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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感知下的泛在学习模式简析
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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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泛在学习目前已经成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也逐渐变为信息技术领域研究的一大

重心。伴随着移动网络、智能设备以及可穿戴技术的发展，情境感知的泛在学习也逐渐步入到正式学

习环境和碎片化的非正式学习环境中，情境感知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泛在学习的开展带来了更加具有

实践性和个性化的支持。如何将情境感知技术与泛在学习相结合 , 又如何结合当前教育状况进行实际

应用，本文通过对情境感知、泛在学习的相关介绍，并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对情境感知下的泛在学习进

行了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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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ly, ubiquitous learning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t equi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arable technology, ubiquitous learning also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nformal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 form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situational awarenes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ubiquitous learning is more practical and supplied personalized for users. Thus, how 

the context-aware technology can be used in the ubiquitous learning and how to combine the current 

education situation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are worth for discussing.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basic 

concepts of context-aware and ubiquitous learning, and also presented the situation of ubiquitous learning 

under the context-aware through the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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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化学习（E － learning）、移动学习（M －

learning）的广泛应用，以及普适计算、情境感

知、无线传感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

开始对新型学习模式有了更深层的思考。传统的

学习方式已经不足以全面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了。因此，一种整合了先进的学习技术与完

善的教学理论，具有时空灵活性、教学资源优质

性、教学互动丰富性，双向交互便捷性的全新学

习模式——情境感知泛在学习（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1] 。

作为一种新的学习模式，在情境感知泛在学

习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人们质疑它是否能帮助

学习者实现有意义的学习，学习者们是否都能从

中受益，在这种学习方式的指导下，学习者是否

能够有效的检验学习成效、诊断学习问题、调整

教学路径，从而高效的保证教学质量，是目前研

究的重点。

2 研究现状

情境感知泛在学习是通过使用感应设备、移

动设备、无线网络，利用情境感知技术，泛在计

算技术以及无线传感技术，分析记录学习者的学

习情境，为学习者提供及时正确适用的反馈。它

将学习融入到真实情境中，是一种具有时空灵活

性、交互丰富性的全新学习模式。广义上讲，泛

在学习是指学习的行为无处不在，学习的需要无

处不在，学习的资源无处不在。狭义上讲，泛在

学习即是泛在计算技术支持下无时无刻、无所不

在的学习 [2] 。泛在学习是在泛在计算技术的支持

下，数字化学习的基础上发展来的 [3] ，为了方便

大众随时随地随身进行学习。而移动学习则是凭

借无线移动网络、多媒体技术，在移动计算设备

的帮助下进行的一种学习模式。移动学习的突出

特点就是学习者在学习环境中物理空间上移动能

力的增强。移动学习能够使学习者很好的嵌入到

周围的学习环境，实现随时随地的学习，同时又

具有高度的移动性。从泛在学习的广义定义上看，

移动学习是泛在学习使用移动设备时的一种特殊

情况，属于泛在学习的范畴。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已不断针对情境感知泛在

学习进行了研究与应用。Ogata 与 Yano 提出了

JAPELAS 和 TANGO 两套情境感知的学习系统，

JAPELAS 利用红外线技术，感测学习着所处位置

和交谈双方的身份，并在学习设备中呈现适当的

词汇，提供留学生学习日本语言和礼仪，创造情

境学习。TANGO 利用射频识别与无线网络技术，

采用提问的形式，由学习情境中的学习对象来回

答问题，并且记录下学习历程，帮助日本学生学

习英文 [4] 。Hsieh,Chen 在 2007 年构建了一套大学

校园环境下的情境感知泛在英语学习系统，它借助

无线传感网络感测学习者的位置信息，并提供相应

的英文单词，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情境 [5] 。2008 年

Ogata 等整合了知识地图、无线网络和 GPS 技术，

构建了知识侦测的泛在合作英语学习系统。该系

统通过 GPS 定位学习者的环境位置，不仅提供适

当的英文词汇，并且在遇到困难时可以通过知识

地图寻求同伴的帮助 [6] 。

综上可以看出，在情境感知泛在学习的研究

领域中部分的研究成果已经逐渐进入了使用过程

并且通过实验的进行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其主要

为辅助技能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应用。教育领域

中采用情境感知技术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学习绩效，

而且能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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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境感知与泛在学习  

3.1 情境感知

目前对情境感知的定义有很多，Schilit 认为

情境是指“位置、人和物体周围的标识和这些物

体的变化”。 Snowdon 和 Grasso 将情境感知定义

为多层结构：个人的、项目的和群组的 [7] 。在个

人层，情境包括个体当前的活动信息，如个体对

象的位置，做什么，与协作组以外的情况无关。

在项目层，情境包括项目自主信息以及与协作者

有关的所有信息。在群组层，情境主要关乎的是

全局、整体和长期的性质。在组织层，情境主要

还包括其他群组的活动。有研究者认为情境描述

一个设备或者用户所处的态势和环境，一个场景

可以用一个唯一性的名字来标识，每个情境有一

组相关的特征每个特征根据场景用各种值来确定。

在情境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实际上强调了从以计

算机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在教育教学中，情境是指影响学习者获取网

络服务的信息，如学习者个人基本信息、偏好、

专业以及学习风格等。从学习服务角度来看，情

境是指影响学习服务传输和执行的环境信息，如

基于服务绑定的网络协议、服务运行的设备与平

台等。情境感知为泛在学习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的

学习者识别，当学习者深入到某情境时，情境感

知系统开始发挥其用户识别和需求分析的功能，

进而将适合于学习者当前学习需求的资源或服务

通过客户端推送给学习者，在用户学习过程中所

产生的数据也会被服务器随时记录，形成用户的

个人档案。如有研究者根据自适应的学习情况研

发了一种自适应学习系统模型，其提供学习支持，

培养和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促使学习者自主

研发 [8] 。

3.2 泛在学习

泛在学习（U － learning）是指学习行为活动

的发生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学习者可以通过多

种通道、多种方式与生活空间中的人、物体和设

备进行交互，获取泛在学习资源 [9] 。通过对泛在

学习不断的探索和研究，研究者们总结出其具备

以下特点：永久性、易获取性、即时性、交互性、

教学活动真实性、适应性和协作性等。

杨孝堂在文章中阐述了对泛在学习的三种不

同理解。第一种理解即泛在计算条件下的泛在学

习。网络技术将高速互联网、高性能计算机、大

型数据库、传感器、远程设备等融为一体，构成

一个无处不在的泛在网络系统，基于这个网络系

统和数字化资源，学习者就可以在任何地点、任

何时间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方式从技术角度可以

定位为可穿戴计算模式或智能交互空间模式。第

二种理解是从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交付分析

的泛在学习，重点主要认为在一个广域的学习环

境下学习者能够在任何地方获取到所需要的任何

学习资源。最后一种理解则是从远程开放教育的

角度来理解，教育机构或者教师要创设适合学习

者需要的泛在学习环境，要选择适合的学习内容，

设计专门的学习资源，安排适当的学习过程和学

习活动，为学习者提供全面的学习服务，组织学

习评价等 [10] 。从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关

于泛在学习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基本理论的

研究处于一个平稳发展的过程中，但其关注点随

着研究的进步更佳具体化，理论思考和实践过程

也在逐步完善。技术支持和设计、模型和资源建

构以及相关应用的研究逐渐成为泛在学习研究的

主流。伴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发展，泛在学习、

云资源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重要研究内容。

泛在学习的普及和使用离不开情境感知技术

的支持，学习者对知识的追求和学习模式也已经

突破的传统学习模式的束缚。泛在学习所凸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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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学习通过利用情境感知技术的支持变得

更加个性化，学习者可以通过利用便携移动设备，

智能感知设备随时读取用户的个性化特征，建立

学习场景，构建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服务，

并随时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记录和内容，提供相对

应的学习评价和学习测试。

4 应用实例

在教育领域研究中主要分为资源设计和学习

模式两大研究领域，本文分别从学习资源建构和

学习流程建构两个方面来介绍国内目前情境感知

泛在学习的研究过程和内容。通过选取情境感知

的学习资源检索应用和智慧学习模型两个实例进

行分析，简要总结出在资源情境构建和学习建设

中如何利用情境感知开展泛在学习。

4.1 基于情境感知的学习资源检索应用

关于情境感知在泛在学习情境中的应用，

本文结合实例和模型设计来具体对此进行阐述

和分析。

研究者张屹通过分析学习者在情境中所产生

的学习因素、学习内容的资源分布以及情境感知

过程中的情境提取所提出的一种泛在学习环境下

基于情境感知的学习资源检索模型 [11] 。

其模型主要由五部分构成：情境感知模块、

学习资源模块、匹配规则模块、资源检索模块和

呈现模块，如图 1 所示。此设计主要应用在非正

式学习场景中，通过构建 web 门户网络，系统通

过学习者注册所填写的内容获取“静态”情境数据，

建立个人学习档案，并根据学习者的学习情况进

行学习记录和学习分析。本系统的情境监测采用

双向机制：服务器端管理和客户端操作，在使用

的过程中，系统将获取学习者的请求信息并建立

档案，并同时对学习者的环境和学习需求进行分

析，预测学习者感兴趣的学习内容。

研究者通过一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具体说明。

某同学正在教室进行一堂专业课《人类的起源》

图 1 基于情境感知的学习资源检索模型 [11]（张屹，2010）

学习，在上课的过程中，根据老师所提到的“动

物进化”知识点，此同学利用移动设备登录基于

情境感知的资源检索引擎门户网，此时页面可以

显示出此学生的基本信息、设备信息和通信情况。

当某同学输入关键字“动物进化”开始搜索时，

此系统对学生此刻的情境进行分析。根据学习者

目前的环境状况得知学生此刻正处于上课状态，

所以不适合内容的深度学习。通过判断此同学当

前设备的网络状况可以得知速度比较慢，无法快

速下载视频和相关学习材料，所以只可以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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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简单的学习内容和图片内容。检索结束后，

此同学退出检索引擎门户网，继续进行课堂内容

的学习。下课后，此同学想继续深入学习动物的

进化内容，于是采用 PC 再次登录此检索引擎门

户网，系统再次自动获取当前学生的情境信息，

得知其目前的网络状况和设备足够可以接受大容

量资源的读取和下载，此时，系统通过修改过滤

规则，将视频学习资料和相关大容量图片介绍呈

现给同学。

其资源的智能化设计不仅有效提高了资源有

效分配，而且能够让学生个性化获取资源，资源

检索的过程不仅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

且更能够体现出智能化分配的效果。

4.2 构建智慧学习模型

在情境感知泛在学习的研究过程中，有研

究者提出智慧学习的概念，这种概念的提出已

经将情境感知的泛在学习从一种简单的功能设

计上升到了教学理念的演变。智慧学习可以通

过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让学习

者在学习的过程中高效地学习、沉浸地学习、

自然地学习 [12] 。下文通过对智慧学习的概念框

架和模型设计（如图 2 所示）的介绍来分析泛在

学习理念和情境感知技术所结合的应用。

智慧学习的模型构建充分利用了泛在学习的

理念，通过构建泛在网络来实现跨情境的无缝学

习。此模型结合了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通过

图 2 智慧学习概念框架图 [12]（郭晓珊，2014）

快速感知学习情境和学习要求，收集各种学习过

程数据，形成两种学习方式。第一种为学习者主

动发起，提出学习要求，学习情境通过对学习者

的需求和行为识别，进行资源的提供和需求的满

足。在此种学习方式中，物联网中的多种智能设

备通过学习者行为、情感等个性化特征的变化和

所处位置提前预知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并在终端

设备上向学习者提供相关的服务。第二种方式，

则是由环境发起，通过对情境中学习者的学习目

标、学习内容以及学习情感进行提取和挖掘，根

据既定规则的判断和计算，进行内容的个性化推

送和相关服务的制定。

在智慧学习中，学习者可以通过独立自助式

的学习根据个性偏好，自主选择学习资源、学习

工具和服务。在自主的过程中，学习者可以通过

自主确定学习目标，系统通过对学习者所提交的

信息进行智能处理，随时随地对学习者进行资源

支持和服务提供。学习者也可以以群组的方式开

展协作学习。智慧学习环境能够通过感知学习者

的地理位置和兴趣、偏好等信息，通过规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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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提供无教师指导式的自发群组学习。此种

智能分组方式突破了空间障碍和特征复杂所带来

的分组困难。在智慧学习模型中，入境学习充分

结合了情境认知理论，学习者深入真实情境或虚

拟情境开展的学习方式。学习信息通过移动终端

将学习目标和任务发送到智慧云学习平台，平台

及时获取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在智慧学习中，学生不仅能够有效并且便捷

获得学习内容，而且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个性化获得学习路线和学习服务。在智慧信息建

设的今天，针对不同个性化学习者的智慧型教育

是必要的。

5 总结评价

本文通过对泛在学习和情境感知内容的介

绍，并结合当前的模型构建和实际案例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情境感知的泛在学习已经不再是概念上

的设想了，它已经逐渐进入到了我们的日常教育

与教学中，智能便携设备的普及，可穿戴设备的

研发和高速网络的发展已经为情境感知的泛在学

习提供了方便的技术支持。国内目前对于情境感

知泛在学习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泛在学习

的理念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

在的碎片化学习和网络针对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

资源和服务推荐已经进入了我们的非正式学习情

境中。 

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发展也在为智慧

教育提供着更为高端和便捷的服务支持。但是在

将教育理念和技术相结合的过程中，不能光把重

点但放在学习模式设计或者技术支持上，应该将

二者有力结合，才能更好的将新一代学习模式引

入我们的生活中。情境感知泛在学习的发展，为

信息时代的教育模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未来教

育将会抛开以教为主、以老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

模式，利用情境感知技术设定智慧型学习情境，

创造一种自主性、自助性、个性化的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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