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智慧课堂是“互联网+”时代下新的学习趋势，它

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相融合而产生的新式课堂，它代表了未来

课堂教学发展和变革的新方向。智慧课堂是一种具有个性化、
情景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新式课堂学习环境。基于这样的学

习环境可以在课前预设课堂情境，从情境中激发智慧；课中加

强师生互动，从探究中生成智慧；课后注意反思总结，从反省

中形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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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的学园中，哲学家们渴望传授智慧，而在今天，我

们卑微的目的却是教授各种科目 [1]。 我们沉迷于知识的积累，
却忽视了智慧的生成。知识是智慧生成的基础，智慧应是知识

习得的最终目的。 特别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知识的获得

是如此轻而易举，而智慧却显得弥足珍贵。但并不是我们要忽

视知识的学习，忽略知识体系的构建。智慧课堂是在教育信息

化背景下催生的产物， 又是在知识泛滥下应运而生的教学形

式，它也为课堂教学变革提供了新思路。
一、智慧课堂的内涵及特征

关于智慧课堂的定义，目前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它的理念已

经日趋成熟。 本文采用唐烨伟等人关于智慧课堂的定义，他是基

于智慧教育提出来的，“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变革教学方式

方法、将技术融入课堂教学中，构建个性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课

堂学习环境，从而有效促进智慧能力培养的新型课堂”[2]。
（一）智慧课堂是一种个性化的学习环境

我国教育目的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更准确地说，是全

面而有个性发展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正是这形

形色色的不同中，才让我们的生活有了美好的体验。智慧课堂

下的学习环境，是学生面对多元化的学习内容，进行自主式的

和个性化的学习方式。
（二）智慧课堂是一种情景化的学习环境

课堂教学主要以讲授知识为主， 学生需要学会对知识的

再现、运用和加工，需要学生去感知和领会，让学生可以拥有

高阶的思维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情景化的学习环境能够

唤起学生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结互动， 让学生在具体的环境中

去分析和理解。
（三）智慧课堂是一种智能化的学习环境

智慧课堂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 是互联网技术的融

入与支持下催生的产物。 智慧课堂利用科学技术为教育领域

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和解锁了新的方式。 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可以利用新技术，如智能移动终端，并运用云计算、大数

据以及人工智能进行学习分析。
二、促进智慧生成的策略

荀子曾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3]可见，人善于

利用手段和工具的重要性。 随着“互联网+”的理念融入到各

个领域，它也给教育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如海量信息的涌现、
新生事物的增多、知识鱼目混珠、零散的知识碎片以及大量孤

立的知识，这些都会使得学生对知识的专注度和深度下降，会

忽略学生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 它更像一个知识汇总的目录

表，彼此毫无关联。 相对传统课堂而言，“互联网+教育”需要

一种智慧课堂，需要一种促进智慧生成的策略。
（一）课前预设课堂情境，从情境中激发智慧

教师应在课前预设课堂情境， 引导学生参与知识形成中

的过程中来，不是简单地复制知识。 如果这样，程序教学法的

程序性更加明显，行为主义的色彩更加浓厚，教学就变成了陈

述性知识、概念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堆积。教师应超越知识，
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激发学生潜能。 教师预设课堂情境时

要与学生已有的经验一致，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是材料，学生

不可能漫无边际地去思维，观念不会凭空产生，智慧也不会在

真空中产生。“知识仅仅是已经获得并储存起来的学问；而智慧

则是运用学问去指导改善生活的各种能力”[4]。知识的获得是显

而易见的，智慧需要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才能形成。
（二）课中加强师生互动，从探究中生成智慧

传统课堂以书本为主，而“互联网+”的时代，多样化的学

习内容涌现，学生应培养多方面的兴趣，给予学生充分探究表

达的机会，在课堂中开展研究性学习，在探究中生成智慧。 知

识是由直接经验的情境引起的，课中师生之间进行互动，教师

能够清晰准确地了解学生学习的程度， 并去估量学生对知识

的接受性的程度，同时也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在彼此的

交流中， 加深对知识的内化和理解， 通过交流获得情感的共

鸣，从而具有运用知识的能力即智慧。
（三）课后注意反思总结，从反省中形成智慧

教师在课后应积极引导学生对所学内容和自身行为进行

反思评价，总结概括其学习内容，寻找知识的相似性以及共同

的形式要素， 最后形成逻辑思维的能力。 在反思总结的过程

中，学生可以推断现时尚不存在的事物，推论就是以他现已掌

握的事实为基础，求得尚未存在的观念的过程。学生在课后回

忆先前的知识，就是得到一些确定的和已知的事实。未理解的

事物是模糊的整体，反思总结也是对知识的一种加深理解，整

个反省思维的过程，也是形成智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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