成遥 在前端
分析阶段袁主辅教师借助 5G尧人工智能技术尧大规模
多用户元宇宙和多模态学习分析等技术袁对乡村学生
作品尧成绩尧课堂实录等进行多模态编码与分析袁开展
城乡学生学情差异尧内容和学习环境特征分析袁做好
内容准备与环境搭建遥在交互过程阶段袁首先袁通过交
互性工具的开发袁有效发挥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赋能作
用袁丰富学习工具的功能袁提升其有用性尧易用性和交
互性袁为乡村学生物化交互提供有效支持袁也为其他
类型交互提供条件曰其次袁通过临场感支架的提供袁设
计并实施创新型学习活动以增强异地师生临场感袁为
乡村学生的社会交互提供良好体验曰再次袁通过多元化
评价的设计袁有效促进高阶思维表征袁为乡村学生自我
交互提供反思依据遥 在交互目标达成阶段袁旨在缩短
城乡学生认知尧动作尧情感和素养差距袁提升其课堂交
互质量袁实现由低阶目标到高阶目标的转变遥

渊二冤关键要素解析
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也称 IPA学习袁重点关注

交互性工具 渊Interactive Tool冤尧 临场感支架渊Presence
Scaffolding冤与多元化评价渊Aassessment Diversification冤
三大要素遥 在具体设计过程中袁这些不同要素之间相互
影响尧相互融合袁共同支持学习活动的开展遥

1. 交互性工具渊Interactive Tool冤
交互性工具是指适用于专递教学野强交互冶学习的

软硬件设备的总称遥硬件设备包括专递教学系统尧视音
频采集工具尧交互式电子白板尧移动学习终端等袁软件
工具涵盖国家智慧教育云平台尧系统软件等遥参考王志

军尧陈丽等人对远程学习环境交互性的分析[20]袁本研究
根据乡村学生的典型需求袁 将专递课堂交互性工具的
交互类型尧工具描述和常见功能梳理如下渊见表 2冤院

针对物化交互的难点袁 可开发学习监控工具袁对
乡村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野进度监控冶袁帮助主讲教师
课后通过多模态数据分析了解学生学习投入尧学习积
极性和课堂行为规范曰针对社会交互的难点袁可开发
远程活动参与和教学辅导等工具袁 包括 野展示投屏冶
野一键调取冶野白板互动冶野远程批注冶等特色功能袁提升
乡村学生的教学尧社会尧认知临场感袁增强其参与课堂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曰针对自我交互的难点袁可在课后提
供反思支持与自我评价工具袁 引导其不断反思学习过
程袁对其高阶思维的发展提供支持遥

2. 临场感支架渊Presence Scaffolding冤
冯晓英等指出袁混合学习的教学法旨在了解在教

学中需要哪些支架尧支持什么尧如何支持尧何时支持尧
何时撤除等袁 并提出了混合教学临场感动态支架[21]遥
作为混合同步教学模式袁专递课堂同样要适时为学生
提供或撤除教学尧社会尧情感尧学习尧认知临场感等支
架袁且不同阶段支架强度是不同的遥因此袁研究提出专
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临场感支架渊见表 3冤遥

专递教学初期渊学期最初的 1~2周冤袁社会临场感
的支架强度最高袁教学临场感次之遥 社会临场感指乡
村学生感受到主讲教师尧城市学习伙伴野存在冶的心理
感知遥 可通过野建立归属冶与野身份认同冶等策略实现袁
如在音乐课堂袁城乡学生之间通过打节拍的方式互相
打招呼袁从而建立信任感与归属感遥 教学临场感指乡
村学生在专递学习环境中感受到的来自主讲教师的

关心尧指导与困难解决方面的帮助等袁可通过教师野自
我介绍冶等策略实现遥

专递教学中期渊时长由学科内容而定冤袁教学临场
感的支架强度最高袁 情感临场感和学习临场感次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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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临场感支架 典型策略 常见学习活动

专递初期

社会临场感
熟悉专递课堂环境 技术操作答疑尧交互质量调查尧问题提出与解决等
建立归属感 欢迎信尧自我介绍尧打招呼尧破冰活动尧小组建设等

教学临场感
了解课程与老师 课程总览尧课程信息阅读尧教师自我介绍等
激发学习动机 情境导入尧告知目标和标准尧学习契约尧学习规划等

专递中期

教学临场感 引导学生有效学习 经验分享尧案例分析尧协作活动等
情感临场感 激励学生持续参与 表彰尧温馨提醒尧同伴互评等
学习临场感 促进个人及小组知识构建 头脑风暴尧辩论尧角色扮演尧问题探索等

专递后期 认知临场感
综合展示与自我发展 作品创作尧方案设计尧作品展示尧个人档案袋等
自我反思与评价 思维导图尧学习任务单尧量表等

交互类型 交互场景 交互功能 常见工具 编号

物化交互

信息推送
能根据学习情况为乡村学生推送与学习密切相关的信

息尧资源袁并提醒其参与学习活动
基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学习

资源尧活动等
A

情境化
拥有视音频尧文字等多模态交互技术袁能营造真实或虚
拟的学习情境袁帮助乡村学生开展情境互动

真实情境创设尧虚拟情境创设尧
增强情境创设等

B

学习监控
能远程监控和记录乡村学生课前尧课中尧课后的学习情
况袁方便学习者随时随地进入学习

进度监控尧学习提醒尧视频采
集尧音频采集等

C

社会交互

活动参与
支持乡村学生在专递课堂环境中以个体或群体的方式

参与学习活动袁并完成专递课程中的学习任务
展示投屏尧提问抢答尧白板互
动尧远程投票等

D

协作学习
拥有对乡村学生随机分组和支持小组学习的功能袁能够
支持乡村学生完成小组协作学习任务

随机分组尧展示投屏尧远程批
注尧视频连线等

E

教学指导
支持教师通过预设的提示性问题尧即时评价尧典型案例尧
实验说明等为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教学指导

示范投屏尧画面调取尧远程批
注尧白板互动等

F

交流反馈
拥有多种同步交流的工具袁支持乡村学生与城市主讲教
师尧学习伙伴等随时开展互动交流与反馈

语音连线尧视频连线尧远程批
注尧画面对比等

G

自我交互

反思支持
支持乡村学生通过概念图尧 反思工具等对自我学习过
程尧学习情况进行监控尧调节尧评价与总结

基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反思

日志尧思维导图等
H

自我评价
支持乡村学生通过自我测验尧完成作业尧参与考试等方
式对自我学习情况进行评价

随机测试尧自动出题尧作业下
发尧自我总结等

I

表 2 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交互性工具

表 3 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临场感支架

教学临场感支架旨在通过经验分享尧案例分析等教授
学科知识遥情感临场感是指乡村学生在专递学习环境
中与主讲教师尧学习伙伴交流时袁个体以及个体之间
在感觉尧情绪尧情感等方面的外在表现[22]遥 可通过野表
彰冶野温馨提醒冶等活动袁让乡村学生与本地课堂建立
情感链接遥学习临场感是乡村学生在认知过程中行为
的表现袁 是其自我效能以及支持自我调节中的认知尧
行为和动机等构成要素[23]袁可通过野辩论冶野角色扮演冶
等活动实现遥

专递教学后期渊学习最后的 1~2 周冤袁认知临场
感支架强度最高袁其他临场感较弱遥 认知临场感反
映乡村学生的认知水平袁是其通过反思性实践获得
知识建构与理解的程度遥 策略包括野综合展示冶野自
我反思评价冶等袁可通过野方案设计冶野思维导图冶等
活动实现遥

3. 多元化评价渊Aassessment Diversification冤
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多元化评价是指评价方

式的多元化和评价数据的多模态渊如图 3所示冤遥

图 3 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多元化评价

评价手段的多元化是指采用问卷调查尧 访谈尧学
习任务单尧测试尧课堂观察尧即时评价尧电子档案袋评
价等多种方式进行评价遥评价数据的多模态指学习数
据来源包括平台数据尧行为数据尧认知数据尧心理数据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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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数据尧基础数据等遥平台数据指师生登录国家智慧
教育云平台尧专递课堂强交互系统的频次尧时长等日志
数据曰行为数据指乡村学生参与交互时的语言尧表情尧
手势等数据曰认知数据是指城乡师生问答尧生生讨论等
语音尧文本数据中的认知加工模式曰心理数据指乡村学
生认知尧情感尧能力等深度学习数据曰评价数据指乡村
学生参与考试以及量规评价中的数据曰 基础数据指家
庭背景尧姓名等遥 在具体实践中袁可灵活运用多元化评
价框架对乡村学生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综合评价遥

五尧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模型的应用

野强交互专递课堂冶系统提出以来袁研究团队先后
在湖北尧 山东等地的多组教学共同体袁 以及音乐尧美
术尧科学等多个学科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教研工作遥 为
有效阐述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理论模型的应用流
程袁研究以人教版小学三年级科学上册第一单元野食
物的消化冶课程为例袁设计并实施基于交互性工具尧临
场感支架和多元化评价的学习活动渊见表 4冤遥

渊一冤课前协同设计袁构建虚实结合的物理环境
课前协同设计阶段主要做好强交互性资源支持

和教学设计两项任务袁旨在帮助乡村学生实现有效的
自主预习与学习准备遥

1. 强交互性资源支持
强交互性资源包括野国家智慧教育云平台冶野云端

学校冶[24]等数字化资源形式袁也包括主辅教师尧免费师
范生等智力资源袁 其强交互性体现为资源的易得性尧
整合性和个性化遥易得性是指乡村学生能够通过专门尧
开放的专递课堂教室随时随地获取资源曰 整合性是指
主讲教师会根据课程内容尧 教学重难点以及城乡学情
差异对资源进行筛选尧整合与建构袁使其更有利于特定
教学目标的达成曰 个性化是指乡村学生能够实现对资
源的控制尧管理与个性化设置等遥在野食物的消化冶这节
课袁 强交互性资源支持主要为主讲教师提前下发的学
习任务单尧资源包以及消化器官的实验材料遥环境能够
有效支持乡村学生随时进入专递教室开展小组实验器

材维护与管理袁体现了资源的易得性遥 同时袁主讲教师
还为乡村学生配备了基于国家智慧教育云平台的课前

预习资源包以确保资源的整合性遥在此过程中袁乡村学
生在课前可按需点播相关资源进行自主预习袁 并就学
习中的疑问展开批注袁实现对资源的个性化管理遥

2. 强交互性教学设计
强交互性教学设计包括前端分析尧交互过程和交

互目标三方面袁对野食物的消化冶这节课袁课程目标要
求学生能运用科学语言描述食物在体内消化的过程袁

列举保护消化器官的方法袁并能够基于已有知识画出
食物消化过程图遥课程对象是来自湖北省咸宁市咸安
区城市校和乡镇校两个班级袁基于课前学习情况自查
问卷袁以及以往课堂观察和作品成绩袁收集学习数据
进行多模态学习分析袁 得出城乡学生在科学思维尧科
学素养等方面存在差距袁 乡村学生在交互行为频次尧
协作能力尧表达能力方面较差遥在此基础上袁搭建集录
播系统尧视音频采集设备尧交互终端尧5G网络尧交互白
板系统为一体的野强交互专递课堂冶系统袁该系统具备
远程示范投屏尧作品一键调取尧远程白板批注尧作品分
组点评等特色功能遥 最后袁根据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制
定评价量规尧多模态数据收集框架等遥

渊二冤课中协同教学袁创设场域构建的社会环境
课中协同阶段主要做好强交互性活动实施和过

程评价袁旨在强化乡村学生与城乡师生尧生生开展社
会交互的能力袁帮助其实现有效的社区学习遥

1. 强交互性活动实施
野场域冶是 Bourdieu提出的一种关系性概念袁主要

用来分析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网络或构型[25]遥
钟柏昌等人认为袁师生是教育场域的关系性存在袁具
身技术支持的多模态交互将影响教学的社会存在

感袁并由此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学生的认知发展[26]遥 强
交互性活动实施旨在为乡村学生构建一种基于交互

性工具的异地师生尧生生交互场域遥 本节课前期交互
场域旨在帮助乡村学生完成社会和教学临场感的建

立袁包括野打招呼冶野猜一猜冶野破冰活动冶等活动袁包含
交流支持尧情境化和活动参与等工具遥 中期以乡村学
生教学尧情感临场感建立为主袁包括野实验猜想冶野实
验验证与互评冶野顺序调整冶等活动袁以及情境化尧协
作学习尧教学指导尧交流支持等工具遥 后期以乡村学
生学习临场感和认知临场感为主袁包括野模拟实验冶
野总结评价冶等活动袁以及协作学习尧教学指导尧自我
评价等工具遥

2. 强交互性过程评价
强交互性过程评价是指利用课堂观察尧 即时评

价尧电子档案袋评价尧学习任务单评价等对乡村学生
参与学习活动的语言尧表情尧手势等多模态数据进行
收集尧评价遥 例如袁野食物的消化冶这节课袁通过作品一
键调取尧远程白板互动等功能袁主讲教师不仅能即时
了解评价乡村学习者的知识掌握程度袁还能通过平台
全面记录与分析乡村学生学习过程表现袁使得评价更
全面尧科学遥

渊三冤课后评价反思袁打造反思实践的主体环境
课后评价反思阶段主要作好强交互性反思引导

94



2024年第 12期渊总第 380期冤

交互阶段 交互活动 交互内容 交互性工具 临场感支架 多元化评价

课前

查一查
主辅教师对城乡学生技术中的问题尧交互质
量和临场感水平进行调查袁学生填写问卷

要要要
社会临场感

渊熟悉专递课堂环境冤
问卷调查尧电子档案袋
渊基础数据尧心理数据冤

学一学

主讲教师下发学习任务单袁 辅助引导乡村
学生根据野国家智慧教育云平台冶资源进行
自主预习

信息推送工具

渊国家智慧教育
平台资源冤

教学临场感

渊了解课程与教师冤
学习任务单

渊认知数据冤

课中

打招呼
主讲教师引导城乡学生互相问好袁伴随野挥
手冶野微笑冶等肢体动作

交流支持工具

渊视频连线冤
社会临场感

渊建立归属感冤
教师观察

渊行为数据冤

猜一猜
主讲教师院我们吃的食物袁都到身体的什么地
方去了呢钥 辅助教师引导袁城乡学生思考

情境化工具

渊虚拟情景创设冤
教学临场感

渊激发学习动机冤
教师观察

渊行为数据冤

破冰活动

主讲教师提供表达模板并引导点评院 学生
互相介绍今天吃的食物袁 讨论食物去了哪
里钥 辅助教师引导

活动参与工具

渊提问抢答冤

教学临场感

渊引导学生有效学
习冤

即时评价

渊评价数据冤

实验猜想

主讲教师引导城乡学生咀嚼馒头并体验其消

化过程袁提出猜想院咀嚼过的馒头与没有咀嚼
过的馒头滴碘酒有何不同钥 辅助教师引导

情境化工具

渊真实情境创设冤
教学临场感

渊引导学生有效学习冤
教师观察

渊行为数据冤

实验验证

实验员院 乡村学生通过视频展台在馒头上滴
碘酒袁作实验展示遥 观察员院城市学生运用互
动白板填写观察到的实验现象

协作学习工具

渊随机分组尧展示
投屏尧白板互动冤

认知临场感

渊综合展示与自我
发展冤

同伴互评

渊认知数据冤

拼摆图片

城乡学生按照食物进入身体的顺序拼摆图

片袁主讲教师请个别同学做演示并点评袁辅助
教师引导

教学指导工具

渊画面调取尧
作品点评冤

学习临场感

渊促进个人及小组知
识构建冤

教师观察

渊行为数据冤

顺序调整

主讲教师展示消化器官资料袁 请学生个体
或群体根据量规进行互评袁 并根据资料重
新调整拼摆顺序

交流支持工具

渊语音连线尧
视频连线冤

情感临场感

渊激励学生持续参与冤
量规评价

渊认知数据冤

实验猜想

主讲教师出示模拟器官材料袁 学生分组对
不同器官的工作过程进行思考袁 提出实验
猜想

情境化工具

渊真实情境创设冤

学习临场感

渊促进个人及小组知
识构建冤

教师观察

渊行为数据冤

模拟实验

实验员院 城市学生通过视频展台做实验展
示遥 观察员院乡村学生通过互动白板填写实
验现象

协作学习工具

渊展示投屏尧
白板互动冤

认知临场感

渊综合展示与自我
发展冤

同伴互评

渊认知数据冤

总结评价

主讲教师对消化器官名称及功能尧 模拟实
验情况进行即时测试与评价袁 引导学生互
评与反思

教学指导工具

渊白板互动尧
远程批注冤

认知临场感

渊自我反思与评价冤
测试

渊评价数据冤

课后 查缺补漏

主讲教师要求学生填写学习任务单对课程

内容进行温习与回顾袁提供问卷调查尧访谈
与答疑服务

自我评价工具

渊随机测试尧
作业下发冤

认知临场感

渊自我反思与评价冤

问卷调查尧访谈渊心理
数据冤尧自我评价渊评

价数据冤

表 4 基于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模型的教学设计

和强交互性结果评价袁旨在强化乡村学习者与自身认
知结构尧风格等的交互袁帮助其形成高阶思维遥

1. 强交互性反思引导
概念的发展需要学习者在身心一体的基础上进行

实践与经验的即时互动袁即具身的反思性实践过程[27]遥
高效的结构化反思离不开技术工具的支持袁也依赖于
教师的高质量反思引导策略遥 例如袁在本节课中主讲
教师引导学习者利用反思工具渊概念地图尧思维导图
等冤总结尧提炼实验的关键点遥 同时袁还通过课后城乡

师生手牵手公益性活动的开展袁帮助乡村学生解决迷
思概念袁促使其将知识迁移到不同的生活场景去解决
问题袁促进自身知识建构遥

2. 强交互性结果评价
以往对乡村学生的结果评价更多关注其学业成

绩尧作业完成情况等智力因素袁忽略了对其情感尧能力
等非智力因素的评价遥强交互性结果评价以深度学习
评价为标尺袁从乡村学生知识掌握尧情感体验和能力
发展三个维度展开评价遥 在野食物的消化冶这节课中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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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调查尧访谈尧自我评价尧量表评价结果等袁对乡
村学生数据进行收集袁分析其作品质量尧测试成绩尧目
标达成情况尧学习动机尧情感投入尧实验沟通能力尧表达
能力尧协作能力尧自主学习能力尧创新思维能力等袁旨在
全面测评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的实施效果遥

六尧结 束 语

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应用袁

一定程度上从过程公平角度实现了城乡学生课堂交

互机会的均等化遥 在具体实施中袁交互性工具并不是
越复杂尧越高级就越好袁而是要真正切合乡村学生需
求袁帮助其实现直接野在场冶的技术遥 研究初步阐述了
专递课堂野强交互冶学习对乡村学生学业质量提升的
有效性袁但如何更好地运用交互性工具尧临场感支架
和多元化评价促进乡村学生学习并进行实证研究袁还
需进一步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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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Reshaping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AO J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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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rought revolutionary impacts on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thoughts, concepts, objectives, methods and evaluations. While posing challenges to education, it also
brings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established
du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facing the most severe challenge, which will trigge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shaping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is is an urge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and resolved in
current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study, based 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AI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explains the intrinsic factors of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age of AI and the main problems confronted by the reshaping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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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re are problems of "weak interaction"such as simple access to knowledge,
passive approach and de-contextualization of content when rural student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the
delivery classro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interaction" learning in delivery classroom,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port of physical interaction, poor
experience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oor performance of self-interaction.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strong interaction" learning for delivery
classroom, which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eractive tools, presence scaffolding a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the third-grade science lesson "Food Digestion" in primary school as a case, this
study elaborated on the activity design proces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model,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cademic quality in rural
schools Through the IPA learning of delivery classroom.

[Keywords] Delivery Classroom; Teaching Interaction; Strong Interaction; Rural Students; Interac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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