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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蓝墨云班课的 PBL 移动教学模式在智慧教学中应用探究 
舒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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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教育离不开先进信息技术的有效支持，更需要应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教学改革的瓶颈、智能化人才培养

的需求，促使教育者应用先进的教学技术、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创新性的教学设计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团队协作能力和

统整性、系统性、开放性、生成性、协同性、成长性理念，推动智慧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蓝墨云、PBL、智慧教学 

分类号：G712A 

 

一、引言 
作为智慧教学助手，蓝墨云班课借助高速互联网和智能终端设

备，将在线教学资源、课内外互动活动有机地衔接起来，并即时反

馈教学效果、辅助课外教学，形成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理实一体

化的智慧化创新型教学理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推进了我国的

智慧教育发展。 

二、PBL 移动教学模式 
PBL 教学是一种自我导向性学习模式，它着眼于问题引导，以

学生为中心，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教学情境对问题进行层层剖

析，以课前预想、课中讨论、课后探讨等形式体现出来，以到达学

生自主学习、合作交流来解决问题，提升学习能力的目的[1]。由于

其良好的教学效果，重于对探究式解疑过程的培养，在教育领域应

用广泛。 

PBL 移动教学模式是将移动思维与 PBL 结合，设置层层递进，

互有牵连的教学活动，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

所学知识进行主动构建，并使其教学过程稳步推进，最终达到预定

的教学目标。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团队协作能力和统整性、

系统性、开放性、生成性、协同性、成长性理念[2]。 

三、教学应用 
以铁路企业内部公众关系协调为课例进行教学设计，对基于蓝

墨云班课的 PBL 移动教学模式在智慧教学中应用进行探究。 

(一)设计理念 

教学设计基于导学理念、目标设计、形式设计、环境设计、活

动设计、资源设计等原则进行，着重教学技术、教学策略合理应用
[3]。 

采用 PBL 移动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

义：一是指教学的三个阶段：课前-依据问题，教师发布资源，学

生自主学习，并尝试解决问题；课中-以企业内部公众矛盾案例为

驱动，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评价、分析、探索，总结协调技巧；课后

-教师布置任务，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并反馈评价。二是模仿

列车的运行，设计始发准备-任务检查，终到退乘-总结与反馈，并

设计了途中学习之旅的三站地，每一站设置列车上可能发生的矛盾

案例，通过学生尝试解决，或者请求铁路客运企业人员帮助解决，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逐步掌握相应的协调技巧。 

(二)教学设计流程 

表 1  教学设计流程表 

教学阶段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1.始发准备-任务

检查 

推送预习资料，布置自拍微视频和自导自演情境

小品任务，发布讨论活动，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 

蓝墨云班课、爱剪

辑 

通过蓝墨云班课接收任务，参与讨论互动，

录制视频并上传至蓝墨云平台 

2.第一站-违章乘

车 

播放微视频，布置头脑风暴任务，有针对性地提

问学生，引出“以情动人、不失原则”的协调原

则 

蓝墨云班课、微视

频 

观看视频、思考、回答问题，并举一反三，

列举内部员工违章的案例上传至蓝墨云平

台 

3.第二站-请求外

援 

视频连线企业人员，总结处理铁路企业内部员工

违章的相关规章制度，对应“不失原则”的协调

技巧 

蓝墨云班课、QQ 

视频连线 

对自己列举的内部员工违章案例，询问企业

人员对应的铁路规章及适用情况 

4.第三站-司机震

怒 

组织学生观看课堂情境小品并提问，总结“以情

动人”的具体技巧 
课堂情境小品 

学生课堂情境小品展示，其余学生观看，并

思考、回答问题 

5.终到退乘-总结

反馈 

分组布置绘制思维导图任务，总结铁路企业内部

公众关系协调技巧，并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结合

实际，要求谈感想和收获，布置课后任务 

思维导图、蓝墨云

班课 

通过交流讨论，绘制关系协调技巧图，并上

传至蓝墨云平台，然后现场展示汇报，学生

思考、发表感想和收获，完成课后任务 

(三)教学效果 

依据教学设计理念和教学设计流程，进行教学活动进行组织实

施。在课后，使用蓝墨云班课调查问卷，结合调查数据、学生的课

堂表现及课后作业的反馈显示，教学效果良好，并在 2018 年湖南

省职业院校教师职业技能比赛中荣获课堂教学组一等奖。 

表 2  教学效果调查 

序号 调查项目 占比 

1 已掌握铁路企业内部公众协调的含义、重要性及协调技巧 95% 

2 调动学习积极性，能更好地掌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并掌握一定的信息化技术运用技能 78% 

3 课堂实时视频连线能够更有效地解决项目实际问题 88% 

4 对蓝墨云班课实现课堂实时互动的信息化手段有强烈的学习兴趣，提升了学习的专注力 82% 

5 有必要将多种信息化教学手段引入课程教学 97% 

四、效果与创新 （下转第 147 页） 



 

教育工程 

 147 

工程技术与发展 

学生高阶认知能力（识别问题、逻辑推理、意义构建、自我指导等

能力）和创新能力转变，从标准化教育向个性化教育转变，学习周

期也将从传统的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转变等。面对这些转

变，需将人工智能作为新的工具和创新要素，与“教、学、考、评、

管”教育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的设计结合，构建新型教育生态体系。 

应用场景 

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结合还不够紧密，目前大多数产品仅关

注自适应学习的单一狭窄领域，对学生成长、综合能力发展、身心

健康等方面关注较少； 

家长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教育机构和教育产品的

选择者，也是家庭教育的责任人和学生课下学习的监督人，更是课

程教学绩效的评价人，同时还肩负着为学生制定学业发展规划的重

要责任。但是，当前人工智能教育无论在功能设计还是产品设计上

都忽视了家长这一主体，缺乏对与家长相关应用场景的考虑。 

同时，在应用场景的设计上也要与时俱进，不能用静止的眼光

将人工智能技术局限在传统的教育场景应用中，更不能停滞在对现

有学习模式（提升知识传授效率和质量）的满足上。未来，以人机

交互和人机结合为主要形态的“双师型”课堂将成为教学课堂的主

要形式，同时，终身学习和个性化教育也是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我

们需要对这些趋势进行前瞻思考，对各项潜在新功能提前研判，探

索并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新应用情境和应用方式。 

研究探索 

关注多元应用场景，避免人工智能强化应试教育，改变以“讲、

测、考、练”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现状，人工智能要在降低

教师的负担、降低学生学习知识的负担、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方面等方面，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开展跨学科研究，单一技术创新无法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的变

革，要积极推进教育学、信息科学、心理学、体育学、管理科学等

多学科的协同攻关，国家相应设置重大攻关项目进行引导，促进多

领域、多学科的交流与创新； 

提供开放平台和服务，大型企业和研究机构要多开发开源的人

工智能组件库和算法库，提供人工智能开放云服务，对中小型企业

开放其计算能力，实现人工智能服务人人可用，打造智能教育服务

生态； 

推广智能教育试验示范，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区建设，推动

规模化应用，探索人工智能破解教育难题的思路，寻求能够有效提

升教育质量途径，探索“人工智能＋教育”的制度体系设计。 

人工智能时代未来教育未来关注点 

要善于运用人机结合的思维方式，使教育既实现大规模覆盖，

又实现与个人能力相匹配的个性化发展。 

未来教育应致力于培养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人才，引导学

习者在学习和工作中，发展关键能力与核心素养，培养创造力而不

仅仅是记忆知识，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时代的发展； 

未来教育应是更加人本的教育，为学生一生的幸福和成长奠

基。随着智力劳动的解放，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心学生心灵、

精神和幸福，跟学生平等互动，实施更加人本的教学，使得学生更

具有创造性；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面向大规模的学习者群体，建立促

进个性发展的教育体系，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使每一个儿

童在其原有的基础上获得适合他自己的教育服务是未来教育应该

追求的价值之一；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与研究应借鉴吸收学习科学领域的

最新研究成果，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更科学全面地了解学习过程的

基础上，建立更准确的学习模型，实现更人性化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吴永和, 刘博文, 马晓玲. 构筑“人工智能 教育”的生态系

统 . 远程教育杂志,2017,35:27-39. 

[2]梁迎丽, 刘陈.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现状分析、典型特征与

发展趋势 . 中国电化教育,2018:24-30. 

[3]赵睿;;论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的关系[J];科技风;2018 年 33 期 

[4]李欢冬;樊磊;;“可能”与“不可能”: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教育

价值的再探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解读之一[J];

远程教育杂志;2018 年 05 期 

[5]刘艳;;“人工智能教育”火热背后的冷思考[J];中国商界;2018

年 10 期 

作者简介： 

孔祥通，青岛澳海秋昆实业集团总经理；孔冠雨，青岛澳海秋

昆实业集团副总经理 

 

 

（上接第 141 页） 

1.组建学习共同体，生生、师生共同进步 

采用 PBL 移动教学模式，在“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和模

拟列车运行过程中，通过以小组形式布置任务，组建学生与学生学

习共同体，小组成员间通过讨论交流共同进步，通过老师提问、学

生回答的形式组建学生与老师学习共同体，在一问一答中师生智慧

的火花碰撞，可实现教学相长，更好地达到教学目标。 

2.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效融合 

以铁路企业内部公众矛盾案例为驱动，教师通过提出问题、引

导学生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学生自主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得到培养与提升，在专业教育中融

入了“双创”教育理念。 

3.运用便捷实用的信息化教学手段，加强教学效果 

利用学生录制微视频、自导自演课堂小品，实现情景再现，提

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蓝墨云班课平台提供预习和拓展资料，进

行教学互动，提供课前课中课后的全方位学习支撑服务；利用思维

导图发散思维，帮助学生从分析情境问题到提炼协调技巧，巩固所

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利用远程视频连线，向企业人员求助，提

升教学效果，实现校企合作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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