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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学习终端的中职信息技术课程资源开发及应用研究》开题报告 

第一部分     课题研究的必要性论证 

一、问题的提出： 

1、移动学习的提出： 

移动学习研究始于 1994 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 WirelessAndrew 研究项目。此后，国

内外纷纷提出移动学习的理论，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移动学习是一种在移动计算设备帮助下的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学习,其使

用的移动计算设备必须能够有效地呈现学习内容并且提供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双向交流。 

2、中等职业教育教学的特点： 

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在生产、服务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因此，

在中等职业学校教学中，除了相应的文化课，就是大量的专业课、专业技能课程，这些课程

的学习大都在实训场所完成。 

目前，中等职业教育的对象大部分是正值青春期或者青年初期的学生，他们无论心里、

生理因素还是职业经验和成熟的操作工人有很大差距，但他们在新知识接受能力有优势，对

新鲜事物兴趣高。 

3、本课题问题的提出： 

基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得出移动学习是适合中等职业教育中的一种学习方式，其学习环

境是移动的，师生是移动的，学习形式是移动的，学习内容是移动的，这恰恰符号中职生的

学习特点。 

移动学习的资源建设是移动学习的必要条件。有了资源怎样应用？如何应用？怎样应用

才能对中职教育有帮助？ 

本课题研究将以中等职业教育中的信息技术专业的课程为主，研究该专业各课程的适合

移动学习平台的资源开发问题，着手建立相应的课程资源，并研究如何使用资源，以改善和

提高中职信息技术专业的教学质量。 

二、课题研究的价值： 

本课题的研究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开发、研制适合中等职业教育中信息技术

课程资源，将中职信息技术专业的课程资源整合到移动平台上，使得中等职业教育形式发生

变化，改善和提高中等职业教育中的课题教学效果，本课题的研究具有如下价值： 

1、移动学习终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随着通信产品迅猛发展，尤其近年来苹果公司移动数字产品的销售，带动了以智能手机

等移动数字产品的普及。据调查，我校学生中，98%以上学生有手机，且多为智能手机。在

课堂教学中，利用合适的移动教学资源，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智能手机、pad 等移动电子产品，

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改善课堂教学的效果。 

2、移动学习使学生学习方式发生改变。 

随着移动电子产品的普及，移动学习成为可能。近十年来，国内外对移动学习进行相应

的研究，得出了移动学习的特点：“移动性、便利性、自主性、高效性”。同样，移动学习也

会成为中等职业教育的一种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改变了传统教学方式中单向灌输的方

式，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什么、什么时间学都有学生决定。在移动学习中，教师利用有

效的学习资源，对学生的学习加以辅导、支持、帮助、促进，结合课题教学的传统学习模式，

有效组织教学，学生成为学习主人，而教师亦能发挥组织、指导作用。 

3、移动学习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丰富教师的教学手段。 

中等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中学教育，专业门类多，但专业层次较高较低，有些专业比

较偏，因此，对中职教师来说，备课、上课都有一定难度。本课题研究中等职业教育中的信

息技术专业的移动学习资源的开发、建设和应用，可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其他专业和教师提供



 3 

了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使用移动学习资源进行有效教学。 

三、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1、本课题的研究思路 

以新的教学理念，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将移动学习终端引入课堂教学，利用适合的课程资

源改进教学方法，激活课堂教学，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本课题研究以网络技术、通信技术为依托，研究开发信息技术课程资源，将其有效运用

于课程教学中，并延伸至课堂之外，研究基于移动终端模式的移动学习的方式方法。 

2、本课题研究主要内容 

（1）移动学习平台软件开发： 

随着通信产品迅猛发展，尤其近年来苹果公司移动数字产品的销售，带动了以智能手机

等移动数字产品的普及。据调查，我校学生中，98%以上学生有手机，且多为智能手机。通

过本课题研究，开发适合中职教学的移动学习平台软件。 

（2）移动学习平台信息技术课程资源建设：通过本课题研究，建设校本信息技术课程资源。 

（3）移动学习资源应用研究：通过本课题研究，推广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实现能应用与中

职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资源应用，促进教学改革。 

（4）利用移动学习资源教学的案例研究。 

（5）初步研究基于移动终端的移动学习模式对中职教育的影响。 

3、本课题研究研究方法： 

（1）问题研讨与调研：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基础、资源开发的课程、资源的应用等问题。 

（2）课例分析：研究基于移动学习终端的课程资源在教学中的应用问题。 

（3）问卷调查：调研学生运用移动终端学习的情况，以促进资源的更好建设。 

四、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状况(文献综述)： 

针对本课题研究，近期在网上检索相关研究，检索到：《基于手持移动设备的的中职数

控机床学习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基于移动终端的实验学习资源的开发研究》，《基于智能学

习终端的移动学习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基于 Android 的移动学习终端平台的开发与研

究》等，相关研究着力于移动终端的学习平台实现的论理研究，移动学习在中职教学中的方

法与策略研究，对于资源的开发研究较少，适合于中职教学移动终端终端的资源更是鲜有提

及。 

本课题将研究信息技术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引入移动学习平台，促进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

改革，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五、对与本课题研究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说明或界定： 

1、对课题名称的界说： 

本课题研究开发适合于移动平台的，适应中职学生和中职信息技术课程资源，研究如

何应用与中职教学中， 

2、对本课题有关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 

（1）移动学习是一种在移动计算设备帮助下的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学习,

其使用的移动计算设备必须能够有效地呈现学习内容并且提供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双向交

流。 

（2）移动终端或者叫移动通信终端是指可以在移动中使用的计算机设备，广义的讲包括

手机、笔记本、POS 机甚至包括车载电脑。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指手机或者具有多种应用功

能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3）移动平台就是电信运营商在无线通信基础上为其用户提供的一个范围更广、使用更

方便的信息交换平台，包括软、硬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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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课题研究的可行性论证 

六、研究步骤与进度安排： 

1、2013年9月——2013年12月：调研阶段 

（1）课题应用平台研讨。 

（2）课题任务实施课程选定。 

（3）课题任务分解、分工。 

2、2014年1月——2014年6月：平台研究阶段 

   移动平台研究、使用培训。 

3、2014年7月——2015年4月：资源开发应用研究 

（1）移动平台课程资源开发，争取1～2门课程资源开发建设完成。 

（2）移动平台课程资源应用研究。  

4、2015年5月――2015年12月：移动学习资源教学应用研究 

（1）组织移动平台的课程资源应用与教学研究 

（2）组织学生使用移动平台资源 

（3）问卷调查学生使用移动平台课程资源情况 

5、2015年12月：课题结题阶段 

（1）移动平台课程资源完善 

（2）移动终端使用课程资源总结 

（3）课例分析 

（4）结题报告 

七、课题负责人情况介绍： 

姓  名 学  历 职  称 工作单位 E-mail 手机号码 

朱斌 本科 
高级 

 
皖江职校 zhb_wp@163.com 13855515320 

课 

题 

负 

责 

人 
龙兆良 研究生 高级 皖江职校   

课 

题 

负 

责 

人 

学 

术 

经 

历 

朱斌：1、2005年7月～2008年7月，参与“十一五”国家电教课题，任课题授课讲师，讲授课题

平台相关内容。 

2、2011年12月至今，参与市级精品课《数据库应用 Visual FoxPro》课程建设，任精品课授课

教师，并制作精品课课件、精品课课程录像等。 

3、2013年9月至今，参与市级精品课《计算机原理》课程的建设，任精品课授课教师。 

龙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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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成本课题的条件分析（包括人员结构、资料准备、科研手段和经费保障）： 

1、人员结构： 

本课题研究的人员60%是高级教师，人员配备整齐、实力雄厚，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 

2、资料准备： 

    学生问卷资料、平时数据资料、网络查询资料、图书资料、教学科研实际资料等。 

3、科研手段： 

    调查报告、实际调研、资源开发软件学习、撰写论文、课例教案等。 

4、经费保障： 

课题经费全部来自学校，科研经费有充足的保障。 

十、课题组成员简介：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职   称 职   务 工  作  单  位 

课 

题 

组 

主 

要 

成 

员 

朱斌 

龙兆良 

孙广钧 

王学芳 

刘霞 

胡常海 

项君 

黄华丽 

陈媛媛 

王李娜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46 

49 

41 

41 

36 

41 

32 

32 

28 

28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高级教师 

高级教师 

高级教师 

高级教师 

高级教师 

高级教师 

一级教师 

一级教师 

一级教师 

一级教师 

教师 

主任 

主任 

教师 

教师 

主任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