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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课题以大学英语教学为例，以学习者学习轨迹和个人特质为基础，差异化定制学习任务并根据

学习动态及时调整，融合教学全过程、多平台和智慧化教学环境，再辅以教师精准指导和全过程动态化多

元评价，使智慧化平台系统与教师智慧相结合，研究如何创建教师精准指导下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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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由滨州医学院刘谕静主持，课题名称为《教师精准指导下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

态研究》,课题编号 2020YZB016。课题组成员为：黎丽，张峰，尹晓腾，王瑜。本课题以大

学英语教学为例研究如何创建教师精准指导下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

一、问题缘起

新冠疫情开启了全民在线教育模式，使得在线学习成为新常态。虽然各级教育部门和机

构各显神通，在线平台百花齐放，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和智慧创新，但当前在线教育与传

统教育融合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引发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思考和探索。如何充分利用现有

软硬件设备以适应在线教育，如何实时了解学生的学情变化态势，如何根据学生特点和学习

习惯提供相应学习资源，如何调动教师和学生参与在线教与学的热情和积极性等，本课题正

是基于以上问题，立足于学校校情，借助现有软硬件设备和网络资源，以期解决技术与网络

如何赋能教育这一问题，建设一个完整科学高效可行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课题以大学英语教学为例创建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在山东省某普通高校大学英语

课程中进行，随机选取多个平行班级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比组。在十二周的实验过程中，实

验组进行教师精准指导下的个性化自适应在线学习，对比组采用传统课堂授课与在线学习相

结合的学习方式。

（一） 总体框架

第一、教师精准指导下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的创建：利用现有在线学习平台和软硬

件设备，通过十二周教学实验，帮助学习者建立初步的大学英语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即

基于学习者学习行为数据和个人特质，差异化定制学习任务并根据学习动态及时调整，及时

提供个性化干预、调节与评价，按照学习者学习特征模型建构，进行个性化学习资源推送和

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同时配合教师精准指导，使智慧化系统与教师智慧相结合，形成完整

的自适应学习生态系统。

第二、学习生态的有效性研究：实验过程中，实验组和对比组分别进行五次测试，检测

学习者听说读写能力发展变化情况：一次实验前测试（确保两组学习者处于相同水平）、每

四周进行一次实验中测试（检测学习者能力发展变化），实验结束后三个月进行一次跟踪测

试（检验学习生态是否具有长期有效性）。

（二） 研究内容



实现智慧学习环境下多终端、多平台和多软件的系统化整合；根据学习者学习行为数据

和个人特质，实现学习者学习路径和轨迹的提取；教师以此为依据进行精准指导，定制个性

化学习任务，根据学习动态及时调整，及时提供个性化干预、调节与评价，形成自适应模型；

对学习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优化调整，形成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并完成全过程动态

化多元评价。

（三） 实施过程

本课题的基本思路是：基于学习平台形成学习者学习行为数据，通过可视化软件进行学

习者学习路径提取，教师以此为依据实施精准指导，并通过系统化整合的软硬件环境及资源

平台向学习者提供个性化资源推送，学习者实现在学习生态系统中的自适应学习（如图 1
所示）。

图 1 教师精确指导下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

（1）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的建构过程包括了以下六个步骤：

第一步、教学准备：知识颗粒化与创建学习者能力分布图。知识颗粒化是将需要学习

的知识点进一步细化，并对应相应习题，当前阶段使用了 U校园教学平台、itest 外语测试

与训练系统、Fif口语训练测试系统提供的相应资源。根据学习者前测数据了解学习者能力

分布情况，并通过雨课堂软件对每次课程的内容进行知识点问卷，了解学习者需求。通过数

据可视化软件制作学习者能力分布图。

第二步、课前个性化推送。教师建立学习社区，根据学习者能力分布，通过“雨课堂”
发布学习任务，通过智慧学习管理平台推送符合学习者水平的学习资源；学生在明确教师学

习任务后，学习推送资源，并围绕问题搜集材料、整理信息，为课堂小组讨论和展示做好准

备。这种方式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主动获取知识和提炼信息的能力，同时，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情况进行异步的自主学习，实现突破时空的个性化学习。

第三步、课上个性化活动实施。学生通过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登陆“雨课堂”，同时

可以快速实现课堂考勤签到，上课过程中还可以随时进行提问、小测验和投票等活动；由于

疫情期间全部授课转为在线，教师授课和学生互动都改为在线方式，实行线上授课互动和线

下学生自学相结合的方式。



图 2 小组作品汇总表

图 3 小组活动展示

第四步、课后教师精准指导，进行个性化资源推送，学习者实现自适应学习。课后，教

师根据授课情况和学习者学习轨迹进行资源推送（在当前情况下，教材内容尚需进行手动通

过 Unipus推送，阅读内容通过灯塔阅读自动推送，听力口语内容通过 Fif 口语平台推送，测

试内容通过 itest 测试平台推送）。教师对应听说读写译等各个方面，应用教学平台布置相应

任务，学习者登录平台，根据教师推荐学习路径进行资源学习，完成后系统自动批改评价，

通关后，可以进行更高难度知识学习，实现学习者自适应学习。

图 4 课程作业完成情况统计



图 5 “灯塔阅读”作业完成情况统计

第五步、贯穿学习过程的动态化多元评价。本课题的评价体系贯穿整个学习过程，是动

态化多元评价，包括：定位性评价（教学活动前判定学习者准备情况、知识技能掌握状况、

学生兴趣、习惯等，以便于选择适合的教学模式）、形成性评价（在教学过程中反馈学习成

果，强化成功处、显示需改进处）、诊断性评价（复诊学生学习错误，调查屡次犯错深层原

因）和总结性评价（判断达到教学目标程度，得出教学目标适当性与教学策略有效性）。从

评价主体来看，包括个体自我评价、小组互评、教师评价，各个评价结果结合教学平台导出

的成绩共同计入总评成绩，完成教学评价。

第六步、环环相扣、步步相关，形成基于教师精准指导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课

前、课上、课后环环相扣，知识点间步步相关，五大平台数据实时汇总及时描述学习者学习

轨迹。按照学习者学习特征建构学习模型，个性化定制学习任务并根据学习动态及时调整，

四种评价机制和五大平台监控体系全方位无监督反馈，教师精准指导提供个性化干预调节、

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推荐个性化学习路径。学习生态融合教学全过程、多平台和智慧化教

学环境，再辅以教师精准指导，使智慧化平台系统与教师智慧相结合，形成了充满活力的个

性化自适应学习系统。

（3）研究方法

本阶段课题研究主要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① 文献研究法：课题组成员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读，全面掌握国内外有关个性化学

习和自适应学习的相关成果及前沿研究动态。

② 教育实验法：课题组将选取实验组和对比组，进行十二周的对比实验，以获得丰富全面

的数据，并验证先关操作规程和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和应用性。

③ 问卷调查及访谈法：通过对受试学习者进行问卷调查积累学习轨迹数据；通过问卷访谈

和小组座谈获得质性研究数据；通过对参与教师、学生以及技术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

了解教师和学生的态度、评价及出现的问题。

（4）实施情况总结



第一阶段（2020.03—2020.05）：进行了文献查阅、整理与综述，研究方案设计定稿，

实现了教学平台和软硬件资源的整合，学习生态的外部环境逐步完善。开展了第一轮四个星

期的实验，并对学生在 U校园高校外语教学平台、itest 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灯塔分级阅

读平台、Fif 口语训练测试系统等平台上形成的学习轨迹实现信息数据进行了广泛的收集，

对参与班级进行问卷和个别学生的访谈，并基于调研数据进一步改进了学习生态建设方案。

第二阶段（2020.05—2020.06）：通过分析数据和问卷访谈信息，进一步完善学习生态

实施方案，继续检测学习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和可靠性，并对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完善。进行

了第二轮和第三轮实验，收集数据，进行问卷和访谈，进一步改进学习生态建设方案。

三、研究结论

基于对前两个阶段的学习生态实施过程的总结和所形成各类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以得

出以下初步结论：

（一）教师精准指导下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改变了传统的在线学习方式，使教师精准指

导与个性化学习、自适应学习模式相结合，能够有效整合多个学习平台，实现了线上线下知

识学习传授和教学资源综合利用的有机融合，能够建立科学高效的学习生态系统，适合新型

混合式教学的发展趋势。

（二）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能够根据学习者学习行为数据和个人特质，实现学习者学习路

径和轨迹的提取，进行学习者建模；并根据模型进行教师精准指导，定制个性化学习任务，

根据学习动态及时调整，及时提供个性化干预、调节与评价，形成完整科学的学习生态。

（三）教师精准指导下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生态能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有

效提高学习效率，充分利用网络和现有资源，实现了技术赋能教育，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和

社会效益。

四、政策建议

疫情当前，全民开启了在线教育模式，在线平台百花齐放，教育机构各显神通，取得了

许多可喜的成果和智慧创新，基于本课题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建议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

（一）加强体系建设。由于网络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网络平台不稳定、视频音质画质不

高，在线题库不完备，线上互动功能不完备等，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

应加强教学监控、学习效果检验和教学评估体系建设，使学生克服懒惰厌学情绪、提高自我

管理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教学过程，促进教学的科学化，没有全面

完善的评估体系，网络教学将举步维艰。

（二）促进教师技术素质提高。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将全面进入“双线教学”时代，深度进入“线
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混融共生”，即“双线混融教学”的新时代。信息技术赋能教育，教育科技

创新学习未来将成为“中国教育新常态”。在这样一个时代，教师技术素质成为决定网络教学

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迅速提高教师技术素质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有关部

门应该制定相关激励和促进措施政策，鼓励和激发教师积极、主动地将新技术、新方法、新

思维应用于教学实践中。

（三）加强智能学习环境研发和建设。智能学习环境为学习、教学和评估提供了智能化平台

（工具）、个性化资源（策略）及促进学习的社会、文化、心理等技术与情境支撑。人工智

能和学习科学的共同作用推动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智能学习环境”的研究和进展，也是当前学

校教育教学变革中的前沿性议题（梁林梅等，2020）。学习科学研究和理论指导下的、以学

生为中心的智能学习环境，例如智能学习平台（工具）、智能学伴、教育机器人、基于大数

据的学习诊断与分析系统、基于自适应技术的个性化学习（作业）系统等，都为教师精准指

导下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网络教育 4.0版的实现、落实中国学生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



而个性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可能。

2020年 6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