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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来 ,移动学习作为一种新兴的学习方式 ,已成为远程教育与数字化学习领域的研究热点 。为了准确地认

识我国移动学习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以近十年(2000 —2009)间我国有关移动学习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为研究对

象 ,采用内容分析法从论文数量 、研究内容 、研究重心和论文作者四个维度进行分析 ,对在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思考

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以期促进我国移动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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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2000年初 ,国际远程教育权威学者 、爱尔兰远程教育和应

用中心主任德斯蒙德 ·基更(Desmond Keegan)应邀在庆祝上

海电视大学建校 40周年召开的“新千年:教育技术与远程教

育发展———中外专家学者报告会”上作题为《从远程学习到数

字学习 ,从数字学习到移动学习》的主题报告 ,首次将移动学

习的概念介绍到中国大陆 ,还指出下一代的远程学习将是移

动学习 ,并宣称移动学习代表着学习的未来[1 ] ,他的报告瞬间

就引起了国内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 。

十年来 ,移动学习的研究和应用在国外已有一定基础 ,涉

及中小学 、大学、职业培训 、远程教育 、非正式学习等不同教育

层次和学习形态 。在国内 ,移动学习的研究和应用也开始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是与移动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和推

广相比 ,教育还是被移动技术应用所忽略的领域 ,与移动学习

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也还刚刚起步 。

如何理解移动学习 ?移动学习涉及哪些关键技术 ?移动

学习有哪些应用模式? 如何设计和开发移动学习系统和资

源 ?基于此 ,本文希望通过对近十年(2000 —2009)间有关移

动学习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进行内容分析 ,对目前移动学习

的发展现状 、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等内容进行梳理 ,希望能

构建移动学习研究的新思路 、新方法 ,为移动学习的后续研究

提供一些启示 ,以期促进我国移动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又

好又快发展 。

二 、研究方法与工具
1.研究方法

为了对近十年(2000—2009)间我国移动学习的研究现状

和趋势做一详尽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 。

内容分析法 ,就是对于明显的传播内容 ,做客观而有系统的量

化并加以描述的一种研究方法 。它以预先设计的类目表格为

依据 ,以明显 、系统 、客观和量化的方式 ,对信息内容加以归类

统计 ,并根据类别项目的统计数字 ,做出叙述性的说明[ 2] 。

运用内容分析法定量分析我国移动学习的研究现状和发展

变化情况 ,显然尤为有效 。在研究过程中 ,我们严格按照内容分

析法的基本过程和步骤进行分析 ,具体的操作方法参见谢幼如教

授和李克东教授编著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基础》一书。

2.内容抽样

近十年(2000—2009)间我国各类学术期刊刊载的有关移

动学习的研究论文很多 ,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检索 。本

文以中国知网 CNKI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源 ,分别以

检索项为“篇名” ,检索词为“移动学习” ,匹配“精确”的检索方

式进行检索 ,时间跨度为 2000年 1月至 2009年 12月 。如图

1所示 ,检索得到有关移动学习的研究文章 260篇 。

图1　内容抽样结果

为了提高研究样本的信度和效度 ,我们将政策宣传 、新闻

广告 、领导讲话 、通知 、卷首语及编者按等与本研究内容相关

度不大的文章剔除 ,最终确定 250篇有关移动学习研究的学

术论文为内容分析的样本 ,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样本情况统计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合计

篇数 1 0 3 5 7 12 12 46 49 115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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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目与分析单元

本文以研究样本的数量分布 、研究内容 、研究重心和论文

作者四个方面为研究纬度。分析单元为独立成篇的论文 ,凡

是论文结构完整 ,不论其篇幅长短 ,字数多少 ,均按一篇计算 。

在设计内容分析类目时 ,我们依据研究目的和内容 ,参照

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教授的著作《移动学习———理论 ·现

状 ·趋势》中总结的有关移动学习的五个研究领域[ 3] :移动学

习概述 、移动学习的相关技术 、移动学习应用模式 、移动学习

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推动移动学习发展的技术和教育趋势 。

根据国内移动学习研究的领域现状和研究需要 ,我们将内容

分析类目分为五大类:(1)移动学习理论研究;(2)移动学习的

相关技术研究;(3)移动学习的应用模式研究;(4)移动学习设

计的理论与方法;(5)移动学习系统开发技术研究 。每一类又

根据实际情况分成不同的子类目 ,建立如表 2所示的内容分

析类目表 。

表 2　内容分析类目表及分析结果

分析类目 篇数
合计

(比例)

移动学习

理论研究

移动学习的理论基础 1

移动学习的基础理论 31

移动学习的发展现状 50

82

(32.8%)

移动学习的相

关技术研究

移动终端技术 14

无线通信技术 4

学习资源开发技术 23

41

(16.4%)

移动学习的应

用模式研究

情境认知学习 13

社会性学习 27

非正式学习 23

63

(25.2%)

移动学习设计

的理论与方法

移动学习场景设计 4

移动学习活动设计 5

移动学习技术环境设计 5

移动学习支持服务设计 11

25

(10.0%)

移动学习系统
开发技术研究

基于 SMS的移动学习系统 7

基于 WAP 的移动学习系统 12

基于 C/ S的移动学习系统 8

基于 3G的移动学习系统 12

39
(15.6%)

总　计 250
250

(100%)

4.评判记录和信度分析

内容分析的信度分析是指两个以上参与内容分析的研究

者对相同类目判断的一致性 。一致性愈高 ,内容分析的可信

度也愈高 ,反之亦然[4] 。内容分析的信度直接影响内容分析

的结果 ,而信度显然与参与内容分析的人数多少有关。因此 ,

内容分析必须经过信度分析 ,才能使内容分析的结果可靠 ,使

可信度提高 。

本研究中以笔者为主评判员 ,另有两名人员为助理评判

员共三人进行评判 ,三位评判员分别记为 A 、B 、C 。内容分析

的信度公式为 R=n×K/[ 1+(n-1)×K ] ,其中 , R为信度;K

为平均相互同意度 ,由每个评判员与主评判员进行比较确定。

K =2M/(N 1 +N 2),M为两者都完全同意的栏目;N1 为第一

评判员所分析的栏目数;N 2 为第二评判员所分析的栏目数。

本研究中 K =(K AB +K BC +K AC)/3 ,计算后得到三位评判员

的评判信度 R 约为 0.926 , 由于篇幅限制 , 忽略具体计算

过程 。

根据经验 ,如果信度大于 0.90 ,则可以把主评判员的评判

结果作为内容分析的结果 。

5.统计工具

本研究的数据统计 、分析和图表生成均采用 Excel2007软

件进行处理 。

三 、研究结果与分析
1.论文数量分析

(1)论文数量逐年分布分析 。通过 CNKI检索统计发现 ,

我国有关移动学习的研究论文在 2000年才首次出现在国内

的学术期刊上 ,在随后的 6年内我国有关移动学习的研究论

文并不多 ,但是从 2006年开始每年发表的研究论文呈直线式

上升趋势 , 2009年则出现“井喷式”增长 , 论文总量达到 115

篇 ,是 2000年的 115倍 ,是 2005年的约 10倍 。

据不完全统计 ,近十年(2000 —2009)间我国有关移动学

习研究的论文数量逐年分布的详细情况 ,如图 2所示 ,这与我

国移动学习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是基本吻合的。 2002年之

前 ,我国学术界基本处于引进 、吸收和消化国外移动学习的理

论成果阶段 。2002年之后 ,我国一些著名高校和企业合作开

始实施移动学习的研究项目 。随着移动学习理论和实践研究

的深入开展 ,移动学习正逐渐成为我国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

热点和前沿 ,将移动学习方式广泛应用于社会性学习和非正

式学习 ,也越来越受到了教育界和企业界的关注和重视 。

图 2　移动学习研究论文数量逐年分布统计

(2)样本来源期刊载文数量分析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近

十年间我国有关移动学习的研究现状 ,我们选择了教育技术

领域影响较大的核心类学术期刊 ,如《中国电化教育》 、《电化

教育研究》、《中国远程教育》 、《开放教育研究》 、《远程教育杂

志》等八家教育学类 CSSCI检索源期刊(包括扩展版)为研究

样本 。因为这些期刊编排规范 ,质量上乘 ,信誉度高 ,因而对

分析具有较高可信度 、权威性和学术价值 ,统计结果如图 3

所示 。

统计结果表明 ,自 2006年之后 ,我国各类学术期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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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术期刊论文刊载情况统计

的有关移动学习的研究论文数量显著增加 ,说明我国移动学

习研究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颇丰 。《现代教育技术》和《中国

电化教育》对移动学习非常关注 ,期刊长期开设了固定的移动

学习研究栏目 ,为我国移动学习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很好地交

流平台 ,促进了移动学习的发展 。另外 ,其他期刊也一直在跟

踪移动学习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沿 ,且关注程度在持续增加 。

2.论文内容分析

本研究将移动学习研究划分为六个研究领域 ,即移动学

习理论研究 、相关技术研究 、应用模式研究 、设计理论与方法

研究和系统开发技术研究 ,对 250篇文章进行了归类统计 ,结

果如表 2所示 。通过对统计结果的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1)近年来 ,我国研究人员非常注重对移动学习基本理论

的研究 ,比重高达 32.8%。首先 ,理论研究是任何研究都不可

缺少的一个部分 ,好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

其次 ,我国的移动学习研究起步较晚 ,2000年后才真正开始 ,

这更加需要对移动学习基本理论的展开研究 。但是 ,对移动

学习的理论基础研究过少 ,只有 1篇论文 ,而对于移动学习的

发展现状研究存在明显的低水平 、重复研究倾向 。

(2)移动学习的应用模式研究 ,比例为 25.2%。这一项研

究比例较高 ,也正说明了移动学习的应用模式是移动学习方

式发展和推广的关键所在 ,只有应用效果好了 ,有利于提高学

习者的学习效果和效率 ,才会有更多的学习者使用移动学习

方式来进行学习 。

(3)移动学习的相关技术研究 ,比例为 16.4%,说明了技

术能够支持和改进学习 ,特别是利用移动学习满足学习者在

非正式场合的社会性学习需求 ,在信息化社会受到了人们的

高度关注 。由于移动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已相当发达和完善 ,

因此 ,我们应该更多地专注于移动学习课程资源的开发技术

及其标准化研究 。

(4)移动学习系统开发技术研究 ,比例为 15.6%。这也说

明移动学习系统在展开移动学习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

别是基于不同技术支持下的移动学习平台和系统开发至关重

要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设备的更新 ,移动学习系统将呈现多

元化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 ,移动学习系统开发应更加专业

化 ,并努力实现不同系统和平台之间的对接和数据互操作 。

(5)移动学习设计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比例为 10.0%,略

显不够 。因为只有好的设计 ,才能使移动学习在教育教学应

用过程中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所以 ,此项研究尤为重要 。特别

是移动学习场景设计和活动设计 ,有利于改进和增强正式学

习环境 ,使学习更具情境性和社会性 ,更能促进非正式学习的

发展 。

(6)移动学习的评价 、管理研究方面的研究论文基本没

有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移动学习正处于起步阶段 ,对于其管理

和评价的研究涉及较少 。随着移动学习的不断发展 ,需要有

完整 、系统且有效的评价和管理体系来支持 、引导移动学习的

稳步发展 。

3.研究重心的变化分析

图 4是有关移动学习论文研究内容从 2000年至 2009年

五个研究领域的变化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到 ,移动学习的五

个研究领域均是研究变化的焦点 ,相对而言 ,移动学习设计理

论与方法的研究变化稍小一些 。

图 4　移动学习论文研究内容变化趋势

最初对移动学习进行系统论述的文章是 2000年《开放教

育研究》刊登的《从远程学习到电子学习再到移动学习》一文

(Desmond Keegan ,丁兴富译)[ 5] ,文章系统介绍了远程教育发

展的三个阶段及其主要的教学形态 ,介绍了移动学习的概念 ,

宣称移动学习代表学习的未来 。

2002年 ,移动学习的基本理论研究开始呈现显著的上升

趋势 。桂清扬在介绍“达芬奇研究计划”的基础上对数字学习

和移动学习进行了对比研究 ,指出了数字学习的局限性和移

动学习的优越性[ 6] 。郑明秀对移动学习的概念和特点 、社会

需求和市场前景 、实现方式 、学习环境 、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

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 7] 。

2003年 ,我国研究者在研究移动学习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开始关注相关技术的实现 。桂清扬对基更博士奠基之作《从

数字学习到移动学习》进行了深刻地评述 ,强调了移动学习的

意义[ 8] 。付卉等人全面介绍了基于移动学习的 CPSL(协作—

问题解决学习)的技术环境 、物环境和人环境的设计[ 9] 。郑明

秀对移动学习中的学习资源管理模型进行研究 ,提出了学习

对象模型和三级复制体系的学习资源库模型
[ 10 ] 。

2004年 ,叶成林与徐福荫教授发表了《移动学习研究综

述》一文 ,对移动学习的定义 、研究现状和关键性问题展开了

深入地探讨 ,是一篇高质量的文章[ 11] 。叶成林与徐福荫教授

还发表了《移动学习及其理论基础》一文 ,对移动学习的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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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习 、情境认知、境脉学习 、活动学习和经验学习理论基础

和哲学基础作了系统梳理[ 12 ] 。刘豫钧等人对国外移动学习的

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 ,从移动学习的可行性分析 、学习资源开

发 、短消息服务、WAP 教育站点建设和学习模式五个方面进

行了研究[13] 。田越等人则对几种常见的移动学习方式进行比

较研究 ,指出了手机 、便携式电脑 、PDA 及其他移动学习方式

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 14] 。

2005年 ,嵇晓蓉和林宏基发表了《基于 WAP的移动学习

模块》一文 ,介绍了WAP 技术和基于 WAP 的移动学习模块

设计及成功案例[15] 。王福光和庄成三发表了《基于 Pocke t PC

的移动学习平台及其关键技术研究》一文 ,提出了一套移动学

习平台架构方案 ,并对关键技术进行了探索和实现[16] 。曾玲

对提出了一套基于手机短消息服务的移动学习系统方案 ,并

对方案的有效性进行了论证[ 17] 。刘珍芳对移动学习的应用模

式 、数据库资源建设及发展趋势等基本理论内容进行了深入

探讨和总结[18] 。黄德群在综述移动学习研究内容和发展现状

的基础上论证了移动学习研究对远程教育的影响[19] 。

2006年 ,安宁探讨了移动学习在成人教育中的应用基本

模式 、学习系统设计及功能模块架构等基本内容[ 20 ] 。赵呈领

等对移动学习的概念与内涵 、优势与局限性 、实施策略进行了

深入系统地探讨[ 21 ] 。贾廷柏提出了基于 SMS/MMS服务支

持的智能化移动学习框架 ,并进行了可行性论证[ 22 ] 。胡航基

于合法的边缘性与多重视角阐述了移动学习共同体的内涵 、

特征 、运作形式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3 ] 。高蓉蓉撰文探讨了基

于手机的开展移动学习的可行性 、常用学习模式和需要完善

的问题
[ 24] 。

2007年 ,蒋立兵对基于 3G技术的移动学习展开研究 ,提

出了 3G技术应用的主流模式和成人教育学习系统[25] 。廖守

琴研究了基于移动学习的智能答疑系统 ,提出了系统架构的

软 、硬件平台和功能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26] 。李晓丽对当前主

流的移动学习模式进行了分类和归纳 ,并提出了移动学习系

统的设计思想和架构方案[ 27 ] 。方晶结合案例对移动学习资源

的开发技术 、设计思想 、功能模块和开发流程进行了系统的论

述
[ 28] 。马小强结合不同类型的移动学习终端的特点进行分

析 ,探讨了移动学习终端的选择和评价标准[29] 。付骞等人对

移动学习领域概念图构建的研究 ,展示了移动学习领域的研

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30] 。余胜泉教授对三代移动学习从知识传

递到认知建构 、再到情境认知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地梳理 ,

深刻论述了移动学习的相关概念 ,结合案例介绍了移动学习

的应用模式 ,展望了移动学习的美好应用前景[ 31] 。杨文正运

用实例阐述了 Flash Lite2.0开发移动学习资源的优势 、流程

及关键技术 ,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探讨[ 32 ] 。

2008年 ,连红对移动学习中教学设计模式基本要素 、设计

流程 、设计原则和设计形式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33] 。顾小清博

士从移动学习的角度 ,结合成人学习的特点以及移动工具的

特点 ,从课程设计、媒体设计 、通信设计等方面提出了适合移

动学习的微型学习设计方案[ 34] 。杨严严在分析和研究内容管

理系统 、Moodle学习管理平台以及移动学习资源特点的基础

上 ,提出了基于MySQL数据库的移动学习内容管理系统的设

计框架 ,并对其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 35 ] 。王伟提出了一种尊

重并挖掘学生记忆规律 、能够利用多类终端 、具有一定自适应

性的移动学习系统模型 ,阐述了系统各模块的主要功能 ,并讨

论了系统设计与实现所涉及的关键技术
[ 36] 。李晶重点讨论了

如何利用 Agent技术建构设备自适应系统模型 ,实现资源格

式的自动转换[ 37 ] 。

2009年 ,黄荣怀教授在梳理各类移动学习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移动学习活动设计模型(MLADM 模型),并对其六个

基本环节 ,即需求分析 、聚焦学习者 、学习场景设计 、提供必要

的技术环境 、约束条件分析和学习支持服务设计进行了详尽

地分析阐述
[ 38 ] 。王伟等人综合运用体验研究法 、问卷调查法

和质性访谈法 ,对大学生移动学习进行了实证研究 ,取得了非

常好的研究成果[ 39] 。张驰等人在对大规模调研数据进行聚类

分析的基础上 ,从不同类型学习者的特征属性和类间的变化

规律出发 ,分析研究片段式学习资源在移动学习中的可行性

和具体设计策略[ 40] 。詹青龙等人对移动学习资源建设的质量

屋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结构要素设计和构建进行了详尽地

阐述 ,研究结果具有普通指导意义[ 41] 。方海光等人以 EM L

应用特征为基础 , 对移动学习资源进行特征分析 , 然后对

EML 在移动学习资源建设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可

行性分析 ,提出了移动学习资源对象单元构建模型 ,并对该模

型进行了关键因素分析 ,最后给出了 EM L在大学应用移动学

习资源构建中的应用案例
[ 42] 。

4.论文作者分析

(1)论文第一作者所属机构分析 。本研究将移动学习研

究论文第一作者所属机构分为普通高等学校 、广播电视大学、

网络教育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远程教育机构和其他机构 ,共

六种类型 ,统计结果如图 5所示 。

图 5　论文第一作者所属机构统计

移动学习研究的论文作者 81%来自普通高等学校 ,6%来

自广播电视大学 ,网络教育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占 4%,远程

教育机构仅占 1%。这说明普通高等学校的研究者是移动学

习研究的绝对力量 ,一方面是因为高校与企业合作 ,具有非常

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来支持研究 ,另一方面是众多专家 、学

者从事移动学习研究 ,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移动学习研究的

发展 。另外 ,移动学习的主要教学对象是成人 ,有利于满足成

人的社会化学习和非正式学习需求 ,但此研究却发现网络教

育学院和远程教育机构对移动学习的重视不够 ,研究还比较

薄弱 ,成果也非常少 ,这就要求他们积极参与研究 ,有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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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及移动学习的发展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信息化教育的深入推进 ,广大中

小学生都拥有了先进的辅助学习工具 ,如掌上电脑 、移动学习

机 、MP3等 ,基于这些设备都可以开展移动学习 ,因此 ,中小学

生也是移动学习应用的潜在群体 。但是 ,目前我国中小学校

对移动学习的研究还比较匮乏 ,这也需要广大中小学教师积

极配合和主动参与 ,共同合作探索和实践移动学习的有效应

用模式和方法 。

(2)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地区分析 。本研究按地域将我国

划分为华北 、东北 、华东 、华中 、华南 、西北和西南七个地区 ,对

移动学习研究论文第一作者按以上地区进行分类统计 ,结果

如图 6所示 。

图 6　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地区统计

统计结果非常客观 ,也符合现实 ,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移动

学习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水平 。华东和华北地区的研究占据了

我国此类研究的半壁江山 ,这是因为 ,一方面华东和华北地区

地方经济实力雄厚 ,且为我国高等教育发达地区 ,教学和科研

成果丰硕 ,许多高校已成立了移动学习研究机构 ,组建了高水

平的研究团队 ,有利于移动学习的研究;另一方面 ,一些有关

移动学习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大多在北京 、上海 、南京等地召

开 ,为该地区移动学习的研究搭建了高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平

台 ,紧跟国际移动学习的发展前沿 ,有助于扩大研究人员的视

野 ,促进我国移动学习的发展 。如 2008 年 1 月 ,由移动学习

资讯网主办 、北京世纪盈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碟中碟

无线科技有限公司协办 、教育企业部落联盟鼎力支持的“移动

学习:新一代 e-learning 的探索与实践”主题论坛在北京召开;

2008年 5月 ,第五届“无线 、移动、普适”技术教育应用国际会议

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另外 ,虽然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落

后于全国水平 ,但是西部学者也在致力于 移动学习的相关研

究 ,为移动学习的西部发展和应用进行着不懈地努力和追求 。

(3)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单位分析 。众所周知 ,重点学科 、

研究基地和学科团队建设能够极大地促进科研成果的产出和

转化 ,为此 ,本文以作者所属单位为研究维度作进一步统计分

析 ,结果如表 4所示 。

近年来 ,北京师范大学知识工程研究中心在黄荣怀教授

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移动学习和普适学习的研究 ,承担了全国

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国家级课题“普适学习资源服务体系

及关键技术研究” ,并同诺基亚中国研究中心开展了移动技术

在家庭 、社区中学习应用模式的合作研究 ,还和文曲星教育技

术研究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研究关系 ,并特别关注在多终端

接入环境下学习模式与学习有效性探讨的研究 。另外 ,北京

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与深圳诺亚舟公司强强联手 ,

由余胜泉教授负责承担国家“十一五”教育技术重点课题———

“手持式网络学习系统在学科教学中应用研究”项目 。不难看

出 ,普通高校的移动学习研究机构依靠自身科研力量和人才

优势 ,与企业合作 ,走产学研合作的发展道路 ,非常有利于移动

学习研究和发展 ,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东北师范大学 、华东

师范大学等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也在走产学研合作发展之路 。

这种发展思路和模式值得我国西部地区高校学习和借鉴 。

表 4　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单位 篇数 单位 篇数

北京师范大学 16 华中师范大学 7

河北大学 6 浙江师范大学 5

东北师范大学 8 西华师范大学 7

辽宁师范大学 6 渤海大学 5

华东师范大学 8 哈尔滨学院 6

西北师范大学 6 哈尔滨师范大学 5

四 、思考及建议
通过对我国移动学习学术期刊论文的内容分析研究 ,针

对现阶段我国移动学习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

考 ,提出以下参考建议 。

1.深化移动学习的基础理论研究

虽然移动学习技术的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一些成果 ,但是

我国移动学习研究起步较晚 ,和国外相比 ,我国移动学习的基

础理论研究还非常的薄弱 ,因此 ,必须深化移动学习的基础理

论研究 。另外 ,国内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避免低水

平的重复研究 ,否则对于移动学习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没

有太大的现实意义 。

2.重视移动学习相关技术的研究

虽然移动学习相关的移动终端技术 、无线通信技术和学

习资源开发技术有了较好地发展 ,但是对于无线通信技术带

宽 、流媒体传输质量以及格式之间的转化等研究还非常有限 ,

研究层次还比较低 ,这必定制约移动学习进一步的发展 。因

此 ,在后续研究中移动学习相关技术的研究还需深化 。

3.完善移动学习的应用模式研究

移动学习教学应用模式可以指导移动学习的实践应用 ,

而目前对于移动学习的教学应用模式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 ,

没有形成体系 ,教学应用模式的研究还非常少 , 内容不够丰

富 ,且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 ,因此 ,必须通过实践检验和

实证研究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教学应用模式的发展对移动

学习的发展至关重要 ,所以 ,完善移动学习教学应用模式研究

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4.关注移动学习设计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设计是是满足需求的活动 ,其本质就是创新 ,移动学习的

设计包括学习场景设计 、学习活动设计 、技术环境设计和支持

服务设计 。因此 ,移动学习设计必须从调查需求 ,分析信息、

发现与明确需要解决和值得解决的问题开始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设计项目 ,明确设计要求 。只有这样 ,设计才能实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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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学习主动性 、建构性和社会性 ,才能充分发挥移动技术的

优势和特点 ,才能体现人本主义 。

5.重视移动学习系统和平台的研究和实践应用

从研究现状来看 ,目前国内移动学习系统研究的重心主

要集中在终端平台的研发。通过对研究样本的分析发现 ,终

端平台系统只是设计与开发阶段 ,真正实践应用的平台非常

少 ,以及不同教学应用模式 、技术、平台 、终端和网络之间的整

合和互操作 ,以及移动学习资源的通用性问题都有待进一步

展开深入研究 。

6.加强移动学习课程资源的开发研究

研究发现 ,目前的移动学习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不仅数

量少 ,而且多是理论性的探讨和总结 ,缺乏实践和借鉴意义 。

如何根据移动学习特点和系统平台的技术规范 ,为学习者设

计 、开发合适的课程学习资源 ,构建丰富的学习资源库 ,这对

于移动学习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

7.建立移动学习的标准和规范

从移动学习的研究现状我们不难发现 ,关于移动学习标

准的研究至今无人问津 ,而基于各种技术的平台 、终端设备多

样 ,参差不齐 ,这造成各个系统之间不能实现互操作 ,课程学

习资源不能共享 ,使得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低下 ,移动终端设备

也不能发挥最大效用 ,严重制约移动学习的进一步发展 。因

此 ,建立移动学习中相关技术 、课程资源等标准 ,规范移动学

习资源开发 ,是移动学习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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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 M-learning (mobile lea rning), as a new method o f learning , has become a research highlight in

the field of distance education and dig ital learning.In o rder to analyze accurately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 f the

study on M-learning in China , we select the journal papers about M-lea rning from 2000 to 2009 in CNKI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uses the method o f content analysis to study the topic from four aspects:the number , content , center and the author of papers.

Then , the authors analyze and thinks of the existed problems and g ives some suggestions , w hich ai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both on theory and practice about M-learn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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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教育技术国际研讨会
暨院长 、系主任联席会议在清华大学举办

　　【本刊讯】2010教育技术国际研讨会暨院长 、系主任

联席会议于 10月 16-17日在北京润泽嘉业大酒店举行 ,

来自海内外代表 350多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院主办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全程指导 ,并获清华大学出版社 、《电化教育

研究》 、《远程教育杂志》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等六家媒体

的支持 。

会议的主题为“深化教育技术研究与实践” ,分为八个

专题: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 、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与人才

培养、教育技术促进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发展研究、远程与

开放教育理论与实践 、数字校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教育

教学信息资源建设与应用 、新技术教育应用与教育媒体艺

术发展和教师教育信息化的研究与实践 。

会议邀请到大会特邀报告人 11位 ,分会特邀报告人

42位 ,学生报告人 20 位 , 其中包括 10 位台湾知名学者 。

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克抗教授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徐福荫教授 ,纽约州立大学的杨

浩教授 、台湾中央大学的陈国栋教授 、台湾中山大学陈年

兴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友群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

副校长杨宗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规划部部长陈丽教

授 、西安交通大学网络学院院长郑庆华教授 、河南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院长汪基德教授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韩锡斌副教授等学者分别作了大会报告 。

本次会议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百场学术会议之一 ,

也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唯一主办的校庆学术会议 。本

次会议在许多方面做了新的尝试 ,取得了良好地学术交流

效果 ,如邀请到了众多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的知名专

家做报告 ,师生同场交流 ,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穿插报告 、

互为主持等 。另外 ,本次会议秉承务实的工作作风 ,开 、闭

幕式从简 ,不接受各种类型的商业赞助等 ,都为会议的学

术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得到与会师生的一致好评 。

会议投稿踊跃 ,经过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的评审专家进行两轮评审后 ,共录取

论文 163篇 ,录取率约为 40%。论文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

正式出版 。

(锡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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