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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与教育的深度结合，面向移动学习的数字化资源建设越发重要，

文章对数字化转型及对当下新型数字化资源的概念的廓清，分析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化

资源的特点，探讨了优质的数字化资源的建设路径，并结合《地铁与轻轨》课程，详细介绍

了数字化资源建设与教学设计与实践成果与应用。可为类似工程专业课程数字化资源建设和

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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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combin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for mobile learning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urrent new digital resources,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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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igital resources, and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and application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urse "Metro and Light Rail".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of similar engineer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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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ional design; Teaching practice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与教育的发展与融合应用，促进了教

育的数字化转型。202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宽带委员

会共同发了《教育数字转型：连通学校，赋能学习者》的报告。2022 年，在北

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时代发展呼吁教育数

字转型，即充分利用新的技术进行创新和变革，相应的教师也应提高数字融创方

面的能力，以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趋势带来的挑战。
i
而数字化教学资源是数字

化转型的主要载体ii。是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移动学习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份，

我国网民规模约为 10.51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74.4%，而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

例高达 99.6%。
iii
由此可见，在线教育、移动学习已经成为人们青睐的学习方式。

伴随着在线教育、移动学习技术不断发展，移动学习平台成为当前公众在线获取

知识的重要渠道之一。
iv
利用手机进行移动学习、泛在学习已成为当代大学生日

常学习非常重要的方式，且具有显著优势。其中有 83.4%的人认为手机学习比其

他学习方式更具有“随时随地的灵活性”，且操作简单，同时可以实现便捷地访

问各类课程 App、课件或其他网络教学资源。
v

如何提高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移动学习质量和效率，数字化资源发挥重要的

作用。祝智庭等强调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应着力创新教学生态等，建议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应加大开放性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应用力度，提供优质、适需的数

字化资源，以促进国际间交流与文化的传播vi。那么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是什

么？该背景下的数字化资源定义和特点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优质的数字化资

源等问题成为专家和高校教师关切的问题。本文基于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概念

教育数字化转型概念是指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的优势，促进教育系统结构、



教育功能、文化发生创新变革的过程，以使教育系统在服务价值与运作活力方面

更高、更强的。通过整合数字技术到教育领域各层面，推动教育全方位的创新与

变革，如组织架构、教学范式、教学过程与评价方式等，从供给驱动转变到需求

驱动，以实现优质公平的教育和对终身学习的支持目标，最终形成良好的教育生

态，具备开放性、柔韧性、适应性、永续性等特征。
vii
。

二、数字化资源的概念及其特点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型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有别于传统的（图、文、音频、视

频）静态的、信息载量、感受简单的资源，新型的数字化资源是充分利用数字化

技术，具有多模态、个性化、交互性、数据驱动等鲜明特点的资源。新型的数字

化资源是利用信息化技术建设并促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的核心要素，

是服务于国内外高校教育、教学和课程建设的数字化形式的教学资源，主要包括

新形态数字化教材、在线学习课程、实践应用资源、教师科研成果资源、教学用

软件相关资源等。
viii

另外，借助数字化资源平台的数据驱动，通过将数字化资源平台的数据管理

系统，引入数据驱动学习、移动学习、自主学习、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等理

论知识，引导学生学会自我数据驱动学习，形成学习共同体，并最终形成新的知

识构建。ix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的数字化资源，充分利用移动技术的进步和云计算系统

的引入，促发了基于移动设备的教学革新x-xi。新技术的扩散也吸引了学习者利

用移动学习获得更广泛的优质教育资源和信息，帮助他们通过交互式学习获得，

也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xii

三、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路径

1.建设多模态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教师通过多种信息化手段，实现对多模态资源的整合，如制定优质的 AR/VR、

视（音）频、含图、文、动画等多种媒体资源，帮助学生可以获取多个感官信息，

从而激发学生的认知兴趣，提高其注意力。xiii

研究表面，动态教学资源比静态资源更能激发积极情绪并提高学习效果
xiv
。

近年来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短视频成为大众视野中

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新兴数字媒体。它以多模态特征融合的特点充分利用了多个视



角下的信息xv。除常见的视觉信息外同时兼具音频、文本、轨迹等等特征，各视

角下的特征既有异构性，又有一致性，各种信息又相互补充，即模态间互补性xvi。

2.设计赋予艺术性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的设计,应充分发挥其呈现的艺术功能,使数字化资源

集趣味与知识为一体的形式，激发学习者探索兴趣、促进知识迁移发挥积极作用。

实验证实数字化学习资源交互文本和内容文本的艺术性设计有利于吸引学习者

的视觉注意力、引导学习路径、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效果
xvii
。

数字化资源以艺术性的设计优势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兴趣

在学生学习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指出，“兴趣是学

习的基础”,“兴趣一方面对学习者的活动产生着驱动作用。另一方面,兴趣能激

发学习者的想象力,发挥学习者的创造性思维。只有在情绪高涨的推动下,才能使

人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融为一体,达到一种意会的意境,从而提高学习的

质量。”
xviii

3.探索个性化的数字化资源

国际专家关于个性化的说法，如俄国教育家 K.D.乌申斯基认为:“在教育中,

一切都应当以教育的个性为基础, 只有个性化才能影响个体的发展和定型, 只

有性格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所以教师的职责不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

培养能力, 同时还要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与学习偏好, 以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xix
又如戴建波研究指出手机媒体自主移动学习是实现大学生个性化教育的重要

路径
xx
。同时，探索个性化的数字资源也是践行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工程教育理

念的

4.应用基于共享数字化资源的教学设计

根据认知负荷理论及多媒体学习理论中的双通道假设
xxi
，当学习资源采以听

觉与视觉两种模式共同呈现时，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者记忆效率，并同时降

低学习者认知负荷，进而发挥增强学习效果的作用
xxii
。让学习者在创设逼真的环

境中漫游的同时，帮助学习者通过优质的视听模式深度体验，从而实现了拓展记

忆空间，增强学习效果的目标。

四、教学设计实践

《地铁与轻轨》课程的数字化资源教学设计和部分实践，包括理论课程和实



践教学对应的数字化资源两部分。

1. 实践部分数字化资源教学设计

充分结合目前优质、共享数字化资源，进行地铁与轻轨实践教学。在国家实

验空间虚拟仿真实验一流课程资源中，根据教学进度和选择对应的知识板块，如

表 1为实验空间一流课程资源，主要包括了地铁空间布局及配色设计、地铁车站

施工、地铁运营及防灾。在创建身临其境的地铁空间布局和配色设计、车站建设

施工、地铁车站运营如空间及配色如通风几个主要阶段。教学设计及内容筛选协

同课程进度选择相应的虚拟仿真实验。

表 1 实验空间地铁相关一流课程资源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级别

知识板

块
负责人 开发高校

1. 地铁车站防水施工虚拟仿真实验
省级一流课

程
防水 蒋雅君

西南交通大

学

2. 地铁突发事件通风系统控制仿真实验
省级一流课

程
通风 王洪德

大连交通大

学

3. 地铁车内空间布局及配色设计虚拟仿真实验

国家级一流

课程 设计 支锦亦
西南交通大

学

4. 地铁车站施工虚拟仿真实验
省级一流课

程
施工 舒志乐 西华大学

5.
基于增强现实与物联网技术的地铁运营辅助实

验教学

省级一流课

程
运营 王伟明

石家庄铁道

大学

6. 地铁车站施工虚拟仿真实验

省级一流课

程 施工
马宏伟 安徽理工大

学

7.
高原地区地铁站明挖法施工三维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
- 施工

王宪杰 云南大学

2. 理论教学数字化资源实践

《地铁与轻轨》教学中的数字化资源应用研究，集中开发了课前，课中，课

后全方位的积极学习体验，集知识与趣味性于一体，更多地以 VR/AR、多模态、

交互技术、数字驱动、自主学习、新知识的构建为目标开展数字化资源建设。多

模态信息诠释抽象的理论，以互动的形式强化学习。实现高效、创新性的学习实

践和体验。 如图 1为地铁车站建筑设计部分，借助 VR 技术，让学生体验以乘客

的视角进出车站的画面。



图 1 基于 VR 技术的乘客视角进出地铁车站过程

图 2 明挖法施工的地铁车站基坑与主体结构建设现场交互

3. 实践效果及推广应用

教学实践表明，在线学习手机移动端占比一直稳居 90%以上，尤其是期末备

考阶段基本维持 100%的占比。《地铁与轻轨》作为土木工程地下工程专业和城

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学生必修课程之一，充分利用多元协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和

教学系统，融合信息化技术开展的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有效地帮助学生在数字

生态下的学习。整合了校内外丰富资源，外全方位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实现

集高效学习、趣味与创新、静态知识与动态画面结合于一体的学习体验，更好地

保障《地铁与轻轨》专业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实践部分教学环节及其教学质量。

本成果自建成以来一直辅助毕业设计（如地铁车站设计类）指导过程。其中，

指导每年指导毕业设计人数 10 人，第一年仅毕业设计阶段网站浏览高达 24000

多人次。也应用在《地铁与轻轨》课程设计实践指导环节，同时也辅助类似培训

类课程的实践教学指导过程。



五、结论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数字化资源，集 VR/AR、音（视）频、沉浸式、交互

和数据驱动教学等为一体，以多模态、个性化、艺术性、交互为显著特征。极大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该测试系统的限时功能，在任务驱动的同时，促进

了学生的学习时效性；另外，数字化资源系统平台的即时评价功能，以及数据驱

动的及时反馈对学生学习的精准化、个性化教学指导，满足了学生的移动、高效

的学习和提高并优化了教师的教学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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