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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移动技术在全球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引起了教育和培训领域专家和学者的高度

关注。世界各地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对于能够负担得起的教育资源的需求尤为突出。正

因如此，各国的教育工作者和培训者正在积极地探索如何利用移动学习的方式发布学习内容，从而让

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英联邦学习共同体 (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一直走在移动学习

研究的最前沿，她主张并倡导利用移动技术向更多的民众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1］。这一主张也正符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千年目标“在 21 世纪为所有人提供教育”。世界上 4 大洲 12 个国家都在移

动学习的设计、实施、应用案例、未来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值得其他国家予以反思并加

以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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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移动学习的起源似乎无处可寻，比较共识的是其概念最早形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 Burner
( 1996) 提出的“发现式学习”［2］概念为移动学习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此时的计算机辅助学习在学校里

还不常见。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手持式计算机的出现，并因其具有的便携性、小型化和个性化特点而越来

越受到追捧，学校里也逐渐开始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 CAI) 方式。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向个性化学习转变的一个

重要趋势。里程碑式的变化发生于 90 年代，学校在这一时期采用多媒体计算机供学生使用，教学方法逐渐转

为“以学生为中心”，“社会建构主义学习方法”因万维网的兴起而得以推动，其支持者们认为应当通过与他人之

间的学术互动实现知识的增长。Helen Crompton 博士根据移动学习的演进过程，给出了最新的定义，即: 在多种

情境下使用个人电子设备通过社交和内容互动进行学习( Crompton，出版中) ［3］。进入到 21 世纪，教育领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论是教育工作者还是学习者，对个性化学习的呼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数字产品

应运而生以满足此类的需求。原来象征地位的手机成了大众的日用工具，各种社交网络的流行加强了人们之

间的交流; 平板电脑的出现也使得学习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正是这些移动设备的出现，传统的教学法范围得以

扩展，利用不同的移动技术，学生不但可以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还可以决定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这无

疑有助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实现。

一、移动学习的设计

北美地区的美国和加拿大、欧洲的英国、荷兰和东欧的匈牙利以及亚洲的韩国可以说是移动学习发展较早

和较为迅速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教育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最早探讨了移动学习的发展历程，设计了移动学

习和移动应用的相关标准，开创了移动学习的雏形，奠定了移动学习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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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移动学习和应用开发的教育标准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标准，小到一只灯泡一个电池，大到铁路交通、航空航天。可以想象，没有标准，世界

将会如何。同样，移动学习产生以后也必须遵守一定的标准。

早期的移动学习始自于互联网的兴起，追溯到 1999 年，美国比尔·克林顿总统制定了高级分布式学习计

划( ADL) ，正是该计划的实施促进了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SCOＲM) 的出现并根据需求最终改进了互通性。

这大大节约了制作商们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因此，在 21 世纪，全球学习内容开发商纷纷采用 SCOＲM 这一

标准。随着技术的发展，网页标准 HTML 和 SCOＲM 代表了未来移动学习发展的两个方向。而目前，HTML5 和

SCOＲM 的继任者 Experience API 则具备了未来为大众提供移动学习的能力。

移动学习的标准出现以后，建立最佳实践就变得无可争辩。在移动设备中最典型的标准就是通信标准的

建立。移动设备在频率范围、短信服务等方面均建立了统一的标准。万维网联盟提供了开发网页应用、网页最

佳实践及网页技术的使用。从计算机辅助学习标准演变过程中得出的经验是，为移动设备开发的最佳实践、规
范和标准不应当是对 SCOＲM 或其他电子学习框架的简单移植，要对移动设备上使用的标准进行改良，使其能

够提供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的体验。移动学习和应用开发的教育标准需要遵循包容性和灵活性两个特点，才能

担当得起为个人设计的重任。
( 二) 移动学习的教学设计框架

由于移动设备的数量越来越多，移动技术越来越优化，许多研究者和从业者将这一技术融入到了教学环境

中。Keegan ( 2002) ［4］预测“移动学习是学习的未来。”从幼儿园到高中到高等教育到企业，从正式学习到非正

式学习，再到课堂学习、远程学习和现场研究，移动学习无处不在。

进入 21 世纪以后，移动学习正式兴起，Brown( 2005) ［5］称“移动学习是电子学习的延伸。”移动学习比电子

学习更加摆脱了物理设备的限制，逐步向泛在学习方式演化。Peters( 2007) ［6］指出“移动性实现了正式和非正

式环境中的泛在学习，减少了对于固定工作和学习位置的依赖性，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方式”。研究人员

概括了代表不同目标的四个“移动层级”［7］，如下图:

移动设备所具有的这四个“移动层级”说明了移动学习独特的技术特性能够提供积极的教学可见功能。虽

然移动学习具有如上的优点，但其局限性也不可忽略，如移动设备的屏幕小、学习成本高、过度依赖网络的稳定

性和速度、辐射等影响个人安全的因素。然而，移动学习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坚实的理论框架，无法为

高校教学设计和课程质量评估提供指导。
要设计功能强大的移动学习框架，就离不开 Moore 的交互距离教育理论，这是公认的远程学习经典概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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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并对远程教育领域贡献巨大。韩国梨花大学的 Yeonjeong Park 博士以该理论为依据，总结了移动学习教学

设计框架:

根据该教学设计框架，通过对个性与社会学习的对比，Park 博士认为远程学习背景下的移动学习具有四种

类型:

1． 高交互距离社会移动学习;

2． 高交互距离个人移动;

3． 地交互距离社会移动学习;

4． 低交互距离个人移动学习。

在确定移动学习的类型后，教学设计师和教师便能够更加有效地设计和实施移动学习。

以高交互距离个人移动学习活动作为案例，简要说明该种类型的移动学习。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采用这种

学习方式开发校外研究生发展课程。该课程采用远程方式学习，学生可以下载课程资源，教师的主要作用是组

织在线讨论，向学习管理系统提供语音播客和视频播客。参与该课程学习的学生一般在旅行或者工作的空闲

之余将课程资料下载到 iPod 中，当在家休闲或比如做饭的时候，就可以播放这些课程资源，他们认为这种学习

方法很棒。这种类型的学习方式说明，移动设备让繁忙的个人可以在任何适当的地点和时间进行学习。
( 三) 情景化移动学习应用的开发

如前所述，我们了解了移动学习和应用开发的教育标准、教学设计框架、所需资源。那么，究竟该如何开发

移动学习应用呢? 荷兰开放大学学习科学和技术中心高级学习技术教授，同时也是学习创新实验室主任的

Marcus Specht 教授说明了移动应用的情景化以及跨情境的无缝支持，他还介绍了情景化学习知识方法的建立

模型———环境信息渠道( AICHE) 模型和其主要组件和过程以及基于模型的示例应用( 如简单的通知系统、AＲ-
Learn 工具箱、能源感知显示器等) 。这些应用程序示例说明了 AICHE 模型可应用于多种应用，从单独的通知

应用到复杂的泛在学习装置。AICHE 代表了技术增强学习模型，能够在教与学中利用技术方法整合不同的组

件提高教学质量。以荷兰开放大学为代表，将会有更多的移动学习领域的研究和学术人员继续实施 AICHE 应

用开发框架，并计划在框架内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而实现泛在学习的实证性评估和创新。

基于 AICHE 的应用程序的一个实例就是基于位置的现场工作和数据收集 AＲLearn 工具箱。荷兰开放大

学在 2010 和 2011 年秋天组织学生到佛罗伦萨实地参观旅行，部分学生配备有智能手机，其中包含与位置相关

的信息和任务，学生所到之处，可以记录注释和个人评论，所有的信息建成档案存储在云内，供教师和其他学生

评论和查阅。
( 四) 与移动学习相关的理论

将移动学习应用于教育培训中已经解决了许多问题，当前的人道救援领域中就采用了移动学习的办法培

训员工用于改善国际上的人道救援环境，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当将移动学习用于教育培训中时，就必须考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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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习的教学设计理论。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移动设备飞速发展，因此，移动学习的教学设计方法不能囿于传

统的教学方法，而应考虑到教学设计与技术的相关性。

移动学习领域的专家学者认为，在构建移动学习的内容时要考虑到知识建构，即移动学习与建构主义紧密

相关; 而学习者在获取新知识的过程中，转化性学习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过程，Boyer 等人( 2006) ［8］指出“当人

们在移动环境中进行教学时，使用与转化性学习相关的自我导向技巧可以让学生提高对学习主题的钻研能

力。”在获得在线环境中辅导教师的支持后，转化型学习环境会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除

了转化性学习以外，学者们认为自我激励式学习方式在移动学习中能够为学习者带来更强的意识，当移动与自

我激励相结合后，在促进学习者学习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力。

正是将移动学习与传统学习理论紧密结合，通过转化性学习和自我激励学习等方式展示出移动学习与互

动设计过程之间的关系。

二、移动学习的实施

欧美国家不仅在移动学习设计方面发展得较早，在移动学习的实施方面也有很多的成就。美国、加拿大、

瑞士和希腊在移动学习的实施方面最具有代表性。

移动学习的实施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移动学习的开放格式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移动设备适合进行

移动学习? 利用什么样的播放器才能访问在线课程? 移动学习的操作系统如何? 下面分别说明前述所提出的

问题。
( 一) 用于移动学习的开放格式

成功的移动学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学习者使用自带设备的，有学习者将所使用的工具融入到现有学

习环境中的，有要学习者使用标准设备和应用的。美国政府资助的移动学习环境( MoLE) 项目探讨了使用什么

样的技术或者技术组合才能最适合简化在不同平台之间转移学习内容。项目的目的是建立一组关于移动学习

内容的开放标准，实现最大的可移植性和再利用率，并充分利用手机的各项主要功能。项目团队认为，在对移

动学习内容进行评估时，也要包含对技术的评估，比如，技术是否具有如下特征: 易于导航; 交互质量及其所适

用的恰当性; 可寻性; 支持移动设备的范围等。项目团队提出了开发移动学习应用时一般所采用的四种技术开

发方法:

1． 开放应用———跨平台应用开发

2． 开放内容———用于移动媒体的格式

3． 带有嵌入交互性的开放内容———集成移动交互性的格式

4． 开放协议和鼓励分享格式———用于打包和追踪的格式

MoLE 项目团队研究发现，上述技术中的三种方法的结合最为成功。项目团队部分地采用了用于移动学习

的两种标准 LETSI 和 Tin Can( Scorm API 方式) ，开源项目和适当概念，创造出适用于触摸智能手机且功能强大

的移动学习开发框架( http: / / omlet． m － learning． net /docs) 。目前，全球有 24 个国家的 300 多名学习者正在使

用根据这些标准开发的内容，美国政府的电子学习团体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作为未来移动

课程的核心。为了鼓励更多的移动学习团队采用这种方法，该项目的所有技术细节以及软件本身均作为开源

项目公开使用并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 二) 使用自带设备、移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和传感器进行移动学习

一直以来，移动学习面临了诸多的挑战，比如技术挑战、地理问题、数字鸿沟挑战、目标受众挑战等等，因

此，人们也一直不敢想象把移动学习融入到现有的学习和培训环境中去。考虑到如上因素，研究者认为使用开

放资源以及学习者现有的工具是一个战略性选择。
1． 自带设备。由于越来越多的培训转向了云端，这就为使用多种设备的学习者提供了学习空间，与世界相

连。使用自带设备可以降低成本，加强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但是，要保证自带设备的使用质量，需要优化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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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项目，比如，在移动学习内容建构中，要使用移动社交媒体工具，保持图片的简洁性，使用简单的网页标准，

在多个设备上测试内容和课程互动等。而确保 Wi － Fi 的推广、使用“碎片化”知识块、保证用户友好型、尽量使

用通用格式等则有利于自带设备的发布和使用。
2． 移动社交媒体。当前，社交媒体的种类很多，著名的有推特、博客、虚拟会议、协作思维导图、社交书签等

等。这些社交媒体已经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分析利用这些媒体进行教学的可行性就变得

越来越有必要。

教育培训中的利益相关者注意到了使用社交媒体实现多种教学方法的潜力，因此，这些工具被逐渐地采

用。但是，由于社交媒体的数量逐渐增多，提供统一的准则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也是目前移动应用多样性产

生的问题。
3． 移动应用。Pew 研究中心的“网络和美国生活项目”将移动应用定义为［9］“用于手机操作系统的最终用

户软件应用，让用户可以执行特定的任务，进而增加手机的功能”( Purcell，Entner，＆ Henderson，2010，p． 2) 。

移动应用包含多种教育格式，有严肃游戏、教学抽认卡等，由于移动技术在学习者的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因而，学生很容易掌握移动应用的用法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筛选。一个非常有名的移动应用是“愤怒

的小鸟”，其下载量是严肃游戏首次超越其他游戏类型，并极大地推动了移动应用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另外，一

些大学也开始开发移动应用，让学习者通过应用访问课程资料，例如，英国开放大学所开发的 OU Anywhere 的

应用就能够让学习者访问大学本科阶段的所有课程。
4． 移动传感器。传感器会随着用途的增加以及生产成本的下降而越来越流行。目前，传感器已经影响到

了许多领域，其中一个就是与学习相关的移动健康，如配备有蛋白质分析器的马桶，用于检测声音的麦克风，全

球定位系统 GPS 等等。这些有趣的应用推动了移动传感器的发展，满足了学习者多种情境的学习需求。
( 三) 通过移动方式访问在线课程

“技术增强学习”领域的规范和标准包含在线课程设计、包装和发布，例如课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SCOＲM 和 IMS LD 学习设计，这些标准让在线课程可以采用普遍认可的计算机可读格式进行设计和包装用于

不同的发布系统( 称为课程播放器) 。本书介绍了用于提供 SCOＲM 课程的开元移动课程播放器———ASK 移动

SCOＲM 播放器和适合提供 IMS LD 课程的开源移动课程播放器———ASK 移动 LD 播放器。
SCOＲM 和 IMS LD 的区别在于前者基于单独学习者模型，后者则既可对单独学习者情境建模，也可以对多

个学习者情境建模。下表是一个现有移动课程播放器的列表:

ASK 移动 SCOＲM 播放器和 ASK 移动 LD 播放器解决了现有开源播放器的限制，并有能力与商业移动课程

播放器竞争。未来，人们将开发更加个性化的课程播放器以满足学习者在特定环境中的个人学习活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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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移动 LD 播放器架构图

( 四) 移动学习操作系统

前面介绍了移动学习的使用格式、适用设备和播放器，而学习管理和学习编排系统才是移动学习应该使用

的操作系统。移动学习管理系统已经在网络和混合式学习中广泛使用，但是，对于学习编排系统，人们的关注

度并不高。移动学习管理主要是专注于管理学习资源、工具和学习过程中的参与者，该信息系统与传统的网络

系统非常类似。但是前者依赖于不同的情境假设，区别是在连接和学习情境方面。移动学习编排基于规则、任
务和情景，实现学习过程的相互协调。该系统与基于网络系统的主要区别在于学习情境无法假设为常量，而是

学习过程的动态因素。

一个基本的学习编排环境依赖于教学设计。目前有 IM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简易排序和 IMS

学习设计两种教学设计。下图简要说明了 IMS 建议排序结构与教学设计过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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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类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中移动学习的应用案例

移动学习时代为不同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可以看到，移动学习无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还是在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领域中都有着不同的应用案例。特别是亚洲的新加坡和印度、大洋洲的新西兰，欧洲的西班牙

都对移动学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尝试。这些国家在教育培训领域中都在积极地尝试推行移动学习方式，为我

们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在小学、大学、工作场所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和培训领域中实施移动学习的案例

介绍，说明移动学习实施的基本情况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 一) 新加坡小学的应用案例

新加坡对探索移动学习在小学中的应用的研究走在了前列。新加坡国际教育研究所在 2009 年实施了一

个实验课程。这是一个为小学三年级学生设计 21 周的移动科学课程，重点要求学生获取科学内容，掌握探究

过程并发展自我学习能力。通过该课程的建立，学校及教师们希望打造一个编排灵活的移动学习教室。在这

个教室里，学生通过使用智能手机中的应用生成作品，并上传到服务器供老师评阅。实践证明该试点效果良好

并扩展到了整个三年级的班级中使用。在这个案例中，教师对课程的编排是实现学生灵活学习的重要方式，而

系统性支持是保证此类课程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
( 二)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的应用案例

创建于 1990 年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 UOC) 较早地在高等教育中实施移动学习。UOC 是一所纯

在线大学，自从移动设备兴起之后，移动技术帮助 UOC 提升了教学质量并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此，

UOC 大力发展移动学习并开展了一个重要的项目———mUOC 项目。该项目的宗旨是促进和传播移动设备的使

用，把移动设备作为教学过程的创新和有效元素并作为普通计算机的有益补充。目前，UOC 常用的 11 个移动

应用是: 学习资料的多种格式化; 教室提醒应用; 用以提供电子反馈的 Guixa 项目; 用于下载和上传学生任务的

iPAC 项目; 投票和小测验系统; 微博客; 移动校园; 电子出版应用的 Contents4iPad; 移动 UOC 应用; 增强现实和

移动访问实验室。这些应用是向学生和教师说明如何使用移动设备完成教与学的任务。mUOC 项目自 2011 年

开始实施，通过上述不同的应用不断地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也说明了移动学习实现了移动性和多媒体学习，

学习实践的质量得到了加强，有效地避免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学生和教师可以实现创意性协作教学。
( 三) 职业教育及培训领域中的应用案例

移动学习除了在教育领域中得到了青睐，在工作场所中也得到应用。大公司如 IBM 为员工开发定制移动

学习; 大型金融公司根据投资银行家高度移动化的特点专门开发了移动学习项目。移动学习是职场中传统培

训形式和电子学习方式的有益补充。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可以连接和建构跨背景的移动学习:

1． 通过音频、文字、图像和视频的方式创建和分享多媒体资料和数字故事等内容;

2． 通过社会移动网络或者标记和查找有经验的同事进行个人和社会学习;

3． 为工作而学习和在工作中学习;

4． 跨越正式和非正式情境的教育。

关于移动学习在工作场所中的使用情况，这些大公司只是进行了初期的尝试并进行了有限的讨论，希望以

此为起点，为未来的项目提供借鉴和指导作用。

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欠发达地区利用移动技术开展移动学习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其中，最显著的例子

是利用移动电话技术培训农民提高种植技能，进而促进农业发展。印度农业人口庞大，因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

落后给农业经济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为了改善因农民不了解新技术而导致的经济价值贡献降低的局面，

印度实施了一项名为“农场科学中心”( vKVK) 计划。在该计划中，技术专家使用大量的开源软件开发“网页对

移动”和“移动对移动”的语音和文字短信应用，并利用这些技术向组建的兴趣小组或特定的产品小组农民定期

发送相关信息，促进农民利用移动技术提升农业发展状况。该中心在全国设置了 630 个分中心，技术覆盖了印

度的 4 个邦大约 2 万名农民，覆盖的作物和商品跨越了 3 个种植季节，而参与项目支持的专家达近百人。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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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自 2011 年启动，关于案例结果的研究仍处在初级阶段。

四、对移动学习未来发展的分析

通过前面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移动学习不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亚洲、大洋洲等都有了快速的发展，

并在教育和培训领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新西兰奥克兰市梅西大学信息技术副教授 David Parsons 认为，

必须重新认识移动学习，这样才能更好地应用移动学习。
( 一) 移动学习的概念与创新性

目前需要打破对移动学习的狭隘认识，比如，认为移动学习并不完全是“随时随地”的学习; 移动学习要比

“及时”的学习的程度更加深入; 移动学习也不是指移动中的学习; 移动学习并不是电子学习和远程学习的延

伸。只有深刻地理解移动学习的定义，才能在未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和推动移动学习。

与电子学习和远程学习相比，移动学习具有其独特的创新性。移动学习是在特定情境中进行的学习; 能够

将虚拟信息与实际信息相结合来增强现实; 利用移动设备，为共享学习资源做出贡献; 移动设备的创新性还在

于它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手握适应性学习工具箱，并能够掌控学习。移动学习的创新性表明了其巨大的潜力，这

也代表了移动学习的未来。在 21 世纪的前20 年里，教室中所有学生均可使用自带设备进行移动学习; 未来，我

们会利用移动学习记录现有的技术和最佳的学习实践; 使用移动应用教授任何知识; 在教室中融入移动技术将

重新吸引学生积极参加学习; 利用移动技术，通过实践方式传授知识，改变过去以理论方式为主进行的讲授。
( 二) 移动学习带来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移动学习在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创新特征时，也无法回避其消极的因素和影响。我

们在利用移动技术解决地区发展和教育的不平等时，还要考虑到公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公民的培养问题; 对年

轻的学生来说，利用移动技术调动学习积极性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比如英国伦敦的格林

尼治大学就明确禁止学生使用手机; 移动技术确实解决了纸张的浪费，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环境，然而，电子

产品的过度更新换代也导致了电子垃圾的产生，这将以另一种方式将地球变成了一个电子产品垃圾场。

我们在肯定移动学习的价值时，也面临了许多挑战。移动技术让我们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的信息，而在使

用这些信息时，却很少有人进行遴选，正如许多人追捧维基百科，却不甄别内容一样，这就会对结果造成不可控

的甚至是误导性的影响。最后一点危机意识是，对教育的任何形式的投资，都要求有一定的回报，只考虑回报

不考虑后果的任何行为都是失职的。因此，当教育工作者在构建移动学习时，切不可过度追求技术而忽略了教

学设计本身，同时还要努力消除移动学习对个人、机构和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五、几点启示

移动学习通常发生在传统教育环境之外，利用移动技术使得学习具有了泛在性，进而打破了正式学习和非

正式学习的障碍，并可以在两者之间建立紧密联系。比如，学生可以在教室内为学习活动做准备，利用移动技

术在其他场所开展学习活动，最后再在教室中进行反思。由于移动设备具有协作探究的功能，因此能够支持开

展协作学习活动。有案例显示( Pachler． ，Bachmair，＆ Cook，2010) ［10］，英国的中小学里积极利用移动技术开

展协作学习活动，促进了学生的学习体验、丰富了学习内容。此外，移动学习具有基于位置学习的潜力，因此在

与旅行和博物馆参观的学习当中尤其受到欢迎。概括地说，移动学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

移动学习的概念在我国最早是由国际远程教育学家戴斯蒙德·基根于 2000 年在上海国际研讨会中提出

并由此引入［11］。经过 10 多年的时间，移动学习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都已经取得了初步的发展。在移动设备终

端方面，个人数字助理、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对移动学习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根据移动学习的特点以

及我国移动学习的发展状况，我们尝试性地提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发展移动学习。
( 一) 加强移动学习与开放教育资源之间的联系

由于移动设备的成本越来越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移动设备来获取所需的教育

资源，通过移动设备在线访问资源的数量呈指数增长。然而，内容版权所有者的“数字版权管理”、“专有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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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手段使得用户获取资源受到了相当的限制，这就让人们越来越关注开放教育资源。Hylen ( 2007) ［12］将

开放教育资源定义为“在公共领域存储的教学和研究资源，采用的知识产权许可允许他人对这些资源进行自由

使用或者再利用”。与内容出版商不同，教育工作者可以自由使用开放教育资源，并对其进行本地化，对其进行

改造后在任何地点的设备、应用或操作系统中使用。对于开放教育资源的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了高度

的支持，认为“这是为全人类开发通用教育资源的目标———希望这种开放资源能够激励全球各地的教育工作

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13］) 。将移动学习与开放教育资源结合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加拿大阿萨巴斯卡

大学，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该校依靠互联网提供课程材料，开发了高效友好的移动图书馆项目，形成了数

字阅读室、数字论文和项目室、数字参考文献中心等成果。此外，中国的国家开放大学在这一方面也在不断加

强实践，推动数字图书馆的建立就是学校发展移动学习的具体体现。
( 二) 在远程教育领域中可更多融入移动学习元素

移动学习不是远程教育的专利，它同样可以在课堂中应用，但是，众所周知，采用远程方式学习的人群主要

是以在职人员为主，这部分学习者固有的特点是集工作责任与家庭责任于一身，在远程学习的过程中，如果能

够融入移动技术，势必会促进学生的学习，进而减少学业不完成率甚至辍学率。比如，利用移动技术增加移动

提醒等方式。中国国家开放大学的很多网络课程中实际上已经较多地融入了这种移动学习的元素，对学生的

学习过程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由于我国教育资源长期相对匮乏且存在地区差异，因此，导致了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公平的现象。为了改变

这种现状，实现教育公平，我国的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积极地采取各种方式填补“鸿沟”，特别是在远程教育领

域中，一方面赋予新型大学即开放大学新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努力倡导信息通信技术的教育教学应用。可以

预判，随着技术的发展，在远程教育领域中可更多融入移动学习元素，移动学习也必将在这一方面做出更大的

贡献。
( 三) 在工作场所中开展移动学习的研究与实践

利用工作场所开展移动学习同样具有前景。在职移动学习的特殊价值是将学习与不同的情境互联互通，

让个人随时随地地实现学习。工作场所中的移动学习或者叫做“在职移动学习”定义为: 一个通过移动设备获

取知识的过程，一个能够在多个、新的、不断变化的情境中成功学习的过程，该学习包含了为工作而学习，在工

作中学习和通过工作来学习［10］。自从移动学习蓬勃发展以后，职场学习和在职教育领域中，使用手机、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给职场人士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 四) 积极开展移动学习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从前面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很多国家都在不同的领域和行业中积极地开展移动学习。我国也应该积极开

展移动学习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到国际上有关移动学习的案例研究和实践当中去，为我国的移动学习

发展提供借鉴指导经验。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移动学习发展的同时，建立相关的行业标准

和规范，为移动学习真正成为未来的学习方式奠定基础。同时利用移动技术，更多地实现学习资源的共享，进

一步解决我国众多人口对教育资源的根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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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Learning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Hou Songyan，Wang Ying

(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39)

Abstract: Currently，mobile technology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world，which attract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ffordabl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re strongly needed in the
world，especially in those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bridging the gap，the educationalists and trainers in many coun-
tries are actively exploring a way of delivering learning contents via mobile technology，with an aim of helping more
people enjoy qualified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has been in the pioneer in this area，
and she advocates that supplying richer educational resources with mobile technology． This proposition is also aligned
with the New Millennium Goal by UNESCO，that is“Education for All in the 21st Century”． Now 12 countries in the
4 continents have been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mobile learning design，implementation，application，future develop-
ment and achieve quite a lot． This deserves researchers＇ reflection and learn．
Key words: mobile learning design; implementation; future development; glob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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