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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性别/籍贯/学历学位/教育经历等信息

李红美，女，江苏海门人。1990 年 6 月、2004 年 12 月分别获南京师范大学电化教育学士学位、教育技术学硕士学位，
2015 年 3 月获浙江大学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2018 年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现任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
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方向 1：面向教育大数据的教学行为分析

方向 2：智慧教室环境中的教与学

方向 3：信息科技课程的教学设计

科研成果

A. 专著与论集

李红美. 教学应答系统促进课堂互动的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2.
张剑平. 虚实整合环境下的适应性学习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12.（参编第三和第六章）

B. 学术论文

李红美, 王玲玲, 卞鹏, 等. 面向教学行为大数据的课堂互动双编码通用分析框架及其变式应用[J]. 远程教育杂志, 2022,
40(03): 67-75.
贺斌,李红美,王周秀等.美国人工智能国家战略行动最新动向:洞察与借鉴[J].情报杂志,2021,40(01):25-32.
李红美,杨浩.国际移动互动反馈系统应用研究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远程教育杂志,2019,37(02):55-62.
王梨清，李红美.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移动学习资源设计、开发及应用[J]. 现代教育技术. 2018, 28(06): 67-73.
李红美,王镇国,韦俊楠. 面向移动终端课堂互动信息的可视化分析——以高中数学为例[J]. 现代教育技
术,2017,27(02):113-119.
李红美,丁卫泽. ARS 教学应用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 现代教育技术,2015,25(11):25-31.
李红美,张剑平. 面向智慧教室的 ARS 互动教学模式及其应用[J]. 中国电化教育,2015,(11):103-109.
李红美,张剑平. 基于 ARS 的课堂互动双编码分析模型设计与应用[J]. 电化教育研究,2015,36(11):57-63+74.
李红美,陆国栋,张剑平. 后 MOOC 时期高等学校教学新模式探索[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06):58-67.
李红美,王梨清. 论 ARS 教学应用的优势与挑战[J]. 现代远距离教育,2014,(03):62-68.
李红美. 教学应答系统问题设计的框架与策略[J]. 电化教育研究,2013,34(08):53-60.
李红美. 信息技术支持终身学习的应用框架[J]. 现代远距离教育,2013,(03):60-65.
张剑平,许玮,杨进中,李红美. 虚实融合学习环境:概念、特征与应用[J]. 远程教育杂志,2013,31(03):3-9.
李红美,许玮,张剑平. 虚实融合环境下的学习活动及其设计[J]. 中国电化教育,2013,(01):23-29.
杨进中,张剑平,李杭彩,李红美,许玮. 基于物联网的环境教育系统设计与实现[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12,40(S1):157-160+169.
李红美. 教学应答系统应用研究个案分析——从研究方法的视角[J]. 电化教育研究,2012,33(10):74-79.
许玮,董榕,李红美,张剑平. 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的视频公开课建设——2012 年全国高校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研讨会综述
[J]. 现代教育技术,2012,22(06):122-125.
李红美,张剑平. 教学应答系统应用研究的现状与热点[J]. 中国电化教育,2012,(05):128-134.
李红美. 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索[J]. 电化教育研究,2011,(01):100-103+110.
李红美. 基于支架式教学的教育技术公共课的教学设计——以知识点“学习教育技术的意义”为例[J]. 现代教育技
术,2009,19(11):40-43.
李红美. 多元智能理论视野下的职前教师教育技术能力评价研究[J].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09,23(01):6-9.
李红美.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内涵[J].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08,22(06):506-509.
李红美. 论网络教育环境下学习者学习动机的激发[J]. 继续教育,2006,(11):54-56.
李红美. 论自主学习的内部机制、模式及其实施[J]. 中国远程教育,2005,(01):40-43+79-80.
李红美. 论合作学习中教师的角色转变[J]. 继续教育研究,2004,(04):75-77.
李红美. 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J]. 广西社会科学,2004,(07):191-193.
李红美. 网络环境下自主学习模式的探讨[J]. 电化教育研究,2004,(04):45-47+52.
李红美. 论教育技术对远程教育的支持作用[J]. 成人教育,2004,(02):42-44.
李红美. 认知灵活性理论与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J]. 中国远程教育,2003,(01):22-24.
李红美. 浅析电视教材制作中两个常见问题[J]. 南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2):95-96.

C. 科研项目

2020-20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智慧教室环境下课堂互动教学的可视化分析与教育对策研究”（项目
编号: BCA200088）,主持人
2018-2020.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智慧教室环境下课堂互动教学的可视化分析”(B-b/2018/01/05), 主
持人
2015-2017.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教学应答系统促进课堂互动的实证研究”（2015SJD637），主
持人
2013-2016.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项目“智慧教室中基于 ARS 的互动教学的影响因素研究”(D2013/01/053),
主持人
2006-2009.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项目“新课程理念下的职前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养体系构建”
(C-a/2006/01/057), 主持人
2003-2006.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项目“网络教育环境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 (D/2003/01/098),
主持人

教学经历

长期从事教育技术学本科生、现代教育技术专业硕士、教育技术学学硕的专业课程教学工作，主要任教课程如下：
1.《教学系统设计》
2.《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
3.《教育技术学导论》
3.《摄影技术与艺术》
4.《中学信息技术课程与教材研究》
5.《中学信息技术教学设计与实施》
6.《智慧教室应用研究》

1.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2. 安徽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3. 江苏省教育技术学术委员会委员



4. 国际期刊《Computer&Education》同行评阅专家

5. CSSCI 来源期刊《远程教育杂志》外审专家

6. 教育部学位中心学位论文评审专家

2019 年 11 月，课程《影视制作基础》获江苏省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建设。

2016 年 6 月，专著《教学应答系统促进课堂互动的研究》获江苏省第四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实践探索类三等奖。

2011 年 6 月，系列课件《数字影像技术》获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多媒体教学课件遴选 二等奖。

2008 年 12 月，所指导的电视纪录片《谈心屋》获江苏省高等学校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团队奖。

2007 年 12 月，所指导的电视教材《数码相机》获江苏省高等学校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团队奖。

1998 年 10 月，被授予“江苏省实验室管理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6 年 9 月，被授予“南通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1 年 6 月，被授予“南通大学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2014 年 10 月，被授予“南通大学人文社科百名人才培养对象”荣誉称号。

2012 年 12 月，被授予“浙江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荣誉称号。

另：本模板供参考，教师个性化宣传信息可自己补充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