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05 月 教育教学高峰论坛 May. 2024

第 34 期 No.34

在影子空间里开展数字实践

张晶晨

天津大学 天津 南开 300072

[摘 要]数字实践，即人们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的学习、交流和应用。由于其广泛的社会性和实践性，

数字实践是数字技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影子空间”中开展数字实践，是一种新兴的学习方式，也是

一种值得提倡的实践活动。 “影子空间”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直接接触到的虚拟空间，如网络空

间、计算机或智能设备。在这些虚拟空间中，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的学习进行学习和交流，而“影子空间”则

为学习者提供了一种可供他们进行虚拟学习的特殊环境。目前，我国许多地方都在积极推进“影子空间”建

设，探索在“影子空间”中开展数字实践的方法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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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影子空间”，形成资源共享

“影子空间”是一个虚拟空间，与现实中

的物理环境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可

以通过建设“影子空间”，实现不同地域和不

同学校之间资源共享，从而有效推进数字实

践在各地的开展。

“影子空间”可以利用各种数字资源开展

实践活动。首先，可以建设“影子空间”的数

字资源库。为学生提供大量优质数字资源是

开展数字实践活动的基础。其次，可以利用

各种网络技术手段建立“影子空间”，实现不

同学校之间的资源共享。如通过微信、 QQ

等软件，可以实现不同学校教师之间、学生

之间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资源共享；通过

云平台、网盘等技术手段，可以实现不同学

校师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教师与家

长之间的资源共享；通过数字图书馆等技术

手段，可以实现不同学校师生之间的资源共

享。总之，只要能够将各种数字资源整合起

来并加以利用，就能够实现不同地域和不同

学校之间的资源共享。

数字化学习工具是在“影子空间”中开展

数字实践活动必不可少的学习工具。比如，

在“影子空间”中建立数字图书馆或知识库，

学生可以通过浏览各类数字资源了解更多关

于某一领域的知识；在“影子空间”中建立电

子白板或虚拟教室，学生可以利用这一工具

开展线上教学或其他活动；在“影子空间”中

建立电子白板或虚拟教室，学生可以利用这

一工具进行线上教学和其他活动等。

目前，许多地方都已经建设了“影子空

间”。但是，在建设“影子空间”时还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一是要选择优质的“影子空

间”。在建设“影子空间”时要选择优质的数

字资源平台，这样才能够确保学生在开展数

字实践活动时有更好的学习体验；二是要实

现资源共享。由于各地不同学校之间存在较

大差异，因此在建设“影子空间”时不能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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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资源共享，需要先确定共享的对象和范

围；三是要保证教育公平。

二、引入“影子空间”，实现教师引领

当前，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发展已进

入快车道。学校信息化教学水平得到了极大

提升，学生在“影子空间”中学习已成为常

态。同时，由于信息化教学具有教学对象广

泛、教学目标丰富等特点，对于教师而言，

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尤其是面对“影子

空间”这一全新的学习环境，如何有效地发

挥教师的引领作用，成为学校信息化教学发

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方面，江苏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已经

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该校率先在国内引进

“影子空间”概念，将其引入学校数字化学习

环境建设中，并逐步探索其在信息技术支持

下开展数字实践的方法和途径。

2017年，该校计算机网络技术教研室

开始建设“影子空间”。该系主任高永东介绍

说：“‘影子空间’是指教师在互联网上建立的

虚拟空间。由于这种环境具有强大的学习功

能和交互功能，可以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

习、协同合作等，所以将其引入到课堂中是

非常合适的。”

从最初建设“影子空间”到现在的运营和

发展，该校始终将教师作为数字实践的主

体。他们认为，教师在数字实践中起着主导

作用。只有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引领作

用，才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同时，该校还将“影子空间”作为教学平

台，并引入“影子空间”开发团队。该团队成

员包括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开发等方面的

专业人才。在“影子空间”中，他们利用“影

子空间”这一虚拟平台进行教学设计、资源

开发、课程开发等工作，并开展实践活动。

此外，该校还建立了一个基于“影子空

间”的教师培训和教学管理平台——“影子空

间”教师研修系统。该系统为教师提供了一

个共享数字资源、参与研讨交流的平台。

三、搭建“影子空间”，开展体验学习

在“影子空间”中开展数字实践，最重要

的一点是要让学习者积极参与体验，进行相

应的学习活动。在“影子空间”中开展体验学

习，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为学习者提供真

实的学习环境。在虚拟现实技术的支持下，

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真实场景，从而

获得更加直观、具体的学习体验。

例如，在数字媒体技术课程中，教师可

以让学生使用 VR设备，在虚拟现实环境中

进行多媒体作品的制作，让学生通过亲身体

验来掌握数字媒体技术课程的基本知识、技

能与方法。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虚拟

现实环境中制作的多媒体作品，让学生感受

到制作过程的具体过程和其中所运用的知识

与方法。此外，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

模拟真实世界中事物的软件、游戏或视频等

学习资源，让学生通过实践来加深对数字媒

体技术课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在体验学习中，学习者还可以自主选择

不同的学习情境，进行多样化的学习活动。

例如，在“数字媒体艺术”课程中，教师可以

为学生提供一些有关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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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或视频资料，让学生在实践中探索数

字媒体艺术作品的制作方法与技巧。此外，

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关于数字媒体艺

术作品设计制作方法与技巧方面的指导，并

通过开展小组合作活动等方式让学生自主参

与到课程设计与实践中来。通过这样的方

式，学习者可以获得更加直观、具体、真

实、丰富且多样的学习体验。

四、完善“影子空间”，建立评价机制

数字实践需要学习者付出努力，同时也

会取得相应的成果。因此，建立科学的评价

机制至关重要。“影子空间”中开展数字实

践，应该以学习者为中心，将学习者的需求

作为导向，为学习者提供便利，也为他们创

造条件。因此，在“影子空间”中开展数字实

践时，可以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评价机制

的建立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重视过程评价。在“影子空间”中

开展数字实践时，不仅要重视学习者的学习

成果，还应重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采用观察、记录、访谈

等方法对学习者进行评价。

具体而言，可以将学习者所完成的数字

实践作品或成果进行展示。在展示过程中可

以邀请学习者或其指导教师进行评价。

在对学习者进行评价时，除了要注重作

品本身的质量外，还应注重作品是否具有创

新性和实用性等内容。此外，还应注意评价

方式的多样化。例如，可以采用问卷调查、

作品展览、作品分析报告等多种方式进行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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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practice is people's learning, communication and application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Due to its extensive social and practical nature, digital practi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digital practice in the "shadow space" is an emerging

learning method and a practical activity worth advocating."Shadow space" refers to the virtual

space that people cannot directly access to in their daily life, such as cyberspace, computers or

intelligent devices. In these virtual Spaces, people learn and communicate through some form of

learning, while the "shadow space" provides learners with a special environment for them to

conduct virtual learning. At present, many places in China are act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hadow space", and exploring the methods and ways to carry out digital practice in the "shadow

space".

Key words: shadow space; digit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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