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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移动互联网已然是当代民众重要的生活载体乃至生活方式，其渗透力已经深入

至小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之中。移动互联网的普遍化使用，一方面给小学生的学习和

学习管理造成了不良影响，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管理上也具有一定的

优势。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和小学生学习管理的重要性，本研究在数据调查的基础上

提出了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研究。

本研究首先利用《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状况调查问卷》对 1217名小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小学生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比例很高，并且频率较高、使用时

间较长，通过移动互联网主要实现娱乐功能；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趣味性，小学生对

移动互联网的态度以正向喜欢为主流，并在缓解学业压力上起到了较高的效用，但

是小学生的移动互联网行为不受教师和家长的支持。同时对 96名小学教师进行了《移

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现状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小学教师使用移动

互联网对小学生进行学习管理的意愿较强，并且有相关经验的教师比例较高，但是

现在的应用效果不理想，应用场景单一，管理方法创造性不足；教师们在移动互联

网学习管理的平台、技术和媒体优势上达成了共识，并且认为智能化学习分析系统、

个性化学习辅助工具和自主化学习监督体系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根据调查研究数据，本研究总结了移动互联网给小学生学习管理带来的挑战与

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管理上的优势作用。最后提出了从小学生自主学习管理和

学校教师学习管理两个层面探索出了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方法：小

学生可以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个性化数据分析系统、时间管理系统等，开展自主的个

性化学习管理、即时化学习管理和碎片化学习管理；教师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专业学

习管理 APP、学习监控功能、二维码功能、VR虚拟现实功能和大数据分析功能提升

学习管理效果、学习管理体验和学习管理空间。

关键词：学习管理；移动互联网；小学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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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e Intern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life and even a way
of life for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its penetration has penetrated into the
lives and learning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widespread use of mobile
Internet, on the one han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pupils' learning and
learning 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rovides a positive
opportunity for pupils' learning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realistic
background and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managemen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study proposes a study on learning managemen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bile Internet on the basis of data
survey.

In this study, 1217 pupil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Mobile Internet Use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using mobile Internet is high, and the frequency is high, the use of
time is long, mainly through the mobile Internet to achiev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based on the interesting mobile Internet, the attitude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mobile Internet is positive like the mainstream, and in
alleviating academic pressure has played a higher role. Utility, but the mobile
Internet behavior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s not supported by teachers and
parents. At the same time, 96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were surveyed by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bile intern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re more willing to use mobile Internet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management, and the proportion of teachers with
relevant experience is higher, but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effect is not ideal,
the application field. Teachers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advantages of
mobile Internet learning management platform, technology and media, and
believe that intelligent learning analysis system, personalized learning aids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supervision system a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V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mobile Internet brings to pupils' learning management.
Finall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method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mobile Internet from two aspects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management and school teachers' learning management.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an use the personalized data analysis system and
time management system of mobile Internet to carry out independent
personalized learning management and instant learning. Management and
fragmentation of learning management; teachers use mobile Internet
professional learning management APP, learning monitoring function,
two-dimensional code function, VR reality function and large data analysis
function to enhance learning management effect, learning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management space.

Key words: Learning management; Mobile Internet; Primary schoo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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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一个小学生用智能电话联系父母并询问何时来看自己”、“一个小学生手持

ipad平板电脑玩着网络游戏”、“小学生在各种作业论坛上寻求问题解决的资源”

或“几个小学生在虚拟社群里聊天、‘斗图’”等等，这样的场景在日常生活中一

定屡见不鲜。不得不承认一点，以移动互联网为特点的移动智能终端已经融入生活

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小学生的点点滴滴中，或是娱乐放松时刻，或是严肃学习时刻，

或是亲友沟通时刻。

移动互联网是相对于传统互联网（即 PC端互联网）概念出现的，二者存在显著

的区别。其一，移动互联网的上网设备可以进行随时随地的移动，在空间上有了巨

大的突破；其二，移动互联网不再需要有形的网线连接智能设备，而是通过 GPRS

或WIFI等方式进行无线连接。移动互联网与互联网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本世

纪头十年和现在十年的区别。上述特征使得互联网的使用群体、使用空间和使用时

间都得以最大程度地拓展，那么小学生也就获得了轻松使用互联网的机会和可能。

移动互联网成为了当代小学生生活尤其是学习生活的重要特征，为小学生的学习管

理带来了优势和挑战。

不少的家长以及更多的老师对这一现象微词颇多，集中表现在“小小的小学生

就开始玩手机，太影响学习了”，家长和老师乃至社会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也不

是无稽之谈。确实如师长们所担忧的一样，存在着部分小学生放学后甚至在课堂上

都沉迷于手机，在移动互联网上玩游戏、聊天或者浏览新闻等，甚至会登陆不文明

违法网站，这不仅对小学生的学习造成了消极影响，而且会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不良

后果。鉴于此，“没收手机”和“不准玩手机”等禁令变成了新时代下的家长口头

禅，但是似乎小学生对手机的爱好尤其是对网络的爱好并不因为这些禁令而有所减

弱，反而喜欢的人数和程度变本加厉地几何级上升。这种现实最起码说明了师长们

强硬禁止并不能够有效降低小学生对手机的迷恋，甚至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师长对手

机乃至移动互联网的态度是存在偏差的。

也许并不是一味地禁止才会使其远离移动互联网的负面影响，因为移动互联网

存在于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远离到任何地方、逃避到任何地方都是有

移动互联网的地方；也许除了远离，小学生和移动互联网也可以“和谐相处”，因

为移动互联网本身并没有任何负面属性，只是使用不当使其沦为一种危害小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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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不良工具。而学习一方面是学校和家长最为重视的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从心理

学的角度讲，学习同时也是小学生心理发展的主导活动 ，深刻系统地影响着小学生

的长远发展。

因此，移动互联网给小学生的学习带来的不良影响必须解决，作为时代的先进

产物，最好能通过移动互联网促进小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管理，这并不是随口之

言。很多小学生正在通过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随时随地获取海量

的教学资源来解决自己的学习困难，或者通过时间管理 APP管理自己的学习进程，

或者通过远程课程学习更多的课外知识等等。这是一次移动互联网与小学生学习的

结合，是学习管理领域的一次“互联网+”尝试。

综上所述，移动互联网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小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之中，并且带来

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家长和教师们对此反应强烈，从学术界到社会上兴起了一阵“禁

止小学生玩手机”的风气，但是似乎这并没有什么显著的积极效用。本研究则更多

地看到了移动互联网对小学生学习管理的积极可能性，这不是不承认或者忽略移动

互联网对小学生学习造成的不良影响，而是换一种思路用“疏”而非“堵”的方式

实现“治水”，将移动互联网转化为小学生学习管理尤其是自主学习管理的正向工

具，在治理移动互联网问题的同时挖掘出其积极效用价值，因为移动互联网是时代

的潮流，与其逆潮而行不如顺势而为。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研究目的

小学生学习管理一直以来是小学教育及其相关研究的重要领域，小学生阶段性、

普遍性地存在学习不适应的问题，它是由之前的幼儿园生活对学习纪律和学习组织

要求较低造成的。进入小学后，学业压力和学习规范性自然地造成了学习的适应性

问题，这就对小学生的学习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年龄阶段性、学习适应性问题

自然需要持续的学习管理改良，针对不同时期的问题进行学习管理措施的改良。由

此可见，小学生学习管理是一项非常重要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变革的课题，

这是本研究对小学生学习管理问题进行研究的根本原因，是本研究开展小学生学习

管理研究的主要目的。

从小学生学习管理的现实来看，当下面临的新问题首属移动互联网的盛行造成

的小学生学习不专心、沉迷网络、变相作业抄袭等问题，这些学习问题用传统的管

理办法很难奏效，因为这些行为不在教师的看管范围之内，无法进行传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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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教师或家长采取了禁止使用等强制性手段，这种手段一者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二者也不可能长期使用下去，因此本研究将结合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学习管理问题

进行学习管理策略革新。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选题依据主要是：①小学生学习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②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小学生学习管理遇到了新的挑战和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期望

通过调查研究达到以下目标：①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优势解决小学生当前面临的学

习拖延、学习时间被挤压和手机依赖等传统的学习管理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②运

用移动互联网的平台优势变革小学生学习管理思路，升级现有的学习管理方法。最

终促进小学生的学习管理效率，提升小学生的综合素质，实现小学教育目标。

1.2.2研究意义

通过实地问题考察和文献资料分析，不难发现本研究的开展具有较大的必要性

（移动互联网对现有学习管理体系造成的破坏）、显著的重要性（学习是小学生心

理发展的阶段性主导活动）和可靠的可行性（移动互联平台、媒体和技术为小学生

学习管理提供了新的支持），具体价值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已有研究对小学生在移动互联网及其承载设备——移动智能设备方面的研究多

以担忧的态度、恐惧的情感和问题导向的思路展开研究，这种方法自然有其实际价

值，但是这是逆时代而流的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策。本研究探寻移动互联网之于

小学生学习管理的积极效用价值，将转变已有的研究思路，不仅填补了已有研究在

积极视角上的空缺，又延展了研究的理论价值。

本研究未雨绸缪、前瞻性地对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进行研究，

这将在移动互联网造成大面积不良影响之前，有效预防小学生过多地沉迷移动互联

网生活，转变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生活中的价值定位——从娱乐功能向学习功能转

变。这为相关教育部门制定相关教育管理政策提供策略指导，为家庭和学校指导小

学生正确使用移动互联网提供有效支持，更重要的是这将前所未有地促进小学生的

自主学习管理。

1.3研究动态

在展开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研究之前，需要对已有相关研究进

行搜集、分类、比较、分析和综合，以全面了解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奠定的基础，

以此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形成合理的研究思路和可行的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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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本研究的相关研究文献，“学习管理”文献量充足，这说明学习管理是一

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小学生+学习管理”

文献量较少，这说明将小学生作为学习管理的研究对象的研究较少，这与学习管理

之于小学生的重要性不匹配；“移动互联网+学习管理”文献量非常之少，这与移动

互联网兴起的时间较晚有关；“小学生+移动互联网+学习管理”文献量几乎没有，

这一方面与移动互联网兴起时间有关，另一方面与部分研究者以为小学生接触移动

互联网较少有关。详见表 1.1

表 1.1 相关研究文献量统计表

检索主题词 1 学习管理 小学生 移动互联网 小学生

检索主题词 2 学习管理 学习管理 移动互联网

检索主题词 3 学习管理

文献数量
① 10122 359 12 0

本研究将对小学生的学习管理相关研究动态、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

管理研究动态进行总结分析，以为研究的精细化和生态化奠定基础。

1.3.1小学生学习管理研究动态

小学生刚刚从幼儿园步入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学习习惯、学习方式和学习动力

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的不适应，面对小学生学习当中的普遍性问题和个性化问题，学

校、家庭和相关主体进行了诸多的努力，已有研究也进行了多方面探索，重点对小

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时间和自主学习进行了问题归结和策略指导。

有关小学生学习习惯管理的研究动态。小学教育不仅是对课本知识的传授，学

习习惯的养成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否则更多层次的教育将无法顺利展开。

首先，众多研究对学习习惯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赵丽霞在研究中指出，学习习

惯要具体化地区分为一般学习习惯和特殊学习习惯，前者主要适用于任何学科的学

前预习习惯、课前准备习惯、听课习惯、作业习惯和思考习惯等，后者主要是针对

不同学科养成的不同思维习惯和作业习惯，相对而言前者是学习的基本条件，后者

是提高学习效率和训练全素质思维的重要保障。

①
该文献量统计以中国知网为检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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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少研究透彻地分析了小学生学习习惯养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小学生

的学习管理是为小学生的学习而服务的，更进一步说是为解决小学生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而服务的。而说到小学生的学习问题，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相关实践结果都承

认，小学生的学习困难并不是因为学习内容的困难，而是小学生缺乏良好的学习习

惯
①
。

古希腊教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言，“天性、习惯和理性是关系人生存的重要元

素，而在人生初期，天性是可以被改变的，这种改变的力量就是习惯”
②
，由此可见，

学习习惯不仅是促进学习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学习习惯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

要的品质，它关系着个人的性格养成和意志锤炼。叶圣陶先生甚至认为“往简单里

说，教育就是一句话，养成良好的习惯”，确实如此，与其说良好的学习习惯是为

优秀的学习成绩服务的，不如说学习成绩是考量学习习惯的一个指标，通过学习行

为管理转化为学习习惯管理，最后落实在心理品质的管理上，将会实现由“管”到

“不管”的终极目标转变。

第三，已有研究以学习习惯的量化衡量为基础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小学生学习

习惯管理的策略。要进行有效的小学生学习习惯管理首先要对学习习惯进行全面系

统的量化，田澜
③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将小学生的学习习惯结构化为作业习惯、纪律

习惯、课后自律习惯、主动学习习惯、勤奋学习习惯、去拖延化习惯和专心上课习

惯等七个维度，并编制了《小学生学习习惯问卷》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信效度良好，这已成为小学生学习管理量化研究、科学评估和具体管理的重要基础。

具体在小学生学习习惯的管理方法上，伍怀林
④
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

系统化策略分析，研究认为小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关键在于学习兴趣的激发，教师

“扣人心弦”的授课是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关键所在，这符合外在学习动机为主的

小学生学习特征。除此之外，还有研究指出小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要以“刺激——反

应”的经典条件反射原理为原则进行行为强化训练，明确学习目标，指导学习策略，

强化学习结果
⑤
；当然，在具体的学习管理上还应注意不同年级段、不同性别和不同

个性的差异性，做到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

①
白文杰.小学生学习习惯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呼和浩特新城区北垣小学为例.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

论文，2012，3-4.
②
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0-21.

③
田澜.小学生学习习惯问卷的编制.心理学探新，2010，5，76-80.

④
伍怀林.小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教学与管理，2010，23，89-90.

⑤
沈苏英.低年级小学生课堂学习习惯的培养.现代中小学教育，2015，7，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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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小学生学习时间管理的研究动态。小学生学习时间管理看似是一个小的管

理内容或者研究领域，实则不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修订版）》

中明确提出，小学生的学习时间管理能力影响着其学习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其

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关于小学生的学习时间管理研究也较为普遍。

首先，已有研究关注了小学生时间管理问题的原因。邵立云
①
在关于小学生的时

间管理研究中指出，小学生由于年龄限制和认知不足等因素，普遍性地存在没有时

间观念的问题，进而导致了时间管理方法不合理和意志力不坚定等问题。许多研究

结果与这一研究结果保持了一致，学习时间管理是一种行为问题，更是一种心理能

力问题，更多的时间管理问题或者拖延问题是小学生在认知上和心理上的问题。

其次，已有研究在分析小学生学习时间管理问题的原因基础上，探索了诸多小

学生学习时间管理策略。既然时间观念是造成小学生学习时间管理差的核心原因，

这就需要教师和家长在学习管理中认真培养小学生的时间观念，而不是一味地去责

备批评。具体的时间观念养成方法，可以通过开展时间观念主题班会等活动，让小

学生自主地去搜集和分析时间概念，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启发小学生重视时间的价值，

当然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在学习中去让小学生领悟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家长或者老师

在学业强化上不仅要重视学习或作业的效果，也要直接强化和奖惩学生的学习时间

效率
②
。

有关小学生自主学习管理的研究动态。促进小学生自主学习是小学教育的目标

之一，也是进一步接受越来越繁重的学习压力的条件之一，不过小学生群体中普遍

存在着自主学习较差的问题。

一方面，已有研究对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差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很多教师简单

化地把这种行为问题归结为“学生不自觉”，但这无法揭示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的深

层原因。研究表明，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包括教师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动机和

家长的学习管理方法等，很多老师和家长为了小学生按时完成作业采用强制性的惩

罚措施，或者严格看管小学生的学习作业，这在短时间内能强迫小学生完成学业任

务，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甚至会因此使小学生产生对学习厌恶的情绪，最终在学

习自主性上越来越差。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也探索了小学生自主学习管理的方法。与其他学习管理乃

至于管理学领域不同，自主学习管理即不强调其他管理主体的干预，这就使得自主

①
邵立云.小学生学习时间管理的心理分析与策略.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4，17，14-17.

②
沈建华，张敏.小学生学习时间自我管理.教学与管理，2008，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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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管理的促进只能以认知改变和行为诱导的方式，去鼓励和引导小学生合理高效

地进行自主学习管理，但是这并不是说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不了作用，而是要求

更加高水平的管理，通过变革课堂授课方式，在讨论式的课堂中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的积极性
①
；此外，还有研究认为还要通过教材的变革、作业方式的转变和考核方式

的转变，全面促进小学生的自主学习，优化小学生自主学习的管理方法。

综上所述，小学生学习管理问题众多，但是与时俱进的移动互联网情境下的学

习管理研究不足。关于小学生学习管理的相关研究，对小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自主学

习管理研究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把握住了小学生学习管理中最严重的问题，

也切实解决了小学生的一些学习难题。但是，当下的研究较少顾及到新形势下小学

生学习面临的新挑战，也缺乏互联网乃至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有效的学习管理变革，

这断然无法进行与时俱进和卓有成效的学习管理。

1.3.2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研究动态

小学生正在大量地、长时间地使用移动互联网及其智能承载设备，这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之所以提及这一话题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家长和教师认为这一行为严

重影响到了小学生的正常学习，给常规的学习管理造成了诸多不便和问题；另外一

个原因是移动互联网作为时代的产物也无可辩驳地为小学生的学习提供了诸多便

利，更为小学生的学习管理提供了新的条件。

有关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的研究动态。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8

年 1 月 31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 41次）数据表明，

我国互联网接入设备中，手机的使用率高达 97.5%（75265万人），这就说明我国已

经正式步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其中在使用用户上，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比例较高，

尤其是中高年级的小学生移动互联网网民比例将近 20%；更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

新增网民中，低龄网民（19岁以下）占比超过 47%。这无可争辩地说明了一个事实，

移动互联网已然是时代的趋势，小学生使用移动互联网也是既有的事实。

关于小学生在移动互联网或者手机上的使用行为，已有研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大部分小学生在移动互联网上所使用的功能集中在学习资料查找、聊天社交、网络

游戏和视频影视等功能上，这些功能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优劣好坏之分，诸多研究以

及家长关切的问题是小学生中有一部分存在手机依赖的问题，甚至在智能手机上通

过移动互联网浏览不文明网页。另外有研究指出了小学生在移动互联网使用上的年

①
王英杰.高年段小学生自主学习问题及对策的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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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性别和学校属性等变量上的差异性，总体来看，男性小学生的使用比例略高于

女同学，年级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是更为详细或者深入的研究则甚为缺乏，基本停留在使用行为表面和问题严

重性的关切之上，这与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中广泛的使用和对学习造成的巨大挑战

与机遇不成比例，因此更为深入的研究迫在眉睫。

有关移动互联网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的研究动态。诚然，互联网乃至移动互联

网的发展和普及，给小学生的学习乃至学习管理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影响，例如手机

依赖、学习时间压缩、作业抄袭、作弊和学习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但是不得不承

认的是小学生使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是时代的大潮流，简单粗暴地禁止小学生接

触移动互联网是逆潮流而行的不合理路径，也无法根本性解决相关的问题。基于此，

本研究更多的关注了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给小学生学习和学习管理带来的积极

效用和正向影响。

首先，移动互联网为小学生的学习管理提供了更为系统化和自动化的平台系统。

方芳将移动互联网和学习管理相结合，搭建了学生学习管理 APP系统，这一系统包

含了学习资料库、学习档案库和日常学习内容的管理，师生可以随时随地访问海量

的学习资料，拓展了学习的时域和地域，使得过去课堂之外的学习管理缺陷得以实

现；系统还可以实时监测某位学生的资料查找和浏览状况，并且连同小学生的学习

成绩等情况综合成每位学生的学习档案，并提供了一些个性化指导建议。

其次，移动互联网为小学生的学习管理增加了社交属性。说到小学生学习管理

的应用，当下最常用的要数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共建的社交群组，教师可以在微

信、QQ等群组中布置作业和通知学业内容等，家长需要协助学生将作业完成情况实

时上交在虚拟社群之中，这无形中就无缝连接了教师、家长和学生之间的联系，前

所未有地搭建了三方共存的学习管理系统，简单高效地实现了社交属性更强的学习

管理。

第三，移动互联网为小学生的学习管理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工具。盛东方
①
利用移

动互联网的便利性设计了一套移动学习系统（《手工》课程），该系统不是简单的

将现实课堂搬到互联网上，而是充分利用了移动互联网的先进技术，让学生在智能

终端上进行诸多的细节作业，通过电子模拟指导学生全方位观察分解动作，通过虚

拟现实技术在电子平台上练习作业。换句话说，移动互联网不只是对原有学习管理

①
盛东方.移动学习资源开发与管理方法研究.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11-13.



第一章 绪论

9

的积极建设存在作用，还另外地利用其在虚拟技术的优势创新了学习管理的内容和

领域。

此外，还有研究指出了移动互联网情境下的非正式学习的学习管理，李婉嘉
①
等

人还对微博之于非正常场景下的学习管理效果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微博非正式学

习在自发阶段、参与阶段和实现阶段的具体管理方法和促进策略。还有研究提出，

移动环境的学习管理系统和平台可以在前期采用移植 PC端系统的方法以降低开发

成本。

总之，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的学习管理上提供了诸多的技术支持、系统支持、

社交提升和效率改善的积极作用，也存在着移动技术门槛高、一些学校和教师难以

顺利应用的问题。从研究上看，的确不是所有研究都谈虎色变的强调移动互联网带

来的问题，即使有研究指出了积极应用方向，但是具体到移动互联网对小学生学习

管理的影响机制和具体策略上还是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已有移动互联网相关的小学生学习管理更多地提到了负面消极影响，

较少关注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乃至于学习管理上的优势。从实际情况来看，移

动互联网是影响小学生学习的残酷杀手，但也是小学生学习的重要帮手，如何在移

动互联网背景下解决小学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发现移动互联网之于小学生学习管

理的积极效用价值，不仅解决问题还能提高效率，这是一个摆在研究者面前的课题，

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问题解决思路。

通过分析综合本研究认为，已有相关研究在移动互联网与小学生学习管理的结

合上更多地把移动互联网简单地理解为智能手机 APP，也就是说，移动互联网就是

在手机上实现了 PC互联网的信息、服务和管理等功能，这是对移动互联网的认知偏

差，也必然地弱化了移动互联网的革命性作用。

已有相关研究更多地是理论思辨式的研究，较少以数据量化的方式进行统计分

析研究，这种不以数据调查为基础的研究尽管做出了很多方向性的指导，但是在研

究的现实实用性上必然地会有所局限。这就要求更加深入的研究，就要以量化研究

的方法将数据作为问题归结的基础和策略分析的基础，实现从问题中来到问题中去

的研究思路，提高小学生学习管理这一实践性较强的研究领域的结果实用性。

基于已有研究的研究基础和研究不足，本研究取长补短，以量化调查为方法着

力发掘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管理上的特别优势，一方面通过“疏”而非“堵”

的方式治理移动互联网造成的小学生学习管理问题，另一方面利用移动互联网在小

①
李婉嘉.基于微博的非正式学习的知识管理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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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管理上的社交优势、系统优势和时空优势等促进传统小学生学习管理方法

的优化升级，与时俱进地解决小学生学习管理问题，培养小学生良好的学习管理能

力、优秀的时间管理素质、合理的学业情绪管理方法和卓越的自主学习管理能力。

1.4研究内容与方法

1.4.1研究内容

参考已有相关问卷题项和专家建议，本研究编制了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

学习管理现状调查问卷，通过取样调查，全面迅速地了解小学生的手机使用偏好、

使用态度和使用特点等内容，掌握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现状，重点

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视角了解其中的问题和进展。

根据调查数据进行深刻全面的结果分析，总结出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

习管理的问题和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管理上的优势，从而为解决移动互联网背

景下的学习管理问题提供依据，也为更加有效和高效地利用移动互联网开展新形势

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提供指导。

运用理论分析和专家访谈等方法对解决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问题进行

探索和讨论，从学生自主管理和学校教师管理两个角度运用新技术解决既有的学习

管理问题，借助移动优势改良小学生学习管理方法，让移动互联网造成的问题用移

动互联网的方法解决，并且实现更高水平的自动化、个性化、趣味化和社交化的小

学生学习管理。

1.4.2研究方法

基于现实需求和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明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拟解决问题的

方向，为了研究目的的有效实现，本研究确定了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和研究

对象，用清晰的研究思路指导研究的顺利开展。

关于研究方法，本研究区别于以往研究重思辨轻量化的不足，采用了质性研究

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思路。

文献分析法是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信息，以达

到某种调查研究目的的方法。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和学校图书馆等工具对“小学生

学习管理”、“移动互联网”和“小学生学习管理问题”等关键领域的文献资料进

行搜集、整理、分析和归纳，全面了解传统小学生学习管理研究的建设性成果和难

以解决的问题，重点掌握移动互联网对小学生学习管理造成的问题和优势，从而在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本研究的问题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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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法是研究者用严格设计的统一问卷，通过书面语言与被调查者进行书

面交流，来收集研究对象关于教育问题或研究现象的信息和研究资料的方法。本研

究编制了《小学生移动互联网行为调查问卷》和《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

管理现状调查问卷》，然后对相关的小学生和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最后进行数据分

析以全面、客观地了解小学生的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特点及问题，系统掌握移动互

联网之于小学生学习管理的负面后果和正向效果，并据此分析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小

学生学习管理存在的挑战和契机。

访谈调查法是研究者通过与被调查者面对面进行交流，以口头问答的形式来了

解某人、某事、某种行为态度和教育现象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一方面本研究通过

访谈调查法以验证问卷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丰富问卷调查结果的全面性；另一方面

通过对相关专家的访谈，更深入地分析和解读数据结果，提出更为系统化和有效性

的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策略。

为实现以上研究方法，本研究编制了以下调查工具。

《小学生移动互联网行为调查问卷》是为调查小学生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实际情

况而编制的，这是开展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的前提铺垫。问卷一共

包含 15个题项，1-5题是关于小学生的人口学变量的简单了解；6-10题是调查小学

生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使用行为偏好（设备归属、频率、时长、内容和社会支持等）；

11-15题是调查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体验（态度、体验和评价等）。鉴于被调查对

象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的理解能力有限，故而调查时采用调查者阅读、学

生作答的方式，并且在表达上尽量通俗（如将“移动互联网”替换为“手机互联网”

等）。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现状调查问卷》是为调查教师在移动互

联网背景下对小学生进行学习管理的现状而编制的。问卷共有 16个题项，分为基本

资料和学习管理状况两部分，前一部分包括四个题项，涉及教师教学的基本资料；

第二部分包括移动互联网下小学生学习管理总体结果、使用特点和个人认知评价三

个维度。1-4题主要了解教师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小学生学习管理的比例、频率及其

原因；5-8题主要了解教师利用移动互联网的特点（使用场景、实现功能、积极效果

和不利影响）；9-12 题主要了解教师对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小学生学习管理的评价和

期待（优势、不足、期待和策略等）。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小学生学习管理访谈提纲》是用来访谈领域内专家、一线

教师的，主要用以探索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方法策略，同时验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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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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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调查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小学生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的基本现实，也为

了发现移动互联网对小学生学习管理造成的问题和存在的机会，更为了提出科学化

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的移动互联网策略，本研究首先利用《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状

况调查问卷》对我国的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发现其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和使用

体验，这就为界定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群体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全面、

客观的数据基础，夯实了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基础；其次利用《移

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现状问卷》对我国的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以

了解移动互联网条件下教师在小学生学习管理中的运用状况，尤其是对当下运用状

况中的功能实现和制约因素的掌握，这为针锋相对地解决目前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小

学生学习管理的问题和系统化、科学化地运用移动互联网，与时俱进地进行小学生

学习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2.1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现状调查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取样的方法在山西省选取了 1所城市重点小学、1所城市普

通小学、1所农村重点小学和 1所农村普通小学，并在各所学校的六个年级随机抽取

一个班，共计 24 个班级，样本总量为 1217人。针对调查对象小学生的认知特点，

本研究在做问卷调查时，采取班主任老师介绍后研究者独立发放《小学生移动互联

网使用状况调查问卷》，问卷填写是在研究者朗读的辅助下逐题完成，并有一名研

究助手负责解释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最终回收问卷 1217份，剔除 32份无效问卷（完

成度不足三分之一、多题选择两项以上和题目全部选择同一选项号等），有效问卷

1185 份，问卷有效率 97.4%，符合调查要求。最后把问卷结果录入 Microsoft Excel

进行数据统计，分为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和移动互联网使用体验两部分。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小学生移动互联网的使用现状，本研究不仅局限地和表面

地了解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的行为表现，更深入性和全面性地调查了小学生的移

动互联网使用的心理体验。如果只是了解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在使用频率、使用

时长、功能偏好和社会支持情况，容易扩大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的消极影响作用，

也无法了解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的背后动机。无论是降低小学生移动互联网的消

极性使用行为，还是引导小学生进行适应性的移动互联网使用，都需要明确小学生

移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具体心理体验。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研究

14

2.1.1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调查

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维度主要包含小学生是否拥有一台专属的移动智能设备、

移动互联网使用频率、每周使用时长、常用功能偏好和社会支持情况，即反映了小

学生的移动互联网在行为表现上的主要特征。详见表 2.1

表 2.1 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特征表

题项 结果 人数 比例

自有移动智能设备
有 477 40.25%

没有 708 59.75%

使用频率

每天都用 892 75.27%

每周三天左右 210 17.72%

小于每周一天 83 7.00%

周使用时长

10小时以上 711 60.00%

5小时左右 271 22.87%

小于 1小时 203 17.13%

常用功能偏好

联系好友 392 33.08%

查找资料 317 26.75%

浏览新闻 92 7.76%

游戏娱乐 384 32.41%

使用社会支持

爸爸支持 141 11.90%

妈妈支持 335 28.27%

教师支持 54 4.56%

没有支持 655 55.27%

根据表 2.1的数据，超过 40%的小学生拥有自己的移动智能终端，这比本研究预

期的比例还高，这可能与很多小学生尤其是家庭条件较好的小学生拥有学习机、点

读机和电子词典（这些传统单机设备应时代发展要求，可以顺利接入WiFi）等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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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终端有关，并不只是智能手机这一家长并不希望孩子使用的智能设备；需要注

意的是，尽管 59.75%没有专属的移动智能终端，但并不妨碍他们通过家长的设备使

用移动互联网。从使用频率上看，75.27%的小学生基本每天都在使用移动互联网，

这一数据既出乎意料也在情理之中，另有 17.27%的小学生每周使用 3天左右，而小

于 1天的只有 7%。从周使用时长来看，超过 10小时的小学生占比 60%，与使用频

率为“每天使用”的小学生基本匹配，小于 1小时使用时长的小学生占比 17.13%。

综合这三项数据，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生活中的渗透性极高，无论家长或学校进行

了怎样的管理，小学生的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都处于高水平状态。

另外，小学生在使用移动互联网时的功能偏好主要集中在“联系好友”和“游

戏娱乐”两项，两项功能分别占比超过 30%不相上下，这的确反映了现实中小学生

在使用移动互联网时的特点，这两项基本都属于非学习类功能（也有学习讨论群组

和记单词游戏等学习类），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查找资料”的比重也并不低，有 26.75%

的小学生通过智能终端上网是在查找资料来完成学习任务。也正是这样的使用特点

造成了小学生使用移动互联网时的社会支持缺乏处境，数据表明，爸爸、妈妈和教

师对小学生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支持率分别为 11.9%、28.27%和 4.56%，而高达 55.27%

的小学生表示没有师长支持自己使用移动互联网，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对学生使

用移动互联网最不支持，这可能表现了教师在移动互联网使用方面的偏见，这也启

示了将来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小学生学习管理时，要改变教师这种偏见（至少要转

变教师在小学生认识当中的移动互联网态度）。

2.1.2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体验调查

与上节关于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的描述相对，移动互联网使用体验维度

主要从心理层面描述了小学生对移动互联网的情感态度、认知特点和利弊评价，三

者综合反映了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的全貌。详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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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体验表

题项 结果 人数 比例

态度

非常喜欢 871 73.50%

一般喜欢 253 21.35%

不喜欢 61 5.15%

喜欢原因

内容有趣 609 54.18%

内容丰富 271 24.14%

内容有用 244 21.69%

不喜欢原因

没意思 3 5.65%

喜欢电脑上网 16 26.24%

师长不允许 42 68.10%

使用有利效果

缓解学业压力 549 46.33%

解决学业问题 429 36.20%

管理学习进程 207 17.47%

使用消极影响

学习时玩手机 384 32.41%

不玩手机难受 227 19.16%

解题总参考网络 574 48.44%

据表 2.2数据，73.5%的小学生非常喜欢使用移动互联网，仅有 5.15%的小学生

表示不喜欢使用移动互联网，这强有力地说明了小学生对移动互联网的需要和情感

倾向，也表明了让小学生使用移动互联网是符合小学生内心需求和时代需求的必然

趋势，也为进一步展开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提供了基础。本研究还更深层

地探索了小学生选择和限制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因素，超过半数的小学生之所以选择

使用移动互联网是因为其趣味性的内容或形式，这与其功能偏好保持了一致，也为

当下移动互联网在学习管理上起效甚微的问题提供了破解方向；而限制小学生使用

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原因是教师和家长的禁止（68.1%）。综合来看，小学生对移动互

联网有着极为正向的情感态度，这主要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趣味性，限制其心理需

求满足的主要因素是教师和家长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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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还特别地关注了移动互联网对小学生学习的影响：从正面效用上

看，46.33%的小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起到了缓解学业压力的作用，但是利用移动互

联网起到学习管理效果的占比只有 17.47%，这说明移动互联网更多地在小学生学习

中起到调味剂的作用，在学习管理上收效甚微；在负面影响上，小学生更多地谈及

了学习中太多地依赖互联网上提供的参考答案，甚至这当中不乏抄袭现象存在。无

论如何这一现象需要教师和相关研究的重视，当然手机依赖也是影响小学生正常学

习的严重问题。

综上所述，小学生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比例很高，并且频率较高、使用时间较长，

通过移动互联网主要实现娱乐功能；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趣味性小学生对移动互联网

的态度以正向喜欢为主流，并在缓解学业压力上起到了较高的效用，但是小学生的

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不受教师和家长的支持。

2.2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现状调查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山西省选取了 8所小学，并在重点小学和普通

小学、重点班和普通班、农村小学和城市小学以及教师年龄段进行匹配，最大程度

减弱无关因素对调查结果的干扰。被测教师一共 96名，给每位教师发放了《移动互

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现状问卷》，回收问卷 94份，剔除无效问卷 3份，有

效问卷 91份，问卷有效率 94.8%，符合调查研究要求。最后把问卷结果进行了数据

统计分析，分为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教师进行小学生学习管理的基本情况、应用状况

和对当前应用状况的认知评价三个部分。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现状，本研究还利用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小学生学习管理访谈提纲》对上述取样学校中的 8名教师（各

学校 1名）开展了深度访谈，以期丰富化和生动化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

管理问题及发展方向的资料。

2.2.1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教师进行小学生学习管理的基本状况

针对教师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小学生学习管理现状的研究包括“利用移动互联

网进行学习管理的使用意向”、“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管理的使用频率”、“利

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管理的使用效果”和“拒绝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管理的

理由”四个方面，具体结果详见表 2.3，它集中说明了教师使用移动互联网开展小学

生学习管理的意向、频率、效果和拒绝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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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的基本状况
①

题项 结果 人数 比例

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

管理的使用意向

非常愿意 21 23.08%

一般愿意 46 50.55%

不愿意 8 8.79%

无所谓 16 17.58%

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

管理的使用频率

经常使用 16 17.58%

一般使用 38 41.76%

偶尔使用 21 23.08%

不使用 16 17.58%

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

管理的使用效果

非常满意 3 4.00%

效果一般 33 44.00%

效果较差 19 25.33%

不好评价 20 26.67%

拒绝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

学习管理的理由

认为没用 2 12.50%

不会使用 5 31.25%

不需要使用 1 6.25%

会节外生枝 8 50.00%

据表 2.3 数据，23.08%的小学教师非常想要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小学生学习管

理，另有 50.55%的小学教师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愿，仅有 8.79%的教师明确表达了不

愿意使用的态度，这说明大部分教师想要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小学生学习管理，这

佐证了本研究开展的必要性。在使用频率上，17.58%的小学教师经常使用，另有

41.76%和 23.08%的小学教师“一般使用”和“偶尔使用”，不难看出移动互联网在

小学生学习管理中的实践已然是普遍的现象，但是使用频率不是很理想。

在 75名已使用的教师样本中，满意度较高的比例为 4%，认为效果一般的占比

44%，四分之一左右的小学教师认为当前的学习管理实践并不理想。结合上述数据可

①
第 3题（使用效果）只统计 75名已经使用过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管理的教师；第 4题（拒绝理由）仅统计 16

名未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管理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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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小学教师有着较为强烈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在小学生学习管理中的需求和愿望，

但是使用频率较低，使用效果一般，满意度偏低。

在 16名未使用的教师样本中，半数的比例是出于“节外生枝”的担忧而放弃使

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小学生学习管理，另有 31.25%的小学教师是因为能力问题被迫放

弃使用，这两个数据对于本研究非常重要。这启发我们要对小学教师进行相关培训，

以消解他们的担忧并提高他们的运用能力，这样会大范围和高质量地促进移动互联

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水平，毕竟很少的教师认为这样的思路“没用”或者“不

需要”。

上述问卷调查结果得到了教师访谈结果的支持。“我认为移动互联网一定是将

来学习管理的重要工具，我也相信很多老师已经把这一方式运用在学习管理当中了，

如作业布置呀、学习互动呀等等”（Z老师）。与此同时，也有教师指出“教学是一

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尤其是对小学生的学习管理，一不留神就会出现副作用，所以

尽管心里清楚这个（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是趋势，但是让我第一个吃螃

蟹，还是不敢太超前……”。

2.2.2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教师进行小学生学习管理的应用状况

在掌握教师运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小学生学习管理一般情况的条件下，本研究还

进一步深入了解了教师运用移动互联网开展学习管理的具体特征，主要包括：“移

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场景”、“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内容”、“移

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效果”和“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问题”。详见

表 2.4

表 2.4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的应用状况

题项 结果 人数 比例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

学习管理场景

课前预习 18 24.00%

课堂学习 8 10.67%

课后作业 43 57.33%

课外学习 6 8.00%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

学习管理内容

学习督查 24 32.00%

资料共享 18 24.00%

学习讨论 7 9.33%

信息公开 26 34.67%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研究

20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

学习管理效果

学习动机优化 16 21.33%

学习兴趣提升 42 56.00%

学习习惯优化 3 4.00%

学习效率提升 14 18.67%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

学习管理问题

分散学习精力 10 13.33%

形成网络依赖 14 18.67%

作业考试抄袭 30 40.00%

学习作业拖延 21 28.00%

根据表 2.4的统计结果，57.33%的小学教师在课后作业管理场景中利用移动互联

网进行学习管理，如最常见的作业在微信群中的汇报或上交等，还有 24%的小学教

师在课前预习中采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管理，例如预习资料的“打卡”学习等，

但是在课堂学习场景中教师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管理的比例极低。在具体的管

理内容上，除了将移动互联网用以“学习讨论”的管理中之外，在学习督查、资料

共享和信息公开等三方面的运用平分秋色，这说明当下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

学习管理以教师管理为主，师生之间的互动性较差。这一结果也可以从访谈结果中

窥斑见豹，如 L老师所言：“就现在来看，手机移动互联网更多地作为监控小学生

家庭作业完成的一种管理工具，不论是预习、复习还是作业……这样的方式既可以

提高学习管理的便捷性和即时性，也可以让学习本身具备了趣味性特征”。

从实践结果上来看，小学教师认为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管理的效果主要集

中在学习兴趣提升上，对于学习效率的提升和学习动机的优化上起效较小，尤其是

学习习惯的优化上几乎微不足道，甚至会起副作用。由此可见，目前移动互联网背

景下的学习管理效果亟待提升。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所造成的问题，最普

遍的是作业的抄袭甚至考试纪律的破坏，还有 28%的教师认为学习拖延现象也是移

动互联网给学习管理造成的一大问题。访谈中W老师也提及“一些学生通过手机可

以不经思考就搜索到问题答案，弱化了自主思考能力”。

2.2.3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教师进行小学生学习管理的评价情况

为了进一步发现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为了改

良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管理中的服务水平，本研究还采集了教师对移动互联网

背景下的学习管理的评价情况，主要包括“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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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劣势”、“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中期待的

功能”和“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的提升策略”。详见表 2.5

表 2.5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评价情况

题项 结果 人数 比例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

习管理优势

平台优势 33 44.00%

技术优势 8 10.67%

媒体优势 19 25.33%

时空优势 15 20.00%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

习管理劣势

专业的学习管理 APP缺乏 33 44.00%

学习管理的能动性不足 8 10.67%

学生以此为借口玩手机 27 36.00%

与已有学习管理融合性差 7 9.33%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

习管理中期待的功能

自主化学习监督体系 18 24.00%

智能化学习分析系统 27 36.00%

个性化学习辅助工具 21 28.00%

互动式教学管理系统 9 12.00%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

习管理的提升策略

开展专项教研和培训活动 36 48.00%

开发专业的学习管理 APP 19 25.33%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管理 11 14.67%

防止学生形成手机依赖 9 12.00%

根据表 2.5 的数据统计结果反映了小学教师对移动互联网之于小学生学习管理

的优势、劣势、发展方向和提升策略方面的认知状况。从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

管理的优势上看，44%的小学教师认为移动互联网更多地是建立了一个可以粘合教

师、家长和学生的系统化学习管理平台，提高了管理效率；另有 25.33%的教师认为

移动互联网在媒体上拥有更为丰富的教学形式和更为全面的教学内容，这为小学生

的学习管理提供了支持；当然移动互联网的跨时空性为小学生学习管理的地域和时

域上的拓展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但是较少教师认识到移动互联网之于小学生学

习管理的技术变革。很多教师在访谈中提及移动互联网为小学生学习管理提供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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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平台，这一平台具有跨时空、高技术和多媒体等优势”，会对新时代的学习

管理带来新的契机。

从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管理的劣势上看，小学教师基本在“缺乏专业的学

习管理 APP”和“学生以学习为借口玩手机”上达成了共识，这说明目前的移动互

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存在着普遍而集中的不足之处。访谈中W老师也坦诚

地指出“家长们很多次跟我反映过孩子们会以‘老师要求’为借口借用手机，而手

机一旦落在他手里就难免玩游戏”。

针对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现状，小学教师在多方面都希望现状得以改

善，36%的小学教师希望可以实现智能化的学习分析系统，这是当前学习管理所不具

备甚至难以实现的功能，28%和 24%的教师希望在个性化学习辅导工具和自主化学

习监督系统上得以突破，综合来看，教师们对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

的期望颇高。至于如何实现这些期望，将近一半的教师认为最重要的是开展专项的

移动学习管理的教研乃至科研活动，改良目前的移动学习管理的模式和工具，并对

相关教师进行技能培养，另外有四分之一的教师认为实现变革最重要的是开发一款

专业的、专门的小学生学习管理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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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及其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

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现状等相关调查研究后发现，我

国的小学生喜欢使用移动互联网，但是大部分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趣味性，使用社

交类和游戏类等娱乐功能，在学习压力的缓解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

作业抄袭、时间管理拖延、手机依赖甚至考试作弊等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说明利用

移动互联网对小学生的吸引力，要开展更能被小学生所接受的学习管理；另一方面，

也说明移动互联网确实对已有的学习管理形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将

基于数据统计的结果总结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存在的问题。

3.1移动互联网的优势

移动互联网在对小学生学习乃至学习管理造成问题和挑战的同时也为小学生的

学习管理提供了新的方向。数据表明，73.5%的小学生非常喜欢使用移动互联网，仅

有 5.15%的小学生表示不喜欢使用移动互联网，这首先前提性说明移动互联网能够成

为广受小学生欢迎的学习管理工具；73%以上的小学教师愿意在小学生的学习管理中

使用移动互联网，这也为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提供了基础。具体地，

本研究将从媒体、科技和平台三个角度去分析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管理上的优

势。

3.1.1移动互联网的多媒体优势

移动互联网拥有丰富的媒体形式，将促进小学生学习的多样化管理。无须赘述，

移动互联网在媒体形式上超越了传统教学管理方式，有效地糅合了文本、音频、视

频、社交互动、虚拟现实和游戏等媒体形式，在传统的多媒体形式上有了更加全面

的深化。这些新的媒体形式与小学生喜欢接受新事物和好奇心浓烈的心理特征相吻

合，小学生能够并且喜欢这样的学习管理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讲，移动互联网背景

下的学习管理就是实现了喜欢的形式和重要的内容的无缝有机兼容，多样化的学习

管理促进了小学生在学习管理中的积极性。

移动互联网拥有海量的媒体内容，将促进小学生学习的科学化管理。移动互联

网不仅在形式上丰富多彩，在内容上亦是精彩纷呈，从体量上来说移动互联网简直

承载了不可计量的信息数据，在质量上来说移动互联网上也通过数据分析可以输出

更加符合用户需求的精准高质量信息数据。由于移动智能终端一般都是个人产品，

其产生的数据也必然反映个人的喜好和需求，这就使得移动互联网的内容不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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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信息的海洋，而是符合使用者目标的泳池，这样的特点使得小学教师可以接收到

更多符合自己学习管理需要的资料数据和 APP，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小学生学习管理

的科学性。

3.1.2移动互联网的高科技优势

移动互联网具有时域和地域上的优势，可以拓展小学生学习管理空间和时间。

移动互联网，顾名思义，是一个可以随处访问的移动式网络，使用者可以凭借智能

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访问互联网，这就使得教师的学习管理不再局限于课堂，也不再

局限于在校期间，凭借移动互联网，教师和家长可以全时域和全地域地监测和管理

学生的学习行为，更完整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分析学生的学习问题，从而有的

放矢、针锋相对地进行学习管理。

移动互联网具有数据处理上的优势，可以开创小学生学习行为分析和学习效果

评价的指导性管理。相对于传统 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不仅具有卓越的便携性，更

重要的是移动互联网可以更为详尽地搜集和分析使用者的用户行为数据，据此形成

个性化的分析报告。小学教师可以借助于移动互联网的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全

面掌握学生的学习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形成针对

不同学生的学习报告，这些报告包括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时间、学习动机和学习

困难等，这些报告既可以检查督促学生进行学习，更重要的是可以指导学生进行更

加有效的学习，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实现的管理功能，这是比以往学习管理方

法更加先进的优势功能。

3.1.3移动互联网的大平台优势

移动互联网是一个综合学习内容管理、学习时间管理和学习习惯管理的学习管

理平台，可以完成全面系统化的学习管理。相对于以往的学习管理需要针对不同的

学习内容、不同的学习场景和不同的学习学科进行不同主体和不同方法的管理，移

动互联网将所有的管理内容和管理结果统一在同一平台之上，这就提高了小学生的

管理效率，也为不同内容的学习管理提供了相互借鉴的可能性，最终形成一个完善

的、全面的和有效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系统。

移动互联网是一个粘合教师、家长和小学生的学习管理平台，可以完成多主体

全参与的学习管理。从主体上看，学习管理并不单单是学校教师的活动，事实上对

于小学生的学习，家长也是重要的学习管理主体，毕竟小学生在学习主动性尤其是

课后作业完成的主动性，年龄性地存在缺陷，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学习管理是来自小

学生自己的自主管理，只有自主学习管理在学习效果提升上发挥了作用，才真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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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小学教育的目的。移动互联网以虚拟社群或 APP平台的方式将这三大管理主体

聚集在一起，三者可以在同一平台之上相互借鉴学习管理方法，相互协调学习管理

问题，最终形成学习管理的合力，而不是相互抱怨对方在学习管理上的不足之处。

3.2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将从移动互联网给小学生学习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

新的小学生学习管理存在的不足这两方面，梳理小学生学习管理存在的问题。

3.2.1移动互联网造成的新的学习管理问题

挤压学习时间，对学习时间形成明显挑战。从数据上看，小学生使用移动互联

网的欲望和实际表现都处于高水平状态，这在侧面上说明了当下的小学生必然地比

以往的小学生多了一项“玩手机”活动，这就挤压了已有的学习时间。而如果移动

互联网并没有在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上得以改善，只是降低了学习时间的长度，明

显地就会影响小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成绩，所以这就形成了学习时间降低的新的学习

管理问题，对小学生的单位时间学习效果提出了更大的要求，而这一要求必须在移

动互联网背景下发挥新科技优势，提升单位时间的学习效率，事实上这也是符合小

学教育的本质的，不是把成绩作为衡量学习质量的唯一标准，还要重视学习效率。

偏好娱乐功能，对学习实效提升收效甚微。从调查数据来看，当下的小学生主

要使用移动互联网实现“联系好友”的社交功能和“游戏视频”等娱乐功能，而具

体在学习进程管理和学习功课辅导等方面的比例较低，这就说明当前的小学生使用

移动互联网的比例和频率较高，但是基本上没有很好地将其转化为学习的好助手，

其实这也是大部分教师和家长不支持小学生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原因。然而，娱

乐化的移动互联网使用就是问题所在吗？解决一定是拒绝使用吗？本研究相信这样

的思路，“山不过来你就过去”，既然小学生使用移动互联网存在普遍的娱乐化特

征难以解决，那就尝试着让学习管理披上娱乐化和趣味化的外衣，这未尝不是一条

问题解决思路。

沉迷手机网络，对身心健康形成不利影响。手机依赖或者网络依赖问题是学生

家长和教师最为担忧和重视的问题，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小学生的学业成绩，更直接

地对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形成极为不良的影响，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没有依据地空穴来

风，学生中不乏网络游戏成瘾和网络社交成瘾的实例。这样的现实不能回避，移动

互联网的便捷性在发挥正向积极效用的同时也确实造成了手机成瘾或手机依赖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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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就要求我们的小学生学习管理必须将管理场景拓展至虚拟领域之中，移动互

联网在这个角度上不再是学习管理的场景或工具，而是成为小学生学习管理的对象。

社会支持不足，相应指导不完善。调查数据表明，55.27%的小学生表示教师或

家长不支持自己使用移动互联网，在限制小学生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因素上最严重的

就是家长和教师的管束和禁止。我们可以理解家长和教师这种行为的良好初衷和不

得已为之，但是这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和“因噎废食”的学习管理思路是

不具有持续性和长效作用的，事实上家长和教师应该更好地去指导小学生使用移动

互动网，这才是有效学习管理的真正表现。

3.2.2移动互联网在学习管理运用中的不足

教师对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的认知存在偏差，并且相关管理能力不足。

尽管很多的教师都把移动互联网的新技术运用到了现在的小学生学习管理之中，但

是也有一部分拒绝使用，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不仅不会提高现有

的学习管理效率，还会形成新的学习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教师拒绝使用的理由是

能力上的欠缺使其无法利用移动互联网。由此可见限制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管

理中普及化运用的重要原因是管理者——教师的不合理认知和能力的不足，这就启

发我们要通过培训和教研等活动去改变和升级小学教师的移动互联网下的学习管理

认识和能力。

教师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管理的场景、内容和方法较为单一，缺乏创造性。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小学教师在学习管理中利用移动互联网的场景主要为课后作业管

理，在课堂上缺乏有效的运用；学习管理内容以学业督查和信息公开为主，这就说

明教师在利用移动互联网上缺乏创造性，只是一般性地把移动互联网当做是教师工

作负担的批量化处理工具，没有真正地发挥出移动互联网在管理上的突破性作用，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在人机交互上的巨大革命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应发挥移动

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管理中多场景的丰富作用，尤其是在课堂学习互动性和学习效

果评价等方面的作用。

缺乏专业的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 APP和成熟的移动互联网背景

下的学习管理模式。上述两点主要总结了管理者（教师）在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小

学生学习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事实上管理工具（移动互联网本身）也存在着

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主要是指缺乏专业化和专门化的小学生学习管理 APP，存在着

开发者和使用者脱节的现象，学习管理的现实需求没有被相关 APP合理解决，这就

不可避免地导致小学生在使用非专门化学习管理 APP（如微信群等）时偷偷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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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娱乐性应用，并且最重要的是目前没有成熟的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

理模式，这不利于移动互联网在大范围、高效率和高质量的推广。

综上所述，移动互联网给小学生的学习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对传统学习管理

方法造成了一定的挑战，甚至催生了新的学习管理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也以其在管

理平台、管理技术和管理媒体上的优势为小学生的学习管理提供了新的优势，这就

需要迎接好挑战、利用好优势，实现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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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策略

通过小学生的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使用体验的调查以及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

小学生学习管理现状的调查，本研究分析了移动互联网对小学生学习管理造成的问

题和优势。首先，移动互联网确实对小学生的学习造成了诸多的不利影响，如移动

互联网的使用客观上挤压了学习时间，弱化了学习本身的趣味性，甚至出现手机依

赖等严重影响正常学习和身心健康的问题，这就为小学生的学习管理提出了新的问

题；第二，现行的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管理中的应用水平较低、效果不明显，

尤其是教师缺乏对移动互联网科学的认识和过关的能力，这就要求改良现有的学习

管理方法以达到更高水平的学习管理；第三，移动互联网从媒体的内容和形式、科

技的跨时空性和数据处理优势以及平台上的综合性优势等角度为小学生学习管理的

优化升级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因此，一方面为了解决和管理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新的学习问题，另一方面为

了实现更高水平和更有效率的小学生学习管理，本研究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优势特

点从小学生自主学习管理和学校教师管理两个方面提出小学生学习管理的策略。

4.1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自主学习管理

近些年来，学生的自主学习管理被摆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可能与学生自主

能动性问题越来越严重有关，不过本质上看学生的自主学习管理本身就是教育目标

的重要组成部分。移动互联网在实现小学生自主学习管理上具有极大的优势，因为

移动互联网如同一个 24小时候岗的“书童”，管理小学生的学习时间，缓解学业压

力，分析学习效果，提出学习建议，实现小学生个性化、即时化和碎片化的自主学

习管理。

4.1.1个性化学习管理

传统学习管理主要以教师对整班学生在学习动机、学习行为、学习时间和学习

效果等内容的管理，为了保证基本的学习管理效率，教师通常采用统一的方法对全

班乃至全校的学生进行学习管理，这势必会降低学习管理方法的适用性，因为不同

学生具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方法适应性和不同的学习问题，如果能对每位同学进

行个性化的学习管理，那将极大程度地提高学习管理的效果。

移动互联网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各类型教师的综合体，小学生不仅可以在移动互

联网上找到各科目的优秀教师，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移动互联网上找到自己最喜欢和

最适合自己问题解决的“私教”，实现个性化的学习管理。借助于移动互联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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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获取自己的学习行为数据，关注自己感兴趣和待解决的话题，探索属于自

己学习问题的方法。移动互联网会智能化记忆小学生的学习问题，也会智能化推送

和分析小学生存在的学习问题，还会智能化推荐适合的学习管理方法。综合来看就

是移动互联网可以实现小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管理。

具体地，首先，移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会智能化记忆和分析小学生的检索主题

词，移动互联网会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自动分析小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和可能存在的

问题，在之后的网页浏览或 APP使用中智能推送一些相关知识和方法；第二，小学

生可以通过“MOOC”、“作业帮”和“知乎”等 APP订阅自己关注的问题、话题、

科目或教师，然后就会在这些订阅栏目中获取最新的资讯和内容；第三，小学生还

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向优秀教师或同学进行问题请教和探讨，为自己个性化的问题

请到最适合自己听讲的解决方法，甚至会有多个备选答案以供小学生选择。

这种移动互联网下的个性化自主学习管理如同把教师放在了书架上，可以在需

要的时候随时访问，甚至还会有符合自己需要的信息智能化推送，这在一定程度上

将会改变小学生的学习习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要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甄别能力以拒

绝无效和错误信息对自己学习的干扰，也要规范小学生的学习态度以防止学业抄袭

等不良现象出现。

4.1.2即时化学习管理

传统的学习管理基本以教师在教学时间内对学生的学习管理为主，以家长在课

余时间内对学生的学习管理为辅，这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教师经常抱怨家长在学习管

理上的不专业和不尽责，家长会埋怨教师在学习管理上的责任推卸。如果让教师承

担更多的学习管理，这也是不现实的，毕竟教师也有自己的业余生活和家庭生活，

让其课后的时间依然尽职尽责地进行学习管理这并不公平，可是让家长来负责一则

不够专业二则不够现实。所以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在不增加学校教师工作时间

的前提下延长教师的学习管理，或者提高家长的学习管理能力。

移动互联网作为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的操作系统，它可以全天候、全地域完成

教学管理任务，如果把教师高超的和科学的学习管理能力赋予移动互联网，那么无

需增加教师的工作负担就能实现学生在移动互联网下的自主学习管理，甚至会减轻

小学教师的学习管理负担，同时也减轻家长在想管但管不了、想学但没时间的学习

管理压力。当移动互联网可以即时地为小学生提供学习管理时，教师和家长的矛盾

也自然会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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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第一，小学教师要规范化和条理化自己的学习管理内容、目标和方法，

形成一个有逻辑的学习管理思路，这样就具备了其在移动互联网上实现自动化和智

能化的基础；第二，小学教师与移动互联网 APP开发人员共同进行专业学习管理 APP

的设计开发，将预习、课堂学习、作业批改和期末成绩等学习管理内容以教师的学

习管理逻辑实现在 APP之上；第三，集合小学生、家长、教师和教学管理专家对学

习管理 APP进行运行试验和讨论，以完成一个效用明显、使用简单的小学生学习管

理 APP。

由此，教师就可以通过学习管理软件发布预习任务、课后作业和讨论分析等学

业任务，并且无需面对面监督小学生的学习，也不需要实时陪同小学生进行学习管

理，学习管理 APP就会通过作业提醒、作业问题解答、作业时间监控、娱乐应用限

制使用和学习结果批阅等实现即时的学习管理，解脱了学习管理对教师的依赖，增

加了学习管理的即时性。

4.1.3碎片化学习管理

传统的小学生学习管理面对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小学生的学习习惯不

良，如：不能即时的记笔记等到课后才抄笔记、不能记录活动中的体验感受事后作

文不会写、学习时间太长产生厌学、学习时间太短产生学业焦虑等等。似乎小学生

的学习管理不仅仅是提供了个性化的指导和即时化的工具就能解决的，得更多地从

小学生的学习实际情况出发，不只是全天候更要碎片化的学习管理。所谓碎片化的

学习管理就是实现小学生在任何需要学习的片段时间里进行有效学习。

移动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碎片化特征属性明显的科技产品，已有研究大多数是

在分析移动互联网分割用户整块时间时提及该属性，似乎碎片化的特征本身是一个

消极的特征。然而并非如此，碎片化在分割时间上或许有着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是

在碎片时间的利用上也起着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对时间概念较差的小学生而言，他

们并不是在一个长时间里可以换取一个好的学习效果。因此，通过碎片化的学习时

间管理，一方面可以提高小学生的学习时间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小学生优

化学习习惯。

4.2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教师对小学生的学习管理

自主学习管理固然重要，但是对于自律能力尚属发展状态的小学生，自主学习

管理更多放在培养目标和战略培养的地位，完全依赖于小学生的自主学习管理是不

现实的，事实上要实现自主学习管理也需要家长尤其是教师的指导。所以从学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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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保障和自主学习管理的发展上都需要学校层面和教师角度的学习管理，移动互

联网从技术层面、媒体层面和平台聚合层面上为教师的高效学习管理提供了优势，

本研究将结合现有移动互联网在学习管理应用中的不足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新趋势

提出小学生管理提升的策略。

4.2.1利用移动技术，提升学习管理效果

小学生学习管理内在地包含了学习动机、学习时间、学习习惯、课堂学习、课

后作业和学习结果评估等管理项目，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效果提升就要在

这些管理项目上发挥效用，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在行为监控、虚拟现实、数据处理和

主体交互等方面的优势。

在具体地发挥移动互联网技术之于小学生学习管理效用之前，首先要开发出一

款或几款专业的小学生学习管理 APP，这一点既是前提条件，也是在调查研究中获

取的有效策略方法（调查结果表明，25.33%的教师认为开发专业的学习管理 APP是

提升移动互联网小学生学习管理效率的最佳提升策略）。这一 APP工具的开发要聚

合小学生、教师以及开发人员的意见、建议，使得 APP在功能上充分反映小学教师

的管理需求，解决小学教师在 APP使用中的困惑，使得 APP使用上明确使用逻辑、

降低使用难度，尽可能降低 APP使用对学习管理效用的影响。

当上述前提条件达成后，其次要利用 APP功能或者利用新式的移动互联网智能

设备进行更为高效的小学生学习管理。

学习习惯及学习时间管理。利用移动 APP的学习时间管理功能解决小学生学习

拖延和学习时间效率低等问题。小学生普遍地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这就使小

学生在学习时容易被无关刺激所扰乱，从而偏离学习任务，而手机、平板电脑等科

技设备就是分散小学生注意力和专注力的最大的刺激，利用“学习时间管理 APP”

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对所管理的小学生的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一

键启动该功能或者小学生自行启动该功能后，手机等移动互联网设备处于紧急电话

状态，与当下学习无关的手机功能将被强迫关闭，这就使得小学生在此段时间内无

法从事与学习不相关的任何活动；还可以通过“手机使用监控”功能，全天限制小

学生移动互联网甚至手机的使用时间，超出时间后手机则进入紧急呼叫状态，这也

可以解决小学生过分使用移动互联网的问题。

课后作业及学习效果管理。利用移动 APP的“行为监控”和“大数据分析”功

能解决小学生学习效果评估问题。应试教育条件下，以期末成绩作为学习评价单一

维度的问题受到了教育从业者和家长的普遍反对，但是一直以来也缺乏有力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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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手段。而移动互联网则可以在学习评估上实现新的变革，通过移动 APP的作业

系统可以让小学生在移动互联网上进行作业和答题，不仅可以高效率地进行作业批

阅，更重要的是可以对每一题的答题过程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尤其是对小学生的

作业修改过程也可以进行痕迹分析。这就革命性地实现了对小学生的思维过程的监

控和分析，而不只是一个对卷面结果的统计，每一位同学的作业特点、思维过程和

学业缺陷都会自动化地反映在教师的监管后台，并且不只是对学生学科问题的分析，

还能够对其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等内容进行分析，实现了全面的学习管理的同时提

供了下一步学习管理的方向。

以上所述的移动互联网的管理功能基本是管理自动化的实现，教师还可以发挥

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将每周或每月的监控结果对小学生的手机使用时间和学习时

间等指标进行综合统计，根据该结果进行相应的鼓励和激励，这就使得移动互联网

自动化管理更加受到学生乃至家长的重视，同时也有了相应的奖惩结果激励小学生

更好的去实行和落实。

4.2.2利用新媒体形式，改善学习管理体验

调查结果显示，将近 95%的小学生对移动互联网持正面态度，并且主要原因是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趣味性。事实告诉我们，移动互联网可以成为小学生学习管理的

有利工具，但同时这也警示我们移动互联网的趣味性不能随学习管理功能而消失，

否则这只是把传统的学习管理移植在移动互联网上而已，并不能够很好地改善学习

管理的体验。

通过游戏等新潮、趣味的形式进行小学生学习管理。小学生一般地具有好奇心

旺盛的特点，喜欢移动互联网正是因为其丰富多彩的形式，由此看来要发挥移动互

联网的优势就要将其千姿百态的趣味性运用在学习管理之中。如可以把学习管理过

程以游戏的形式展示，如“游戏经验”、“游戏等级”、“游戏技能”、“游戏社

区”和“游戏勋章”等概念运用在学习管理系统之中，将学习问题的解决模拟成“打

怪升级”的过程，将学习的进步模拟成获取经验的过程，实现游戏化的学习管理。

通过 VR虚拟现实等新兴移动智能设备提高学习管理趣味性。学习内容的讲解

很多时候是依靠教师的讲述或者多媒体的演示，这些都是学生单维地被动学习过程。

移动互联网在互动性上有很多的创造性成果，如通过 VR虚拟现实让学生身临其境

地体验到教学内容。当然，除了要强化学习管理形式的趣味性，也一定要通过教师

推荐等形式保障学习内容的正确性和准确性，毕竟科学的内容才是学习管理的根本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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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凭借大平台优势，拓展学习管理空间

传统的学习管理基本是教师在学校的学习管理和家长在家庭的学习管理的组

合，并且这二者的组合没有很好地结合点，甚至存在一定的矛盾，这非常不利于学

习管理的长效运转。

利用移动互联网大平台连接教师、家长和学生，开展全方位的系统学习管理模

式。已有的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学习管理已经在这一路径上进行了诸多的探索，如

在微信和 QQ等社交平台上建立“家校沟通群”和“作业群”等，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教师和家长之间的管理共同性，但是依然是以教师为主。今后要突破社交沟通这

一简单的学习管理平台，通过专业的学习管理平台，让三方主体加入进去，在同一

学习管理体系进行分工合作，利用直播、监控等形式提高管理的系统性和直观性。

利用移动互联网连接现实学习和虚拟学习之间的关系。从情境上看，现实学习

管理和虚拟学习管理是不同情境下的学习管理，但是二者并不冲突，尤其是移动互

联网条件下，不仅要发挥虚拟学习管理的自动化优势，更要发挥现实学习管理的主

动性优势。例如，使用“二维码知识点讲解”的手段在课本知识题或习题题目的右

上角印刷二维码，只要学生扫码就可以在移动互联网上收听关于某个知识点或题目

的精品讲解，使得移动互联网更加机动性，更加符合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极大地提

高学习管理的效率。

移动互联网融入生活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它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前的小学生

学习管理造成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也为小学生管理效率提升和效果

优化提供了新的条件。本研究基于现状调查从小学生自主管理和教师管理两个角度

提出了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策略：小学生可以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个

性化数据分析系统、时间管理系统等，开展自主的个性化学习管理、即时化学习管

理和碎片化学习管理；教师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专业学习管理 APP、学习监控功能、

二维码功能、VR虚拟现实功能和大数据分析功能提升学习管理效果、学习管理体验

和学习管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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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小学生移动互联网使用状况调查问卷（学生版）

亲爱的同学：

你好！我们正在开展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相关研究，希望可以

得到你的配合与支持。整个问卷可能会花费你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其结果仅作为研

究之用，请放心作答。

课题组

2017年 10月

1.你的性别是__________。

2.你所在年级是__________。

3.你所在学校是__________。

A.重点小学 B.普通小学

4.你所在学校位于__________。

A.农村 B.城市

5.你通过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上网吗？_______

A.上 B.不上

6.你有自己的可以上网的手机或其他智能设备吗？_______

A.有 B.没有

7.你使用手机或其他智能移动终端上网的频率是__________。

A.每天都用 B.每周三次左右 C.小于每周一次

8.你平均每周使用多久移动互联网？_______

A.10小时以上 B.5小时左右 C.小于 1小时

9.在移动互联网上你主要做什么？_______

A.联系好友 B.查找资料 C.浏览新闻 D.游戏娱乐

10.谁会支持你使用手机互联网？_______

A.爸爸 B.妈妈 C.老师 D.没有

11.你喜欢通过移动智能设备使用互联网吗？_______

A.特别喜欢 B.一般 C.不喜欢

12.你为什么喜欢通过移动智能终端使用互联网？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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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内容有趣 B.内容丰富 C.内容有用

13.你为什么不喜欢使用移动互联网？_______

A.没什么意思 B.用电脑上网 C.爸妈不允许

14.通过手机等智能设备上网给你带来什么好处？_______

A.缓解学业压力 B.解决学业问题 C.管理学习进程

15.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网给你带来什么坏处？_______

A.学习时玩手机 B.不玩手机难受 C.解题总想参考网络内容

感谢你的配合！



附录 2

41

附录 2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现状问卷（教师版）

尊敬的老师：

您好！我们正在开展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相关研究，希望可以

得到您的配合与支持。整个问卷可能会花费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其结果仅作为研

究之用，请放心作答。

课题组

2017年 10月

1.您的性别是__________。

2.您所在年龄是__________。

3.您所在学校是__________。

A.重点小学 B.普通小学

4.您所在学校位于__________。

A.农村 B.城市

1.您愿意在教学中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生学习管理吗？_______

A.非常愿意 B.一般愿意 C.不愿意 D.无所谓

2.您在教学中使用过移动互联网进行学生学习管理吗？_______

A.经常使用 B.一般使用 C.偶尔使用 D.不使用

3.如果您使用了，感觉效果如何？_______

A.非常满意 B.效果一般 C.效果较差 D.不好评价

4.如果您没有使用，主要原因是什么？_______

A.认为没用 B.不会使用 C.不需要使用 D.会节外生枝

（如果您没有使用下面的题目则无需作答）

5.您通常在什么场景下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学生学习管理？_______

A.课前预习 B.课堂学习 C.课后作业 D.课外学习

6.您通常运用移动互联网实现怎样的小学生学习管理内容？_______

A.学习督查 B.资料共享 C.学习讨论 D.信息公开

7.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管理实现了哪些效果？_______

A.学习动机优化 B.学习兴趣提升 C.学习习惯优化 D.学习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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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学习管理造成了哪些不利影响？_______

A.分散学习精力 B.形成网络依赖 C.作业考试抄袭 D.学习作业拖延

9.您认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小学生学习管理的优势在于__________。

A.平台优势：实现了学生、教师和家长有效联结

B.技术优势：实现了学生学习数据的高效深度分析

C.媒体优势：实现了学生学习的媒体化

D.时空优势：实现了随时随地的学习管理

10.您认为当下的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存在的不足在于__________。

A.专业的学习管理 APP缺乏 B.学习管理的能动性不足

C.学生以此为借口玩手机 D.与已有的学习管理融合性差

11.您期待移动互联网可以实现哪些小学生学习管理功能？_______

A.自主化学习监督体系 B.智能化学习分析系统

C.个性化学习辅助工具 D.互动式教学管理系统

12.您认为如何提高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效果？_______

A.开展专项教研活动和培训活动 B.开发专业的学习管理 APP

C.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管理 D.防止学生形成手机依赖

感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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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小学生学习管理访谈提纲

1. 您如何评价移动互联网？

2. 您认为当前的移动互联网学习管理的问题是什么？

3. 您认为当前的移动互联网学习管理的优势是什么？

4. 您认为如何改进当前的移动互联网造成的学习问题？

5. 您认为如何发挥移动互联网在小学生学习管理中的作用？

6. 您认为将来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生学习管理的机会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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