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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 BA4C 模型

焦建利， 周晓清

（华南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最近一些年，随着电子书包实践的发展，基于 Pad（平板电脑）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的教学法极为匮乏。 通

过系统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不难发现：从面向数字化学习工具的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出发，以学习活动的微观视角

进行分析，是研究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教学法的一个比较好的理论切入点。 文章在重点剖析了一种比较典型的面向数字

化工具的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Padagogy 轮的基础上，结合活动理论、混合学习理论以及移动学习系统“4C”模型，

初步构建了一种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教学法理论模型———BA4C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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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移动终端的日益普及，
一对一数字化学习（One to One Digital Learning）开始

在基础教育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并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 然而，不少一对一数字化学习项目也存

在诸多误区，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仅仅将移动终端引

入课堂，而并未在教学流程和教学方法上加以系统改

变，这很难对传统教学产生变革效应[1]。 Fleischer 等人

在对一对一数字化学习项目进行系统梳理时也指出：
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关注“怎么做”的层面，而不仅仅是

“是什么”的问题[2]。
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的焦点绝不仅仅是技术，而是

它所依赖的全新的教学法。 当前，一对一数字化学习

在实践层面上先行一步，有关研究却相对滞后，尤其

是教学法相关的研究更是鲜有报道。 现存的一些研究

或是对传统教学环境下教学模式的简单照搬，或是基

于校本的实践所作出的粗浅的经验总结，这些成果对

飞速发展的教学实践缺乏指导力度。
本文在对国内外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教学法相关核

心文献进行分析评述的基础上， 重点剖析了一种比较

有代表性的理论框架，并结合相关的理论基础，构建出

了一种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教学法模型。

二、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教学法研究综述

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的最早尝试出现在上世纪末，
但时至今日， 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仍未能跟上实践的快

速发展[3]。Penuel 曾对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提出了三条标

准：一个学生始终对应着同一台设备，设备能够接入互

联网， 学生按照学校的要求使用设备完成学习任务[4]。
当前我国流行的“电子书包”项目在本质上也可以视为

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的范畴，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移动

终端和学习资源、工具为载体，贯穿于预习、上课、作

业、辅导、测评等各个教学环节，覆盖课前、课中、课后

学习环境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与教的系统平台 [5]。 近年

来，随着新一轮国家教育信息化改革的浪潮，相关研

究逐渐升温。
(一)国内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教学法研究的现状

最近几年，国内电子书包的内涵正在从关注“实”
的硬件设备逐渐转换到关注“虚”的应用服务层面[6]，从

最开始的重视硬件、软件和资源开发，如今正逐步转入

教学应用层面。 比如，王佑镁等人发现：我国电子书包

近十年研究热点正从系统开发、技术标准、试点实施、
应用模式等方面转向电子书包的教学模式、 理论发

展、政策研究等方面[7]。 电子书包正呼应当下“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潮流，倡导构建能够凸显学习者

理 论 探 讨

9



电 化 教 育 研 究

主体地位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境 [8]，以形成全新的

教学应用模式。
目前国内关于电子书包教学应用的研究很多，覆

盖中小学各主要学科，模式构建层出不穷。 研究达成

的共识有：教与学方式的变革是电子书包教学应用的

核心问题 [9]；电子书包应该提供一种“以学生为中心”
的个性化的学习环境[10][11]，以帮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以及设备的移动性是电子书包的

基本特征 [12]，等等。 这些都对电子书包的教学应用作

出了有益探索，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应用层面上，现有

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思路，见表 1。
两种思路各有利弊。 第一种思路是将电子书包与

一些已有的典型教学模式或教学流程相结合，试图构

建基于电子书包的教学模式。这些模式对进一步深化

电子书包的教学应用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但是，如果

仍然用已有的一些教学流程去重新包装电子书包，是

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子书包的教学潜能，这个问

题值得深思。第二种思路是立足于电子书包的课堂教

学实践， 着眼于分析构成电子书包课堂的基本单元，
如学习活动、行为操作等因素，进而提出比较符合教

学实际的教学模式，这种基于学习行为或学习活动分

析等微观视角的研究似乎更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二)国外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教学法研究的现状

在国外诸多一对一数字化学习项目中，比较典型

的 有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提 出 的 OLPC （One Laptop Per
Child） 非 盈 利 项 目 [21]， “缅 因 州 学 习 技 术 （Maine
Learning Technology Initiative）”项目[22]，等等。 伴随着

这些典型项目的成功，一对一数字化学习席卷了整个

欧洲，如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意大利、土耳其、英国

等[23]。 亚太地区，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也陆续开始

一对一数字化学习项目[24]。 国外一对一数字化学习项

目基于 iPad 的教学应用研究是比较典型且具有代表

性的。据 Etherington 统计，在美国，使用 Pad 进行一对

一数字化学习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 450 万人 [25]，而

iPad 已经占领了 75%的教育市场[26]。
自 2010 年起，大量关于 iPad 教学应用的研究文

献开始出现。 比如，在一项基于 iPad 的准实验及人种

志研究中，Jeffrey Brand 等人率先提出“Pad-Agogy”一

词 [27]， 而 Thomas Cochrane 等 人 在 2011 年 又 提 出

“iPadgogy”一词[28]。 这两个词形式不同，但均由“iPad”
和“Pedagogy”两个词合成，表 达 的 含 义 是“iPad 教 学

法”。

表 1 国内电子书包教学应用研究的两种思路

思路一：与已有的典型教学模式或流程相结合 思路二：分析构成电子书包课堂的基本单元

胡卫星等，2011
构建了电子书包“硬件+软件+网络服务”的整体

系统框架，并提出了基于电子书包的主题式教学

模式[13]

郑娟

等，

2013

基于八个小学英语课堂教学录像， 从课堂活动的组织、

电子书包的教学体现、 自主学习活动三个方面进行分

析，并提出了电子书包环境下小学英语自主学习模型[14]

张文兰等，2013
对电子书包在小学数学学科的教学模式进行了

实证探索，提出了“数学概念形成—获得教学模

式”以及“数学知识巩固—练习教学模式”[15]

刘妍

等，

2013

针对目前电子书包课堂上比较重视教学内容呈现，而

对学习活动设计缺乏关注的现象， 首先对小学英语课

堂中常见的学习活动进行总结，并结合活动理论，提炼

出电子课本中学习活动设计的模式 [16]

胡小勇等，2013

将 电 子 书 包 与 传 统 媒 体 的 特 性 进 行 了 对 比 分

析，并构建了“基于电子书包授导互动教学应用

模 式 ”、“基 于 电 子 书 包 学 案 导 学 教 学 应 用 模

式”、“基于电子书包主题探究教学应用模式”[17]

徐显龙

等，

2013

对面向电子书包应用的课堂教学行为进行分析，将教学

行为分为操作、教学行为对、教学行为链、教学活动四个

层次，教学活动是整个课堂的最基本的组成单元[18]

黄明燕，2013 混合学习环境下的电子书包应用模式 [19]

沈书生等，2013 基于电子书包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20]

表 2 国外基于 iPad 的教学应用研究的典型示例

研究者 研究内容

Valstad, H，2010[29]
对 iPad 所具有的技术优势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指出了 iPad 所具有的教学功能，如记录笔记、收集保存数

据、演示呈现、广播、概念图以及替代和增强其他工具等

Diana Audi，2013[30]
利用 iPad 在美国一所大学数学课上展开准实验研究 , iPad 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iPad 教学能够增强

学生的参与度和创造性

Shih-Hwa Liu，2013[31] 借助 iPad 上的一款名叫 Cabri3D 的软件，重点关注 iPad 对学习者认知技能、态度以及迷失概念等方面的影响

Yanjie Song，2014[32] 使用了三款 APP（Edmodo、Evernote、Skitch）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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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提供了一些利用 iPad 进行教学的案例，这

些 案 例 均 借 助 了 iPad 上 具 有 特 定 教 育 功 能 的 应 用

（App）与教学相整合。
总体而言，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境是

一个“富工具”的环境，它集成了大量的教育应用，如

何有效地组织和运用这些 App，便成了最近几年的一

个研究热点。Lucy Santos 等人面向科学课开发了一个

选择 App 的量表， 以帮助教师选择合适的教育 App
服务于自己的教学 [33]； Jordy Whitmer 等人明确提出

将 App 与学习活动相结合的理念，同时提出 Apptivity
和 Taskonomy 的说法，并提供许多基于 App 的学习活

动的举例[34]，Apptivity 是 App 和 Acitvity 的合写，意为

基 于 App 的 学 习 活 动 ，Taskonomy 是 Task 和

Taxonomy 的合写， 意为基于不同 App 分类的学习任

务 [35]。 此外，Allan Carrington 提出的“Padagogy Wheel
（Padagogy 轮）”[36]， 试图将 Pad 上的 App 与教育目标

结合起来，这只是众多面向数字化学习工具的基于布

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方法中的一种，国内焦建利对此有

比较全面的引进和介绍[37]。

三、Padagogy 轮:
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教学法理论的全新探索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自 1956 年提出以来，
已成为教育领域课程设计与开发、评估与实践的重要

理论依据，影响全球教育教学实践达半个多世纪。 在

教育活动中，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具有导向、选择、标

准的作用，能够指导教师选择教学媒体、进行教学以

及评价教学效果等。从面向数字化学习工具的布鲁姆

教育目标分类理论框架出发，以学习活动等微观视角

分析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境下的课堂，是一个研究一

对一数字化学习教学法的比较好的理论切入点。
2001 年，Anderson 等人对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中

知识领域的目标进行了一次修订，增加了“创造”层次，
并用大量描述学习活动的动词描绘了每一层次的能力，
形 成 了 “修 订 版 的 布 鲁 姆 教 育 目 标 分 类 （Revised
Bloom’s Taxonomy）”[38]。 2009 年，Andrew 在修订版布鲁

姆教育目标分类框架下，对网络环境下的各个层次的学

习活动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提供网络环境下相对应的一

些学习工具集， 并形成数字布鲁姆 （Bloom’s Digital
Taxonomy），用于数字化学习工具的系统分类[39]。

(一)面向数字化工具的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

1. 数字布鲁姆的概念框架
数字布鲁姆整合了认知领域六个层次的教育目

标与相应的数字化工具， 并描述了大量的学习活动，

可以用于指导一线教学实践者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
选择恰当的教学媒体，进而设置恰当的学习活动。 数

字布鲁姆按照“目标—行为—工具”形成三维的概念

框架[40]，表 3 给出了“知道”层次的示例。
表 3 数字布鲁姆“目标—行为—工具”

三维分析框架示例

2. 基于数字布鲁姆的数字化学习工具分类
数字布鲁姆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广泛的

关注，陈丹等人于 2011 年将其介绍到我国 [41]。 此后，
越来越多的数字布鲁姆模型涌现出来。 一对一数字化

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者， 几乎时刻被工具所包围，如

Pad 上数量丰富的教育 App，一旦与网络互连，将接触

到更多的基于 Web 的工具， 这些都可以统称为数字

化学习工具。 众多的实践者尝试利用数字布鲁姆的概

念框架对这些数字化学习工具进行分类 [42][43]，演绎出

了不同表现形式的分类方法，见表 4。
以 上 基 于 数 字 布 鲁 姆 的 数 字 化 学 习 工 具 分 类

中，有面向 Web2.0 网络学习工具的分类，还有 面 向

Win8 系统的学习工具、iOS 系统的教育 App 等的分

类。其中，Charlotte Bechurst 提出的面向 Win8 系统工

具的教学轮以及 Allan Carrington 提出的 Padagogy 轮

不仅利用轮型模型，囊括了更多的工具，而且将对应

的学习活动也很好地结合起来， 无论是在表现形式

还是内容呈现上， 这两个模式跟其他模型相比都略

胜一筹。
(二)Padagogy 轮：一种面向 Pad 数字化学习工具

的分类法

1. Padagogy轮的提出
Padagogy 轮是由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的阿兰·

凯灵顿（Allan Carrington）[51]提出的。 阿兰目前正致力

于移动技术支持的教与学的研究，Padagogy 轮是他的

最新研究成果之一。 阿兰认为移动终端上大量的教育

App 具有极大的教育价值。 于是，结合前人有关数字

布 鲁 姆 的 研 究 成 果， 阿 兰 开 发 出 了 一 个 “Padagogy
Wheel”模型，一个面向 iPad App 的布鲁姆教育目标

分类理论框架， 以帮助教师设计并实施基于 iPad 的

教学。
Padagogy 轮一经发布， 便获得学界广泛关注，仅

目标 行 为 工 具

知道

认 出、列 出 、描 述 、确 认 、

想 起、起 名 、找 到 、指 出 、

列 出 要 点 、高 亮 、添 加 书

签、 添加社会网络书签、

添加星标、搜索

文字处理软件、 思维导图、

教 学 卡 片 、演 讲 工 具 、制 作

Wiki、在线测验、笔 记 软 件、

Web2.0 工具、搜索引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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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 6 月至 7 月间，Padagogy 轮的海报共被下

载 34170 次[52]。 目前，Padagogy 轮已经连续更新三版，
图 1 是第三版的中文译图，表 5 详细解读了 Padagogy
轮第三版。

表 4 7 种基于数字布鲁姆的数字化学习工具法分类法

图 1 Padagogy 轮第三版翻译图 （翻译：周晓清、焦建利）

2. Padagogy轮的发展历程
（1）Padagogy 轮 1.0：教育 App 推荐从零散到统合

2012 年 7 月， 阿 兰 在 阿 德 雷 德 大 学 作 了 题 为

《Padagogy201：用布鲁姆的方式 去 教 学 会 更 好》的 报

告[53]。 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在数字布鲁姆概念的基础

上，阿兰将零散的教育 App 系统地整合起来，并正式

发表了 Padagogy 轮的第一个版本。 该版本内外共四

层，从内向外依次是：学习目标层；活动动词层；学习

活动层；iPad Apps 工具层。阿兰认为 Padagogy 轮可以

用来帮助教师进行课程开发、教学设计以及教育 App
评估等。

（2）Padagogy 轮 2.0：以学生的能力培养为出发点

2013 年 5 月，阿兰发布了 Padagogy 轮的第二版，
在这个新版本中，阿兰增加了一个用于描述学习者的

能力目标的核心层[54]。 由于阿兰关注的是高等教育的

技术应用问题，核心层所描述的主要是高等教育中学

习者应该具备的能力，包括良好的沟通、充满活力和

激情、时间管理技巧，等等。 阿兰认为借助 Padagogy
轮的这一新增要素，在进行课程开发和学习活动设计

的时候，教师能够从学生的核心能力着手，并在教学

实践中着力培养这些 21 世纪学习者应该具备的能力

特质。
此外，Padagogy 轮最外层添加了 SAMR 模型，这

是一个用于评估技术在教学中整合程度的简明标准，
程度从低到高，依次是“替代、增强、修改、重塑”四个

层次，这为评估学习活动提供了一个标准，不同认知

层次的学习活动与 SAMR 模型的四个层次有明确的

对应关系。 但是，这种对应关系是否成立，仍需要进一

名称 图示 描述

金 字 塔 型

布鲁姆

数 字 布 鲁 姆 创 始 人

Anderson 提 出 的 面 向

Web2.0 工具的数字布鲁

姆分类法 [44]，呈现出金字

塔形， 推荐一批 有 教 育

功能的 Web2.0 工具

层 级 数 字

布鲁姆

Kathy Schrock 面 向

Web2.0 数字化学习工具

提出了自己的层 级 型 分

类[45]

椭 圆 型 数

字布鲁姆

Brian Felker 进一步将数

字化学习工具划 分 为 高

阶思维层次和低 阶 思 维

层次[46]

数 字 布 鲁

姆孔雀

Kelly Tenkely 的 数 字 孔

雀 布 鲁 姆 （Bloomin’
Peacock） [47] 是 面 向

Web2.0 数字化学习工具

的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

Win8 系

统 App 工

具 的 教 学

轮

Charlotte Bechurst 提 出

的 面 向 Win8 系 统 App
工具的教学轮[48]

面 向 iPad
上 的 App
布 鲁 姆 教

育 目 标 层

级分类

Langwitches 的 数 字 布 鲁

姆橙子以及相应 的 面 向

iPad 上的 App 分类[49]

Padagogy
Wheel

Allan Carrington 的

Padagogy 轮 是 面 向 iPad
的教育 App 的数字布鲁

姆分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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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验证。
（3）Padagogy 轮 3.0：恰当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

2013 年 9 月，阿兰发布了 Padagogy 轮的第三版[55]，
在这个版本中，阿兰在居于核心位置的学习者能力层之

外，又添加了学习动机层。 阿兰认为，在 Pad 支持一对

一数字化的课堂教学中， 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标志着学

习是否真正有效地发生过， 而参与度与学生的学习动

机是否得到有效地激发有着直接关系。 受 Dan Pink 在

其 TED 演讲 《动机的谜团》（The Puzzle of Motivation）
中关于动机的观点影响 [56]，阿兰在核心层之外又添加

了 关 于 学 习 动 机 的 三 个 比 较 重 要 的 因 素： 自 主 权

（Autonomy）———学习者有自主学习的意愿； 掌握力

（Mastery）———学习者能够把握自己的学习； 目的性

（Purpose）———学习者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3. Padagogy轮的教学应用
阿兰认为， 成功运用 Padagogy 轮的关键在于利

用 App 设计出学生参与度高的学习活动。Padagogy 轮

提供的五步教学法可以帮助教师设计出学生参与度

高的学习活动[57]，见表 6。
然而，Padagogy 轮是一个通用的模型， 需要与具

体的学科相结合， 并进一步细化学习者的核心能力，
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学习活动， 逐渐积累起相应的

App，最终形成个性化的 Padagogy 轮。 最近几年，已经

有一些类似的尝试， 比如，Mark Coppin 依据阿兰的

Padagogy 轮，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培养目标，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适用于自闭症儿童培养的 Padagogy 轮[58]。
(三)对 Padagogy 轮的借鉴与批判

1. “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设
计思路

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境代表了未来

一种比较典型的将信息技术与课程高度整合的教学

环境，Padagogy 轮为我们在这种新的教学环境中进行

创新教学提供了新思路， 它创造性地将 iPad 上的工

具集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整合起来，并提供了大量

的学习活动，以一种比较形象直观的方式展示了教师

应该如何进行面向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教学。
“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设计

实现了教学设计思路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设计更多的

是基于教学内容的，其特征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是

教学内容和教学流程的掌控者；而全新的基于学习活

目标

层次
描述动词 学习活动 教育 Apps

SAMR
层次

知道

理解

释义、总结、提取、解释、识别、分

类 、描 述 、比 较 、推 断 、寻 找 、标

注、匹配、举例、解释、报告、详述

罗 列 要 点、命 名、高 亮 显 示、思 维

导图、添加书签、添加星标、注释、

发表博客、文字处理、加入社交网

络、添 加 社 会 性 书 签、订 阅、搜 索

或者 Google 下、列清单等

iAnnotate; iThoughts; Twitter; DocsToGo;
MentalCase; Facebook; Google Search; Bump;
Blog Docs;Maptimi; CourseNotes; Quizcast;
FeeddlerRSS

替代

层次

运用

编辑、玩游戏、实现、模拟、使用、

分享、执行、上载、教授、运行、黑

客 、加 载 、运 行 、画 出 、执 行 、记

录、访谈、建造

编 辑、角 色 扮 演、制 作 小 电 影、演

示、展示、访谈、绘图、模拟、收集、

拍 照、记 日 记、制 作 剪 贴 簿、画 图

表、制造困惑、雕塑

Explain Everything; Perfectly Clr; Keynote;
Sonic Pics; Articulate; Evernote; AudioBoo;
Ustream; Adobe Connect; Google Docs； Quick
Voice； Animation Creation

替代；

增强

分析

对比、区分、推断、比较、解构、调

查 、辨 别 、概 述 、决 定 、排 序 、检

查、强调、演绎、分类、模仿、面谈

报告、谈话、调查、制作表格、制作

图 表、创 作 广 告、创 作 多 媒 体、创

建问卷、总结

iCardSort； SurveyPro；MiniMash； MindMash；
Inspiration Maps； Benton；Popplet； Numbers；
Pages；DropVox；FilemakerGo; Comic Life

增强；

修改

评价

建立网络连接、 辩护、 总结、排

名 、判 断 、比 较 、争 论 、公 布 、会

议 、核 实 、讨 论 、支 持 、决 定 、优

先 、评 估 、合 作 、鉴 定 、减 轻 、选

择、批评、表达观点

批 判 思 考、作 出 判 断、表 达 观 点、

模拟法庭、提出假设、发布新闻列

表、作调查、作报告、作总结、提出

建议、自我评价

WikiNodes; ShareBoard; Prompster Pro; Skype;
Evernote Peek; Notability; StudentPad; Tapose;
WEB toPDF; Google+; Edmodo; AIM

修改；

重塑

创造

想象、假设、设计、发明、生产、改

变 、建 议 、作 曲 、猜 想 、创 作 、创

造、找到特殊方法

唱歌、 讲故事、 制作电视广播节

目 、 制 作 ePub 或 iBooks 等 电 子

书 、创 作 卡 通 、创 作 Rap、制 作 动

画、创造新游戏、混音、视频编辑、

播客、多媒体展示、录制视频

Interview Assistant; Creative Book Builder;
Nearpod; Fotobabble; Garageband ;Toontastic;
Voicethread; Prezi; Easy Release; Wordpress;
iMoive; Aurasma; Screen Chomp; iTime Lapse
Pro

重塑

表 5 Padagogy 轮第三版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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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设计则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是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师只是设计好学习活动并以指导者的身份

出现。 只有实现这样的转变，才能真正满足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境对凸显学习者主体地位的

诉求， 而 Padagogy 轮的五步操作法为我们提供了进

行“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一对一数字化教学思路提

供了借鉴。
表 6 利用 Padagogy 轮进行基于 Pad 的

一对一数字化教学的五步法

2. 混合学习是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基本特征
当下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境虽然是一种基于

移动终端的全新教学环境，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脱离

传统教学方式，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融合了传统教学

和网络环境中的教学的学习方式，是一种以混合学习

为主要特征的学习环境。这种新型的学习环境其实就

是一种混合学习环境，这种学习环境不仅囊括了面对

面、实时的在线学习与自定步调的学习，而且更加注

重将各种教学方法、媒体、技术等进行优化选择和组

合，以达到教学目标[59]。
Padagogy 轮一经提出，便以其解决问题的新颖而

直观的思路赢得广泛关注。 然而，Padagogy 轮是一个

静态的模型，它无法展示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的完整教

学流程，它呈现给人们的仅仅是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

境下 “教育目标—学习活动—教育 App”之间的对应

关系，而它离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境下教师和学生的

实际操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3. 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管理平台是学习环境建构

的基础
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境是一种包括

目标、活动、人、内容和工具等五个要素在内的学习环

境， 它不仅能够支持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和协作学

习， 同时又是一种个人学习环境 （Pers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60]。 就我国一对一数字化学习实践而言，
目前，国内的电子书包项目的发展思路也多是以一对

一数字化学习管理平台为基础，整合“设备、内容、服

务”于一体，为学生创建一种个人学习环境[61]。
Padagogy 轮直接提供的是针对数字化学习工具

的分类法，但并没有突出地强调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

境的概念。 所以，在进行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

习理论模型构建时，作为环境支撑的一对一数字化学

习管理平台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四、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

学习 BA4C 模型的构建

(一)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础

1. 活动理论
按照活动理论的解释，学习活动是指完成特定学

习目标而进行的师生操作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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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 杨开城在活动理论的

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

理论”，并认为教学系统是学习活动的序列，而学习活

动则是由学习目标、活动任务、方法和步骤、资源和工

具、学习成果形式、评价规则等要素构成[62]。 他的这一

观点为我们描述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活动

设计思路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理论基础。
2. 混合学习理论
如前所述，当下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环境是以混

合学习为主要特征的，混合学习是在线学习和面对面

学习的混合，是多种教学方法、模式、策略、媒体、资源

的混合， 是对数字化学习反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注

重发挥传统教学和数字化学习优势的一种新的学与

教方式 [63]。 在实际教学应用中，这种混合学习的模式

最常见的表现方式为课前学生以自主学习为主，课中

互动讨论为主，课后拓展提高为主的流程 [64]。 混合学

习理论为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的教学流程

提供了理论借鉴。
3. 移动学习系统“4C”模型

步骤 典型句式

1. 明确学生

的能力目标

我期望我的学生具备哪些能力素质

为了达到这一切， 我应该怎样设计我的课程及

活动

2. 有效激发

学生的动机

我所创建的学习环境及学习活动如何才能真正

激发学生，使其获得对自己学习的自主权、掌握

力、目的性

3. 清晰描述

学习结 果 及

学习活动

当你完成本节课/讲座/研讨会的学习后， 通过<
选择相应的活动名称>活动， 你应该能够<选择

相应的动词>
注明：这里的“你”指代学习者

4.选 择 对 应

的 Apps 工

具予以支持

什么样的 App 适合该学习活动

这个 App 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缺陷

有没有更好的 App 可以支持当前的学习活动

5.利用SAMR
模型对 学 习

活动进 行 评

价

你准备在教学中如何使用你所选择的 App
这个学习活动是否仅仅是替代层次， 学习者不

使用这个工具也能轻易完成任务

我是否可以重新设计活动使之达到增强或者修

改的层次，以增强学生的参与度

我是否可以创建这样的学习活动， 没有这个工

具的支持，学生就没办法完成其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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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奎因（Clark Quinn）的 4C 模型是一个面

向移动学习系统设计的模型，这个模型高度概括了移

动学习系统应该包含的四大功能。（1）内容（Content）：
移动学习课程中为学习者所提供的媒体、 资源、 工具

等；（2）计算(Compute)：人机互动，终端或系统从学习

者那里获得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 加 工；（3） 获 取

（Capture）： 学习者利用终端从学习环境中采集信息；
（4）沟通（Communicate）：学习者与其他学习者或者教

师沟通[65]。 这为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管理平

台的功能分析提供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依据。
(二)BA4C 模型的功能模块

基于 Padagogy 轮框架以及上述理论基础， 本文

提出了一种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教学法理

论模型———BA4C 模型， 如图 2 所示。 BA4C 分别代

表：（1） 以混合学习为典型特征的教学流程（Blended
Learning）;（2） 作为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课堂基

本构成单元的学习活动（Activities of Learning）；（3）具

有“4C”功能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管理平台（Content、
Compute、Capture、Communicate）。 其中，（2）的具体设

计过程表现为以 Padagogy 轮为理论框架的学习活动

设计思路。

图 2 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 BA4C 模型

1. 以混合学习为典型特征的教学流程
以混合学习为典型特征的教学流程，将在线学习

与面对面学习相结合，按照课前、课中、课后等三个阶

段划分，其主要的师生活动包括：（1）课前———教师通

过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管理平台进行备课，备课的内容

主要是设计不同的学习活动并准备相应的资源、工具

和服务支持，同时对学生进行在线答疑；学生则根据

教师提供的学习活动进行在线的自主学习并发现问

题，包括自主学习、课前测试、在线讨论等活动形式。
（2）课中———教师组织学习活动，学生在教师的指导

下参与活动，教师在此过程中集中解难答疑或者进行

个性化指导，包括集中面授、课堂小测试、讨论交流、
汇报展示等活动形式。 （3）课后———学生根据教师提

供的学习活动以巩固提高、拓展延伸为主，包括作品

创作、小组探究等活动形式，教师则备课或者在线答

疑，准备进入下一轮教学。
2. 以 Padagogy轮为理论框架的学习活动设计
作为课堂基本构成单元的学习活动，其设计主要

借鉴的是 Padagogy 轮的思路， 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完

善，共包括三大系统。
（1）控制系统

a.明确核心能力：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

倡导以学生的能力培养为出发点， 培养学习者的 21
世纪能力，如批评性思考能力、沟通表达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信息素养等 [66]，以及与学科相关的能力，如

小学科学要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探究能力等。
b.激发学习动机：在一对一数字化环境下，学习

者的自由度大大增加，教师需要有效的动机激发策略

来保障学生自主学习的顺利进行。
（2）执行系统

c.分析学习需求及学习者：这是一切教学设计的

起点，在 Padagoy 轮理论框架中却是缺乏的。
d.分析学习目标及学习内容：根据布鲁姆教育目

标的六个层次，对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进行分析。
e.准备学习环境：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

环境， 既包括 Wifi 无线网络、App 等工具， 也包括课

件、电子书、文档等资源，以及教师所提供的学习支持

服务等，是基础设施、工具、资源及服务的整合。
f.描述学习活动：这一层次的大量的动词描述了

学生应该进行的学习活动及具体的操作行为，具体来

说就包括角色（谁做什么）、工具（利用什么）、操作（怎
么做）、操作要求（规则）和成果（最终的成果形式），教

师依靠这个步骤来向学生清晰地描述学习活动。
（3）反馈系统

g.评价活动效果：学习活动结束后，对效果进行评

价，并反馈给设计部分作进一步修正。
3. 以“4C”模型为支撑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管理

平台
基于 Pad 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管理平台， 包括学

生 Pad 端和教师 Pad 端， 其对学习活动的支持作用可

以用“4C”模型进行很好的解释。 教学所需要的资源、工

具和支持服务通过学习活动设计过程组合成为一个个

具 体 的 学 习 活 动 ， 教 师 将 这 些 学 习 活 动 以 内 容

（Content） 的形式通过平台的备课功能在云端呈现，教

师 Pad 端和学生 Pad 端通过网络获取； 学习者在完成

学习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关于学习行为、学习表现的数

据， 由 终 端 收 集， 通 过 平 台 进 行 分 析 并 予 以 呈 现

（Computing）；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通过接入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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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进行沟通交流（Communicate）；学生利 用 Pad 端

上的特殊装置或功能从环境中收集数据， 例如拍照、
录像、地理位置信息等（Capture），用于支持学习活动。

五、结论与未来展望

目前，就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来看，基于 Pad 的

一对一数字化学习依旧是一个实践先行，而相应的教

学法研究却稍显滞后的领域。 本文在论述国内外一对

一数字化学习教学法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面向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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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书包教学的教学法研究作出一些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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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的学习活动设计、课堂学习行为分析、学习管理

平台等方面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细化、丰富、验证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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