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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在碎片化学习和系统化学习两者之间建立衔接点，这是阻碍当前碎片化学习研究的主要问题，也

是解决移动学习和碎片化学习能否实现正式学习的补充作用的关键之所在。本文从随机通达理论以及系统论的

角度出发，对碎片化学习对象以及学习环境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碎片化学习智能引擎原型，以期为支持学习者

随时随地、终身化的学习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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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build a juncture between fragmentized learning and systematic learning is the main problem that 

blocked the study of fragmentized learning, and it is also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whether mobile learning and 

fragmentized learning can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y role to formal learning. This paper, based on random access 

theory and systems theory, studied fragmentized learning object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constructed the prototype of 

fragmentized learning intelligent engine, in order to provide help to the learners’ anytime and anywhere, lifelong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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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系统论，任何一个零碎的知识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学习是一个完成信息的加工与建

构知识的过程（安文铸，1990）。此外，随机通达理论（R.J. Spiro）认为对同一内容的学习，

学习者可以随意通过不同途径、方式、角度，带着不一样的目的多次进行学习，从而获得更

深层次的认识与理解（张武威，2012）。随机通达理论的多元性符合碎片化学习中学习者使

用的教学媒体是多元化的特点；随机通达策略的灵活性又可以保证碎片化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不受限制（李易，2006）。 

2. 碎片化学习对象和学习环境模型 

学习对象指的是能够体现教学单元特性并可以被多次反复利用的数字化资源（胡小勇和祝

智庭，2002）。碎片化学习对象的结构应为以知识点为核心，并且包含与这一或这些知识点

相关的学习目标、教学策略、练习和评估等教学组成部分，以及用于描述学习对象各种相关

属性的元数据，其结构如图 1 所示。学习环境随着学习方式的改变，也在不断地发生变革，

智慧学习环境是数字学习环境的高端形态（黄荣怀、杨俊峰和胡永斌，2012）。本研究综合

碎片化学习和智慧学习环境的特点构建出碎片化学习环境模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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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碎片化学习对象 图 2 碎片化学习环境模型 

3. 碎片化学习智能引擎原型设计 

将系统的知识内容做出合理的拆分，可以有效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提升学习者的学习

自信心；易于整合的碎片化知识，方便学习者构建链状知识，形成簇状知识。碎片化学习智

能引擎帮助合理拆分学习内容，学习者可以通过学习终端多次、随机从任意角度进入学习内

容的学习，智能引擎通过分析学习者特征、记录学习过程、识别学习情境，综合分析出适合

当前学习者的学习内容，然后在资源库中检索并推荐给学习者，通过大量的碎片化学习，学

习对象间的关联关系就在元数据“关系”中得以体现，便于学习者形成系统的知识。其原型如

图 3 所示。 

 

图 3 碎片化学习智能引擎 

4. 总结 

本文以随机通达理论和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研究了碎片化学习对象的结构模型，综合碎片

化学习和智慧学习环境的特征，完成了碎片化学习环境模型的构建，以及智能学习引擎原型

的初步设计。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将继续完善各模型的设计工作，尤其是要更深入的研究

碎片化学习智能引擎的设计，帮助完成学习内容的拆分和碎片知识整合，以期为支持学习者

随时随地、终身化的学习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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