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１ ８ 卷 第 ２ 期

２０２ １ 年 ４ 月

名 政教育
Ｊ ｏ ｕｒｎ ａ ｌ ｏ ｆ Ｓ ｃｈ ｏ ｏ ｌ ｉｎ

ｇ
Ｓ ｔ ｕｄ ｉ ｅ ｓ

Ｖｏ ｌ ．１ ８
，Ｎｏ ．２

Ａ
ｐ
ｒ ．２０２ １

智慧教育引领未来学校教育创变

祝智庭

（ 华东 师 范 大 学 开放教育 学 院
，
上 海 ２〇〇〇ｆｆｉ

）

摘 要
： 智 慧教育是通过人机协 同 作 用 以 创 变教 学过程与 促进 学 习 者 美好发展 的 未 来教育 范 式

，

问 题驱 动

与 理念 引 领是信 息技术促变教育 的 双驱动 力 。 数据智 慧 、 教 学 智 慧 和 文化智 慧 架起 了 连通数据 、 信 息 、 知 识 向

智 慧 转 变 的
“

智 能
”

桥梁
，
体现 出 智 慧教育 的

“

精准 、 个性 、 协 同 、 优化 、 思 维 、 创 造
”

六 大基本特征 。 智 慧

教育通过环境建设 、 教学模式 、 学 习 评价和 学校形 态 四 个方 面 的 变 革
，

引 领未来 学校教育创 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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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可谓是人类的第二次进化
，
我 国在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方面成就显著 。 党 的十九大提出要建

设网络强 国 、 数字中 国 、 智慧社会 。 其中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 ： 网络强 国是基础设施建设
，
数字 中 国

是各领域的业务形态变化
，
智慧社会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 。 《 中 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 》 中也讲到

“

加

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
”

［
１

］

，
尽管信息化已经促使社会大多数领域发生 巨大变化

，
但实际上教育变革

是颇为缓慢的 。 这是为什么呢 ？ 因为在教育以外 的服务领域
，
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便利性产生 了直接

价值
，
而便利性并非教育的核心价值 。 实际上

，
国际上也有人注意到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的

“

慢性
”

特

征
，
有专家提出

，
教育变革需要有变革压力

，
并把压力转化成动力

，
同时还需要新方法 、 新结构 、 新

空 间 以及
“

新养能
”

（ 人 、 财 、 物支撑能力 ） 。

尽管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变革需要复杂的条件
，
但是

，
我们对信息化要有信心 。 换言之

，
教育信息

化要
“

信
”

字当头 。 以上海市 闸北第八 中学刘京海校长为例
，
他是著名 的

“

成功教育
”

专家
，
自

２０ １ ２ 年起
，
他启 动了

“

应用移动互联新技术促进学生主动学 习 自 主成功
”

的研究项 目
，
经过几年 的

努力
，
取得了不小的收获 。 因此

，
问题驱动面向 当下

，
理念引领指 向未来

，

二者成为信息技术促变教

育的双驱动力 。 信息化促进教学变革不但需要技术 的力量和资本 的力量
，
而且更需要先进思想 的力

量 。 所以我们讲问题驱动
，
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哲学

，
理念引领则是理想主义哲学

，
我们应 当将两者有

机结合起来 。 我们倡导 的智慧教育应该说 向 于理想主义的定位 。

以上述假设为前提
，
我想给大家分享三点 ： 第一点是智慧教育的基本概念

；
第二点是智慧教育的

内涵
；
第三点

，
我们从环境建设 、 教学模式 、 学习评价 、 学校形态四个方面来考察智慧教育对于未来

学校变革 的关系 。

一

、 智慧教育的基本概念

智慧教育 （
Ｓｍａｒ ｔＥ ｄｕ ｃ ａｔ ｉｏｎ

） 的 概念 最 早是 由 ＤＭ 提 出 的 。
２００ ８ 年

，

ＤＭ 抛 出
“

智 慧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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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 础 敎 育

（
Ｓｒａ姐 Ｐ １驵ｅｔ

〉

”

宵霉城市（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
”

寺概念， 并描述 ｊ 胥慧教育的五大路标 ： 学生的技术沉

浸 ， 个性化 、 多元化的学习路径 ， 拿握面向新经济的知识技能 ，
系统 、 文化 、 资源的全球整合 ，

为 ２ １

世纪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
［

２
］

ｓ 但事实上 ， 国 内将 Ｓｍａｒｔ 翻译成
ｓ

智慧
“

是眘疑问 的 ， 更准确 的 中译应

基
“

机智
” “

灵巧
”

或
”

聪明
”

。

为了把 Ｓｍａｒｔ 圆说成
“

智氧＇ 我借用了钱学森先生关于
， 大成智慧

ｓ

的理念 ａ 这
一概念是钱学

森先生于 １ ９９７ 年提出 的 ， 其实质与核心 内涵包含 四个要点 ： 微观与宏观相结合 ；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

维合用
；
哲学和科学技术统一 ；

必集大成 ， 方得智着
３

］

。 有人请教过钱先生
“

大成智蒙
ｆ

的英译名 ，

钱患生給也 了
“

Ｍ ｅ ｔｓ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ｅＷｉｇｄｏｍ
”

和
“

Ｗ ｉ ｓｄ諷 ｉｉｊ Ｃｙｂｅｒ呼恥ｅ

”

两称翻谱一 ＇词可 以译

为
“

网络信息空 间＇ 那么这就与我们所讲的
”

信息技术促变智意敦育
＇
＾

＿常有关联了 。

ａ

大成智嚣
＃

指的綦
“

网络信息空间
”

中 的智着
，
它帮我们把信息化教育 的概念跃迁到了

“

智慧教育
＂

的 ．晨面 。

关于智慧
，

华东师大ａ故哲学家冯契教授很早就关注这个问题 ，
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期 间就常同他

的老师金岳霖探讨智慧
， 并以

“

智慧
”

为题撰写毕业论文 。 冯先生毕舰力于智慧的探索 ， 着力 阐明

从无知到知 ， 从知识到智慧曲认识的辩证法 ＾ 我也曾看到关于智慧的这样一种解释 ：

“

智 ， 法用也 ；

蘩 ４
明道也 。 天下智者莫出法用 ，

天下繋根尽在道 中
＇

。 智者明法 ， 議者通逋 说
道生法 ， 慧生智 。 ＿

■

足

千百智 ， 逋足万法生 ？

。 智慧 ． 道法也 。

”

这里对
＊

智慧
”

的理解是
＂

明法通道＇ 琢管出处还有待考

证 、 但它对我们很有启发 ＊ 国人讲究
“

道、 法 、 术 、 器
”

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 这是在很高 的定位上解

释
“

智繁％ 实际上 ， 过去的教會中 罕见
“

智慧教育
”

的说法 。 但麻有人讲
“

智能教會
”

， 比如霍华

德 ？ 加德纳 （
Ｈ？ｗａｒｄ ＧａｒｄＨｅｒ

） 的
＇ ＊

多兀智能
”

（
Ｍｕ ｌ ｔ ｉｐｌ ｅ ｌａｔｅｌ ｌ ｉ

ｇｅＨＷｓ
） 规 丨 在国际上非常流行 。

中科院顾《发院士受到钱学森先生
“

大成智 论的影响
，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网络对人类智

慧发展的作用。 他在 ２０ １ ５ 年发表的—篇文章 《协同创新 －综合集成
－大成智慧 中提到 了在 ２０ 世纪

８？ 年代末由 Ｚｅ ｌ ｅｎ
ｙ 和 Ａｃｋｏｆｆ先？提出 的 ＤＩＫＷ（数ｇ－信息 －知识 智豐 ） 说法 ， 这涉及到 Ａｃｌｗｆｆ 使用

的
一

幅菌
Ｅ

５
］

， 我把这幅菌的文字做了 翻译 （ 见菌 １
） 。 这幅菌被称为数据智慧的 四层框架

，

呈现了 从

数据到信息 ， 从信息到知识 ，

、 从知识到智章的不断提升演进过程：
， 为信息时代的

“

智簟敎言
ｅ

架通了

技术与智慧之间 的桥梁 。 这幅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我建议凡是想研究智慧教督的人都要深入理解其

中所蕴觸要义 。

我们把 Ｓｍａ ｉｔ 、
Ｉｎｔ ｅ ｌｌ ｉ

ｇｅｎｅｅ 、 观 緣合起来理解＿话 ， 那就是 ： 有智拿 （ Ｗ ｉｓｄｏｍ
） 的人 办好

６

数

据

智

慧
四

层

框
架



祝智慶， 替纛敎畜 ：｜丨鑛末＿擎梭敎育刨＃

事
”

；
有智 能 （

Ｉｎｔｅｌ ｌ ｉ
ｇｍｅｅ ） 的 人

“

事 办 好
”

；
有机智 （

Ｓｍａｒｔ ） 的 人
“

好 办 事
’

％ 这 三 个诃与

Ｅｄ卿 ｔ ｉｏｎ（ 教育 ）
． 结合起来 ， 提取曾宇母 ， 恰好构成了ＷＩＳＥ（ 智翥的 ） ， 好像我们 的教曹注定离不

开智慧了
Ｕ

一讲到智慧教會 ， 可能有人反问 ： 难道我们有过
”

愚笨教會
”

吗 ？ 有人就提出过这个质疑 。 英国

近代伟大的哲学家罗
＇

寒 （
ＢｅｒｔｍｎｄＲｕｓｓ ｅ ｌ ｌ

） 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人生而无知但非愚飄 ， 他们是被教

育给 ：整笨 （
Ｍ ｅｎａｒｅｂｔ＞ｒｎｉ

ｇ
ｎｏｉ

ｉｓａｉｔ
， ｉ ｕ ＞

Ｉｓ ｔｕ
ｐ

ｉｄ ． Ｉ  ｌ ｉ ｔ

＇

ｙａ
ｉｖｗａｄｅｓ ｔ ｉｊｐ

ｉｄｆｅ
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

我们可 以给
“

愚笨教育
＇

３

画画像 ， 比如 ： 造成学生高负担 低成效的教育是
“

愚笨教育 以单

—标准评价人才的教會蠢
“

愚楽教育
”

；
抹杀个人特性

，
拒绝 因材施教的教會是

“

愚笨教育
”

；
诸如

此类 。

可義 ，
：为什么

＊ ‘

愚 ．乘教會
５ ’

曝？ 爱 因斯坦 （Ａ ｌｂｅｒｔ Ｅｎｓ ｔｒｔｎ
） 给出 了＿蠢 。 他傲 ｉ

＇ ＇

人人生而

天才 ， 但若你以鱼儿能否爬树乘论才 ， 那么它将终生无法摆脱愚笨的标签 。

”

陶行知先生有个鲁名 的教育革命箴言 ：

“

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 ， 不教用手的人用

脑 ， 所以一无所能
”“

中 国教育攀命的对策綦宇脑联盟 ， 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雜可 以大到不可思议
”

“

行动是老子
、，
思想是儿子 ， 创造是孙子

＊＊

。 我们可以用陶行知 的教育思想来定位
…

智翥敎育
”

。 所以

我认为 ， 智慧教胄旨在促进学习者
“

美好发展＇ 融合
ｗ

行动 思维
” “

创造
”

三大才智 ， 加上良好

的人格品性 ｓ 因此 ， 智慧教育的 目标是培养人格美好、 心灵手巧 、 务实创造的人才 。

为了便于研寵 我从 ２０１２ 年开 ：始就构建 ：
了这么？一个框架 （ 见＿ ２

） 。 用 ５聰ｒｔ ｅｒ送样的 比较级
，
邊

攀
ｗ聪明 的教育

＃

只有较好
，
没有最好 ， 它是一个相对概念 ＾ 为 了践行智震教育的理念 ， 我们现在需

要用技术来构建一个
“

智纛的
”

（ 智能化 ）
学习环境 ， 在这种环境条件下 ， 我们一定要有智釐的教孝

法１ ＳｉＨ ：ａｉｔ Ｐｆｔｄａ
０
〇
ｇｙ ） ， 递：要有智篇的评估（

Ｓｍａｉｔ Ａｇｓ？ｓｉａｅｎ ｔ
） ，

以谱养餐慧型人才为 巨标 。 智慧型人

才应该能够善于拿习 ， ＿于协作
，
馨于沟通

，
＿于研判

，
馨于创造

，
＃于解决复杂的问题

，
等等ｓ＿

此 ， 我认为 ：
智慧教眘永远 Ｍ有进行时 ， 没有完成时 ！

图 ２ 智 慧教育研究框架 ｗ

碁于多年来对智慧教育的研究 ，
我想对其下一个定义 ： 智慧教育时真谛就是通过构建技术融合的

生态化学习环境
，
通过培植人机协同 的数据智甕 、 教攀智慧与文化智 本着精准

、
个性、 优化 、 协



基 础 教 育

同 、 思维 、 创造 的原则
，
让教师能够施展高成效的教学方法

，
让学习者能够获得适宜的个性化学习服

务和美好的发展体验
，
使其 由不能变为可能

，
由小能变为大能

，
从而培养具有 良好的人格 品性 、 较强

的行动能力 、 较好的思维品 质 、 较深 的创造潜能 的人才 。 我将其 中
“

精准 、 个性 、 优化 、 协 同 、 思

维 、 创造
”

作为智慧教育的
“

六大特征
”

。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定义
，
那么可 以说

“

智慧教育

是通过人机协同作用 以创变教学过程与促进学习者美好发展 的未来教育范式
”

。

“

人机协 同作用
”

是

手段
，

“

创变教学过程
”

是途径
，

“

促进学 习者美好发展
”

是 目 的 。 当然
，
对于

“

美好发展
”

本身
，

你可 以有更丰富 的理解 。

然而
，
有人认为教育不需要 目 的

，
让学生 的生命 自 由绽放就行 了 。 这种说法似乎有点飘渺 。 我个

人不赞成
“

教育无 目 的论
”

，
认为教育的 目 的就是使个人更美好

，
社会更美好

，
未来更美好 。 我把教

育分为三个层次 ： 第一层是教育作为事业
，
国家赋予教育行为主体为 国育才 的强烈使命

；
第二层是教

育作为产业 （ 知识密集型 的服务业 ，
以非营利为主 ） ，

各方利益攸关者都有 明确 的 目 的性
；
第三层是

教育作为文化现象
，
人人都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

，
但人们普遍的企愿是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
这

也是 目 的性 。 眼下令人焦虑 的教育内卷现象
，
是 由 于 目 的性设定变态所致

，
有十分复杂 的社会文化因

素
，
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方 。

二
、 智慧教育的 内涵之精解

前面讲了数据智慧的 四层框架 。 记得过去有一句话 叫做
“

知识就是力量
”

，
而现在有 了新 的 口 号

叫
“

知识不是力量
，
除非它有用

”

。 也就是说
，
有用 的知识才有力量 。 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可 以更大胆

地说
“

智慧才是真正的力量
”

呢 ？ 我们处在信息爆炸时代
，
尤其是 自媒体盛行

，

一个人要成为具有真

知灼见 的
“

知识分子
”

并不容易
，
很多人充其量是

“

知道分子
”

而 已
，
要成为

“

智慧分子
”

就更不

容易 了 。 所以我们要重视数据智 慧 的修炼
，
善于把数据变 为信息

，
把信息 变为知识

，
把知识变为

智彗
１

＝
１ ｙ  ｌｉ ｔ 、 ？

在推进智慧教育时
，
需要制订一个教育数据规划

，
引导数据采集

，
可分为 ： 学业成就数据 、 心理

健康数据 、 综合素质数据 、 生涯发展数据等几大类 。 在这个教育数据规划
“

金字塔
”

（ 见 图 ３
） 中

，

最大量的数据是在分秒层级采集的
，
越往上数据量越少 。 因为数据经过逐级加工提炼而被浓缩 了 。 我

们可 以利用数据支持教育教学决策
，
比如 ： 小到知识点教学 的精准决策

，
大到个性化学 习方案生成 。

数据一方面可以支持理论
，
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支持实践 。 数据积累越来越多后

，
就构成了一种知识

来源
，
经过加工提炼出模式或范型 （

Ｐ ａｔ ｔ ｅｒｎ
） ，
代表人们 的实践知识 。 但是

，
知识与智慧之间存在一

个鸿沟
，
有专家建议可以在知识与智慧之间加一个

“

智能
”

，
往往需要人类专家参与

，
通过人机协同

作用
，
进行洞察和分析

，
因而

“

知为何
”

，
然后能够

“

知最佳
”

并采取行动
，
这才叫有智慧 。 智慧并

不是空想
，
它需要积极行动 。 如王阳 明所说

“
一念发动处即是行

”

，
这就是行动智慧 。 所以这样一来

，

我们就可 以真切理解到人机协同优化教育决策 的重要性 。 因此
，
仅依赖机器并不能解决很多教育教学

问题
，
让人与机器一起来做决策才能做得更好一些 。

我们再来谈谈教学智慧 。 在教学智慧之中
，
很重要的一点是教师的艺术素养 。 艺术 的力量来源于

“

设计思维
”

。 我们的老师不但要掌握学科知识
，
还应该作为一个教学设计者和演绎者 。 优秀老师有能

力把信手拈来的素材都转变成教育资源
，
因为事物之间 的联系存在无限多可能性

，
高 明 的教师往往能

够把不 同事物巧妙联系起来并赋予新的 内涵
，
做到融会贯通 。 教师的很多艺术性工作通常无法用机器

替代
，
比如 ： 杭州一个中学班主任

，
他将学生与化学元素周期表上 的某些元素对应起来

，
以不 同元素

的化学性质来形容不 同学生 的个性特征
，
这就赋予 了教学行为以艺术性特征

，
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教学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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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教育数据规划
“

金字塔
”

前面提及了关于智慧教育的六大特征 （精准、 个性 、 协同 、 优化 、 思维 、 创造 ） ， 下面我逐一就

这六大特征加以分析 。

第一是
“

精准
”

，
我把它叫做馨于数据的精准决策 ， 这是智慧教育 的技术优势 。 用技术最容易产

生效果的就是获取数据
，
然后做一个精准分析和决策 ５ 针对有 目标的教学

ｔ

我们可 以开展精准教學 ，

对于个性化的 自主学习 ， 我们可 以提供精准服务 。 在此塞础上发展探度学习 、 ＃提供支持学生 自 主发

展的学习生态 ， 再加上智詹测评 ， 就一處：可以提升教育质童 。 这中 间 隐含了一个很强的逻辑关系 ，
而

不仅是信念使然 。 但是我有
一个特别的提醒 ：

可 以讲精准教学 ， 但不要说
＂

精准教育＇ 因为教学可

以看一个淮确的 Ｉ粝 ， 但教育不能以具体 威标来概括教育过程 的总体价值 因此 ， 我总是提醒 ｆ
＇ ‘

打

死也别说精准教育Ｒ 好不好 ？

”

第二是
“

个性＇ 羞国未来学家研堯了 国际上千金个教曹教学创新案例 ， 最后提炼出 ３ ？ 项创新特

征
：
！＾料立第一 的就是

“

个性化学习＇ 个性化学习 的设计并不容易 ， 它可 以分为八大环节 ： 学习环境

设计 、 学习干预设计 、 学生适需服务设计 、 学生动态分组 、 课程设计 、 优质教学设计 、 Ｍ标设定与学

习跟踪 、 形成性评价设计 。 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来设计
， 所以錄的个性化教学

实践并不多见 。

第三是
“

优化
”

。 据我的研究
，

一是流程再遒的优化 ， 如翻转课堂 ｆ
二是持续迭代 的优化 ， 产生

…

敏捷教学系统
”

。 以英语教学为例 ， 原来英语教学可能只停留４低层认知 Ｂ标上 ＃
现在就可以通过技

术手段快速实现低层 Ｂ标 ．

， 同高级思维 发展 ，

通过流程審造找到一个临近 发展区 （ 见 面 ４
） 。 另 外 ，

通过技术手段
，

可以快速更新学习资源和学习方案 ， 实现
“

敏捷教学
”

。

第西是
“

协同
”

。 我认为
“

协同
”

是技术赋能智慧辱 习新生态 的核心机制 。

“

协同
”

又可分为
＇ ？

人际协同
”

与
“

人机协同％ 莫中
“

人际协同
”

包含 目标导向型与机会驱动型
；
而

“

人机协同
Ｍ

则

由
“

社交网 Ｃ
Ｓ〇ｄ ａ ｌ ＷｅＷ

”

和
“

语义网 （
Ｓｅｍａｎ ｔ

ｉｃＷｅｂ ）
”

相交构成
，

二者的交互 ：｛足进了人们集体

智慧的发展ａ人机协同
”

必须遵循一个底线思维 ， 即把适合机器 （ 智能技术 ） 做的事让机器去做 ，

提问 ， 反应 ， 罝疑 ， 干预 ， 审题 ， 解题 ， 发消息 ，

注意力 ， 动作节奏 ， 情绪变化 ． ． ． ． ． ． ． ．

智慧 。 我们讲智慧教育的教学过程设计 ，
就要把设计思维的要素放进去 ， 因为智掌的核心是思维 。

第三种智慧就是文化智＿ 。 它包含思维方式 、 行为方式和教會规章制度尋 ， 这些都甚文化 的要

素 ４ 焉然 ，
还有核心价值

， 教育工作如何协调核心价值和个性发展之间的关系 ，
乃是对于人类智奮的

大挑战 。 大家都喜欢讲个性化敦奩ｔ 但很少有人讲文化的问题 。 我个人认为 ， 如果脱离文化来谈个性

化教育是不完整的 。

数字学

曰

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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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适合人 （ 师生 、 管理者 、 服务者等 ；

） 做的事让人来做 ，
把适合人机合作的事让人与机器一起来做 。

第龙备 思维
”

。 逻辑思维 、 发散思维 、 审辩思维等都臈于经典思维 。 我
：
最近梳理出几种

“

新态

思雄＇ 包括系统思维 、 设计思维及计算思维 ０ 绖典思维与新态思維思維 的交集是
“

价值思维
”

， 价

值思维可以升华为
“

指数思维
”

， 也可能堕落为
＂

零和思维＇ 其中评价机制起到杠杆作用 。 思维教

学的 ｉ标就是培养智罵学每者 ， 智震学习者在学习方面有几点显著的特征 ； 学习 有方 向且专注 ，
学巧

有热情并持久延续＞多种学习方式和策略 ， 眷于观察 、 资源整合与建宜联系 ，
学 习高效且成果明显 ，

同时 ， 智黨学习者还具备
一些性格特征 ： 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 ， 有工匠之心且传承与创新皆备 ， 善于

内省与反思
，

坚持努力有韧劲
，
祟尚 自 由但遵＃ 

一定规则 。

Ｃｏｇ ｎ ｉ ｔ ｉ ｖｅ Ｓ ｋ ｉ ｌ ｌ  Ｅ ｆｆ ｉ ｃ ｉ ｅ ｎ ｃ
ｙＡｃ ａ ｄ ｅｍ ｉ ｃ Ｐ ｅ ｒ ｆｏ ｒｍ ａ ｎ ｃ ｅ

图 ４ 流程再造的
“

临近发展 区
”

（
以英语教学 为 例 ）

第六：
是

“

创造％ 我将创造定义为
“

生命增值 ６０美好体验
”

。 生命存在 的本身需要消耗很多社会

资源 ， 而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创造 ＊ 为社会增值 ， 这祥的生命才富有意 ：
义 。

ＯＥＣＤ （世界經合组织 ） 在

《
ＯＥＣＤ 学习框架 ２〇３０》 中特别阐明了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 ， 因为常事关个人幸督与人类福祉 。 所以

我们要将憧感 、 价置观教育确确实实地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国内 的第
一篇关于创客教育的学术论文

您 是我写的
，
文 中提炼 出 了创客精神 的三个层次 ： 个人

“

自 强进取
，
个性开放％ 群体

“

协作分享 ， 融合创新
”

；
国家

“
重工 尚器 ，

民智 国强
”

。 创造 的核心

在于对问题的把握 ， 发现问题是创造之源 ， 还要将理论与实践贯通 ， 以及霽用技术支持创造过程＃ 创

造美好的学习发展体验正是智慧教育的不二法 门 。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 ：

？ ‘

信息不是知识 ，
知识的唯一

来源是体验＾ 您需要体验来获得智章：

三
、 智慧教育与未来学校教育

智慧教育对于未来学校创变的促进作用体现在环境建设 、 教学模式 、 学习评价和学校形态的变化

四个方面 。

关于环境建设 。 首先是智能技术支撑智 ：雲敎育环境构建 ９ 我提炼 出 六大特征 ：
无缝联通学习空

间 、 敏捷感知学习情境、 自 然交瓦学习体验 、 精准适配学习服务 、 全程？录学习过程 、 开放整合数据

资源 ， 可以简称为
“

连通 、 感知 、 交互 、 适配 、 记录 、 整合
”

。
２０ １ ４ 年我在匿际上发表过关于智＿

习环境的架构与特征 ． 后来被联合 ■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 《
：追求 ２ １ 世纪智惫教育坏境 》 全盘引

用了 。

２０ １ ９ 年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造成全球 １ ９４ 个国家全爾停学
，

１ ６ 亿学生遭受影响 ， 暴露 了教胄系

统的脆弱性＾ 我国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支持停课不俘学 ， 这给我们提缉
一个新课题 ： 如何构建技术融

合的韧性教育系统 ？ 综合国际錢验 ， 我们＿ 队提出利用技术增强敦會系统韧性的生态框架 （ 见图 ５ ） ，

＿＿ 内也发雇过文章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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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我们在学校信息化环境建设、 ＃习终端组态方面都撵出 了方案 。 按照学生
－终端配 比 ，

有
“

孝生终端 １ ：１

”

的理想方案 、

？

學生终端 ｎ ：１

”

的实用方案 ｓ
“

学生终端 １ ：ｎ
ｗ

的新生态以及
？

净

生终端 的通用方案 。

“

１ ：１ 学习
”

的电子书包系统功能框架是我们 团 队早在 ２０ １ ？ 年就开始做的研究 ， 现在作为智慧

教室的标配 ， 厲 内 已经有很多学校在使用 。 疫情发生以 ．后 ｓ 国际专家提出 一个在校班组绿多个居家学

生互逋的方案
，
称为 １昆成教室

”

（
Ｈｙｂｒ ｉ ｄＣ ｌ ａｗ胃ｎ ） ， 甚遵有老师在疫情期间也不能到校上课 ， 那

就可 以把两个班互联互通 ， 再接上多个居家学生 ， 可 以称为
“

无缝学 模式 。

ｗ

ｎ ：１ 學习
”

是公立学校的一个常态 ， 多个學生轮流使用一个智能终端 ，
有的地区 ６ ：１

， ． 有的地

Ｋ１ ２
：１ 或更少 ｅ 为了使每个学生都有数字学习 的机会， 我国教育部提出

“

网络窆间人人通
”

的方寒

（ 见图 ６
） ， 可以与

“

班班通
”“

校校通
”

配合使用 。 对此 ， 我 自 Ｂ也提出 了一个
“

个人学习空间功能

模型
”

（见图 ７
） ，
包括活动记录 、 资源利用 、

知识建构 ｉ 才能厨示 。 学生参加课外 、 校外 的学 习 ， 创

作的作品及获得的奖励 ，
都可 以进行展示 。 另外 ， 我还提出 了建设

“

集约式数字学习 中心
”

的建议 。

在浙扛衢州二中 ， 位于我的老家的一所省级重点高中 ，
我曾建议他们用儿百 台 电脑 ， 围绕看图书搶建

设面向文科 、 理科所有学生的数字学习 中心
，
让学生们轮流进去开展数字化学习 ， 比如 ： 每人一天进

去用一个小时
，
在里面

４
可以做多科测练 ，

还可以孝英语
，

进行数字阅读等 。 几年用下来
，

该方法的

实际效果很好。

习
”

甚跨终端的情况 ６ 例如 ： 孝校终端与家用学习终端品种不同 ， 这就需荽研究跨终端

的无缝学习方案 ， 根据设备特性 、 设备类灌 、 设备妇属 、 设备使用频度以及联 网方式来设计学习平台

与资源 。

“

ｍ ：ｎ 争；Ｔ
，

代表通用模式 。 我们采取 ，适设计
”

方法 提炼 出
一

套核心的要素 ，
包括 ： 學

档 、 资源 、
工具 、 关系 、 括动 、 情景等 ． 形成一个云教育流操作 系统的基本框架 （见 图 ８

） 。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基于
“

云计算
”

技术的
“

云教育
”

。 其实 ， 除了
“

云计算
”

， 还有一个
“

雾计

箅
”

（
Ｆｏ

ｇ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ｈ 这是画 向物联网 的实时处理技术 。 此外 ． 还有

“

边计算
＾

和
“

端计算＇ 这四

种计箅形成了
一

ｔ计尊生态系统 。 我对它们不同的作用点进行了归纳 ：
互动在终端 ，

感知在雾中 ， 智

能在云边 ， 智慧在云中 。 另外 ， 很多学校遇到多平台互不相 同的问题 ，
我称之为

“

梅花桩现象
”

。 这

反映了数字学习环境方面存在着整合的迫切需求 ， 我们可以在数据 、 服务和界面三个层次进行整合 ，

自 ：前还需要做出
一套技术标准来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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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管理 引 擎

图 ７ 个人学 习 空 间 功能模型

在 Ｃ０Ｖ ＩＤ １ ９ 疫情斯间 ， 信息技术对于支撑
“

停课不停学
ｓ

起到 了很大作用 ， 但也发现网络支撑

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 我曾發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份发表 了一篇文章 ， 叫做 ｆ全媒体学习 生态 ： 应对大规

模疫情时期上挙难题的实用解方 》

［

１

＼ 特别建议把电视也都用起来
，

后来各省市果然这样做了 Ｄ 所以

我发明了一个座右铭 ： 搞教育技术应用的应该做到喜新不厌旧 。 教育部领导建议粟巩固信息技术支撑
＊

停课不停学
”

的宝贵经验 ， 做到线上线下结合 ， 也称作
“

ＯＭＯ 模式
”

（
Ｏｎ ｌ ｉ ｉｔｅ

－Ｍ ｅ ｒｇｅ
－Ｏｆｆｌ ｉｎｅ ） 。

０Ｍ０ 本来是
一个商业模式 ， 由马云开始 ， 李开复于 ２０ １ ７ 年在 《经済学人 》 上发表 了一篇相关文

章 《 但在国外很少有人讲 ０Ｍ０
， 所 以这是 中 国原创 的概念 。 我们要考虑如何把商业 冲动变为教育

理念 。

实际上 ， 智慧教育环境也是需要线上线下融合的 。 我较早研究创客敦嘗３？间建设 ， 提出线上线下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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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智庭． 智慧教育引领未来学校教育创变

融合的创客教育空 间结构模型 （ 见 图 ９
） 。 后来 ，

我又提出一个技术融合 的学习体验空 间设计框架

（见图 １０
） 。 先看横坐标 ： 左边是真实世界

，
右边是虚拟世界 。 对于真实世界的探索需要

“

探真技

术
”

，
对于虚拟世界的建设需要

“

拟真技术
”

。 再看纵坐标 ： 下方是个人化世界
，
我们需要实验工具

和思维工具
；
上方是社会化世界

，
我们需要物联 网 、 知识地图和社交网

；
中 间是智能化科学实验平

台 。 另外 ，
我们还要记录学生的个人学习数字足迹 。 这个设计模型为智慧教育环境提供了远景蓝图 。

家 学校 其他城市

综合信息门户

资源应用中心
^

共建共享

关联藤 ｜

资源推送

ａ、 气 籤
■ＱｇｇＲＦＩＤ

ｌｕ立 必 ｄ
平？ 台式机 笔记本 智能
电脑

移动
个人学习空间

个人门户 （ 浏览器 ）

学习活动管理

流程编制

组织与管理

活动推送

能力发展评测

面向过程评价

学习成长档案

能力分析评估

辅助决策中心

模型建构

情境感知

推荐引擎

资源云
’

ＡＰＰ 邋体

摸板 丨 嫵规

数据云 服务云

数据蓄储

借助 学生 评价 统一认证 目 录服务 系统监控 丨 ［ 数据挖掘

数据 数据
Ｊ
数据

^

ｒ薮搪共享 、 交痪与管理 中向件速人与管理 丨

＾

计算服务负载管理 数据备份 网络安全
］＼
操

公共数据中心

本地教育－
／第三方教育云

核心要素

学档

资源

工具

关系

活动

情景

图 ８ｍ ： ｎ 学 习 生态平 台 的 普适设计 ： 走 向云教育 操作 系统
［

９
］

虚拟服务

图 ９ 创客空 间 ２ ． ０ 功能模型
［

个人化

社会化

ｎ

ｎ

虚拟

世界

图 １０ 技术 融合学 习体验 空 间设计 ：
智 慧教育 的新路标

关于教学模式创新 ， 值得往意的是
“

翻转课堂 我特别赞赏山东潍坊 昌乐一 中 ，
因为它创造了

全校 １ ６ ８ 个高中班全部人手
一机 （ 采取 ＢＹＯＤ 模式 ，

、 即 自带终端设备上学） ， 全面开展翻转课堂教学

的
“

中 国范
”

。 上海闵行二中 的
＂

三环五步
”

模式则把
“

学 、 问 、 思 、 辨 、 行
”

的 中 国传统教眘智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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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到翻转课堂模式中 ， 也是值得称道的 。

传统课堂教学可 以概括为
‘ ？

讲解 、 练习 、 评阅
”

的三段式 ， 每一阶段都有一些局限性 ： 讲解时 ，

学生 只能被动听讲 ；
练习时 ， 学生缺乏互动协作 ；

评阅作业时 ， 老师的反馈滞后 。 翻转课堂教学也可

以概括为 自 学 、 测练 、 研讨三个阶段 ， 有着明显的教学优势 ： 课前 自 学时 ． 问题导学 ＋微课助学３ 课

前测练时 ， 即时反馈 问题诊断 ； 课中研讨时 ， 交流辩论＋攻克疑难 。 考察翻转课堂做得比较成功

的学校 ， 我发现其中隐藏一定的教曹智氧 包括以下五点 ： 生本思想体现 、 人机合理分工 、 教学方法

优化 、 集体智蕈案展和学校教改领导力

然而 ， 翻转课羞也存在
“

认知天花板 （ 见？１ １
） 。 目前翻转谋查还都扃限在低阶的认知 目 标上

面 １ 髙阶认知 目标棊本上不去 ， 这给我们智慧教育留下一个很大的发展空伺 。 布鲁姆的教育 目标分类

系统包括认知 、 精感 、 动作技能三个领域 ，

．然而我们现在只关心这个认知金字塔 ， 却忽略了同样重要

的动作技能和情感价值 ， 老师备课时 ， 教研员让他们一定写上三维露标
，
但是 ， 对于低阶 目标的教学

任务 ， 往往很难办呢 。 如果只是ｉｔ学齒背 １０ 个英语单词 ， 你让老师怎么写 出精感 Ｂ标呢 ？ 所以我说 ，

认知 目标越高的教學任务越容播带动情感 目标和动作技能 目榇 Ｄ

那么
，
要怎么突破

“

认知天花板
”

呢 ？ 杜威认为教育不是ｔ知与被晉知＿事 ， 而是一个让学生主

动建构知识的过程ｃ 在传统谍堂教学中 ， 學生花了７０％ 的精力来听讲 》 只剩下 ３０％ 的时间用来建构知

识
；
对于翻转课堂而言 ， 希望学生用 ３ ０％的时间来听讲 ，

用 ７０％的时间来建构知识 ， 因而课堂活动的

价值就极大地提升了 。

问题是 ， 怎么才能支持知识建构呢 ？ 澳洲专家提 出
ｗ优化教学结构编列

”

的思路 有 四种编列 ：

“

低 高型
” ＂

高 －高ＳＴ
“

低 －低型
”“

高 低型
”

。 所谓教学结构 ，
我们可以 从学习 目 标 、 学习 内容 、

学习过程和学习评价四个维度来考察 。 我喜欢用雷达留来表示 （见隨 １ ２八 比如说靠近 内 圈的这条粗

折线表示的是高结构教学 ，
对应于

“

直接教学法
”

， 由老师进行知识讲授和布置练习 ；
处于中外 圈 的

细折线表示中低结构教学
ｆ
对应于教师推荐选题的探究学习 。 上海复兴高级中学的陈校长对这个结构

编列理论的应用有很多研究 ， 他认为要高结构化地设计 ，
低结构化地实施 ， 即鼓励教师细致地做好教

学方案设计
，
而教学实施时则可 以粗细有致 ， 收敗自 如 ，

为 了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
，
我们可以把布鲁姆的认知 Ｍ标金字塔变成橄榄型 ， 用问题化教学的方

法来促进思维教学 。 关于思维教学有很多案例 ， 比如 ： 英语教学可 以 由直观到抽象 ， 讲时间表达的时

候先用表盘展示时间表达法 ；
然后去掉表盘 ， 只用英语语旬来说时间

； 最后 ，
提炼 出 时间表达的通

则 。 再比如 ： 数学Ｈ为抽象而难学 ， 现在可 以利用
ａ

思维王
”

工具将解题过程可视化 ， 按步骤进行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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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性评价 ， 这种思维可视化教学方法值得称道 。

我主持的遵家级课题
“

智慧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
”

， 在全 国有Ａ百个实验校 ｔ ＾产生了许多思

维教学案例 。 在河北张家 口Ｍ开区一小 ，
我观摩语文课 《狼牙山五壮士 》 的教学 ：

，
老师让学生分成小

组 ， 让各组通过讨论把课文分段、 并为每段加小标题 。 有个小组把课文分成五段 ， 给每段加 四个字的

小标题 接着在班上交流 ＊ 经过辩论来打磨小标题 ， 最戽提炼出很贴切的五个小标题 ｔ 总共 ２？ 个字

就把课文的 内＃都概括 出 来艺 。 这堂课锻炼 了学生 的协作能力 、 交流能力 、 常辩思维能力 、 概括能

力
：， 所以値得赞赏 ｓ 实际上要让学生深刻理解课本， 而不是死记硬背 ，

一

定要通过变式练习 。 例如 ：

把课文浓缩 ， 把散文改成诗歌 加上交流辩论 ，
把孝生的思维都激活 了 。

我在无锡安镇小学观课 ， 看到老师在课堂上布置
一个探究学石 任务 ： 算一下 ２０ １ ７ 年有多少天？

有小组采取枚举累加法
，

先查出来每个月 的天数 ， 然后把天数累加起来 ，

：得出 ３ ６５ 天 。 另外一个小组

采取归纳法
，
发现有 ７ 个大月 、

４ 个小月 和 １ 个平月
， 加起来也得到 ３ ６５ 天 。 虽然

，
两组 的结果都是

同样正确 的 ， 但思维能力是不
一样的

，
后者能够运用

“

不完全归纳法
”

了 。 此时老师就应该点明这种

差别 ． 把全班学生都引导到运用不完全归纳法来解决诸如此类的数学问题上来

说句实话 ， 尽管很多老师已■开始试验翻转课堂之类的创新教法 ， 但大多教学 目标仍然停留于低

层认知水￥ （识记 、 理解 、 应用 ） ， 怎么突破这个瓶颈呢 ？ 我建议采用创造驱动 的学每 ， 后来我把它

叫做
？ ＇

翻转课堂 ２ ． ０

”

。 最早在绐厦门 的
一个費干教师培训班讲课时 ， 我賞次提到这个想法 ，

课后有

位老师说他很支持这个想法 他举 了一个例子 ： 班里有
＇

个孩子物理预测 只有二十几分 ， 怎么办呢 ？ 他

就让这位学生做一个发 ．电机 。 在做的时候碰到 困难 ， 学生就上 网查资料 ， 请教老师 ， 还跟同学讨论 ，

终于把发电机做出来了
，

期末考试成绩提并到七十多分 ＊ ＾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 采取仓槌驱动 的学习路

径是完全可行的
，
能让

“

翻转课堂 ２ ． ０

”

朝
“

创造教育
—

走出
一大步 。

讲到创造教育
＃
我又想到陶行知先生 ， 他说 ：

ｉ Ｓ

由行动而发生思想
，
由思想产生新价值

，

这就是

创造 的过程 ｓ

”
［
ｕ

］

陶行知先生真的很伟大呢 ！ 他的教曹思想到今天仍在闪耀光芒 Ｂ 我们要弘扬陶行知

教育思想 ， 让创造成为人类的永恒精神 ， 让创造教育成为教育的永恒主题 ： 。

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课堂教学版图 （见图
‘

Ｉ ３
） 。 传统课堂 过改变流程 （先学后教 ） 变成翻

转课堂 １ ． ：经过从认知路径变为创造素莽发展路径而走向 翻转课堂 ２ ．？
， 其教育价值得到 明显提升 。

我们也可以把
“

创客教會
”

融入于翻转课堂 ２ ． ０
。

创客教育

认知能力

１
鹏课羞

Ａ

！
创

新

ｒ １

能

创新素养 １
力

传统课堂

图 ｌａ 翻转课堂新版 图

蕞近十年 ，
创客教育在我画中小学流行起来

，
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 上海普砣区洵 阳 中学原来默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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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无闻 ，
２０ １２ 年引进了 以物联 网为特色 的创客实验室 ，

２０ １ ３ 年进始为細
一学金开课 ， 初二 、 初三则

采取社虜活动方式 ， 几年下来 ， 学校名声大噪 ， 并由此带动 了学校各方面工作 ａ 学校开始崭露头角 ，

在匡里名列前茅了 。

为 了说明课堂敎学模式的丰富性 ， 我构建了一个翻转课堂教
＇

法生．

态图 （见 图 １ ４ ） ， 其中有主模式

和副模式之分 。

“

授导濯教学
〃
也就是知识的直接教学法 ， 是翻转课堂 １ ．？ 的主模式

；
问题式学巧 ＋项

ｇ式学习组成研创型学习
，
是翻转课堂 ２ ． ０ 的主模式 。 我建议通过主模式来调用副模５＾ 主副配合起

来使用 这样一来 ， 好像把原来矮胖型的金字塔拔高 ， 变成 了
“

埃菲尔铁塔
”

， 使得裔层认知 目标也

可被植盖或触及了 。

￡

分 １

ｎ

图 １４ 翻转课 堂 的教法生态

近年来
，

西方发达 国家开始重视综合学科教育
４
尤其基■ 国 的 ＳＴＥＭ 教言 起到 了 引 领作用 ^

ＳＴＥＭ 教育在美国始于上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 Ｈ经成为一项长期性的教育国策 ， 被认为遙事关国家安全

的政治议题 ， 连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都发文力挺 ＳＴＥＭ 教育 。 咱们千万别认为美 国人不讲政治 ， 其实

他们非常讲政治 ， 教育就是历届政府昀重大政治议题之
一

ｅ 漢舞政治家们把 ＳＴＥＭ 教育作为增强属家

创新力与梭心竞争力 的重大策略
，
赏穿于 Ｋ １２ 教育

、
社区教育 、 翕等教育 的全谱系 ＿ 。 我觉得堯国的最

大优势还墓教育 ，
尤其是裔等教育 ， 几乎把全世界万里挑一 的精英都汇聚过去了 ， 国家创造力 自 然就

很高了 ｓ

我研究过 ＳＴＥＭ
， 提出 以整合为核心的实施策略 （ 见图 １ ５ 整食有三个维度 ； 学科 内容整合 ，

信息技术整合 ，
师资力畺整合 。 整合水爭又分为 四个层次 ： ＳＴＥＭ

－

？
（ 零级整合 ） ， 屬于科普类教育

；

ＳＴＥＭ －

１
《

一级整合） ， 属于单学科嵌入式课程 ；
ＳＴＥＭ ２（

二级整合 属于项 目 虛课程 ；
ＳＴＥＭ ３

（
三级整合 ）

， 属于多学科融合型课程 ａ

在我 国 尚未通过政策力推 ＳＴＥＭ 教育的情况下 ，
我们栗创造条件支持学”生开厨兴趣驱动 的研创型

孛习和探翁孛习 ， 暂且茼称为
＂

随性学习＇ 此类学习 有地于学生成为 问题发现者与知识建构者 ＾ 事

实证明 ， 有很多孩子是具有研仓 ｉ

ｊ／探兖能力 的 。 比如 ： 上海有个高 中女生研究蚂蚁 的行为 ， 在大釐实

验观察和分析 的基础上 ， 写
＇

出 了 很有见地 的 研究报告 。 上海 电 教馆开发了
一个研创型学习平 台

ＭＯＯＲ
， 能够支持大规模在线研究 ，

Ｂ有 ２ 万多高中生用户 。 小学：生也可 以做随性探究学习 。 比如 ：

清华附小的孩子研穷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 ，
这个题 目 就很有创意 。

我们常说的差异化教学 、 精淮教学 、 适性学习 ， 都是属于知识潸费性的 。 如臬把随性学习发展成

为知识生产性的 ， 那么我们就让智議教学系统朝着均衡化方向发展了 。 另外 ， 在线上线下教学方面

也要做到适当均衡才好 ， 所以我做了一幅图＿智章教学的多维度均衡策略 （ 见图 Ｉ ６
） 。

经常听到很多教师和教研员喜欢讲
“

分层教学＇ 我觉得这是一种过时的教学思维定勢 。 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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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教学按照摸底测验来测试成绩
，
把学生分到 Ａ 班 、

Ｂ 班 、
Ｃ 班。 为 什么说这种做法很粗糙呢 ？ 假

设你提供的测验有 １０ 道题 ．
Ａ 生在题 目 １

、
３

、
５

、
７

、
９ 答错了 ９Ｂ生在题 目 ２

、
４

、
６

、
８

、
１ ０ 答错了 ，

他们 的得分是
一样的 ， 但错误模式完全不 同 。 在信息化条件下 ，

我觉得
“

差异化教学：

＂

（ 或简称
“

分化教学
” “

精淮教学
” “

适性学 习
”

更好 。 亀岸化教学通常根据学生变量 （ 就绪状态 ，
学习兴

趣 ， 学习 风格 ） 来调节过程变量 （学习 内容 ， 学习 过程Ｌ 习产品
； 有的将

“

学习 环境
＂

作为第 四

变量 ）
， 教学计划 的设计是重点 。 在技术赋能 的班级差异化教学中 ， 可 以利用形成性评价数据对学逢

进行动态分组 ， 按组实施针对性的教学干预 ， 组与组之间未必存在层次高低问题 ，
而是因错误模式不

同而采取不 同的干预措施 。 精准教学则可以进行高频度的测练 、 分组与干预 ， 属于较高精度 的差异化

教学 。 还有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适性学习 ：， 可以考虑到学生的认知风格、 学习 ．历史 、 错误模式等因素

来调整学习路径、 做到
“
一人一路径＇ 可 以说是高精度的差异化教学 。 差异化教学和精准教学都是

以班级教学为基点 的 ，
而适性学弩是以个别化学习为基点的 ^

关于学习评价 ，
我们根据智釐教會的六大特征做过一个评＃量舰 。

“

量规
”

基我炮制 的英文

Ｒｕｂｒｉｃ 的 中译名筒Ｌ２００？ 年 ， 我们在引进英特尔未来教育项 目 做教材翻译时遇到这个名词 ，
当时 国 内

没有现成译名 ， 我根据上下文做了分析 ， 觉得它属于
一类特殊的评价量羞 ， 比一般等级量表做得更 ：为

细致 ， 把每个评价指标的具体表现都清晰地描述出来 了 ， 可 以作为表现性评价的规范 ， 既可 以支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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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评价
，
也可 以支持 自 我评价 、 同伴评价 。 如果在学习任务开始时给学生预告量规

，
可 以对学习行为

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于 ２０２？ 年 １ ０ 月 发布 了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 ，
提出教育评价

改革 国策
，
特别强调坚持科学有效地改进结果评价

，
强化过程评价

，
探索增值评价

，
健全综合评价

，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
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 、 专业性 、 客观性 。 我们要积极探索在智慧教育理念指导

下落实国家政策
，
探索信息化赋能教育教学评价的创新实践 。

国 内外教育专家越来越多地认识到
，
教育测评要往数字化 、 智能化方 向 发展

，
基于

“

数字学档
”

的评价已经成为亮点 。 美 国有 １ ００ 多所私立名校成立 了一个
“

精熟成绩单联盟
”

（
Ｍ ａｓ ｔ ｅ ｒｙ

Ｔｒａｎ ｓ ｃ ｒ ｉ
ｐ ｔ

Ｃ ｏｎ ｓｏｒｔ ｉｕｍ
，
简称 ＭＴＣ

） ，
提出一个基于数字学档 的新模型

，
把学生 的表现分成 ８ 个维度 （ 思维习惯 、

创造能力 、 沟通能力 、 适应能力 与主动性 、 信息技术素养 、 全球视野 、 领导力 与 团 队协作 ） ，
每个维

度都收集了很多可信度很高 的证据来展现 。
ＭＴＣ 的评价新模型不给学生分等级

，
以各维度达到合格为

准
，
这是根据

“

精熟学习
”

（
Ｍ ａｓ ｔ ｅ ｒ

ｙ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ｇ ）
理论提炼出来的评价办法

，
旨在鼓励人人成才 、 成功 。

这样的评价模型
，
必然倒逼教育教学进行多方面革新 。 例如 ： 首先

，
学校教育方针必须从知识本位转

向能力本位
；
第二

，
学校要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 的资源

，
以支持他们多元化发展

；
第三

，
学制与教学

组织必须是弹性的
，
快生二年毕业

，
慢生多几年也可以 。

最后
，
关于学校形态的变化 。 美 国 的

“

创新学校 网
”

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
，
鼓励学校多元化创

变
，
特别推荐了七种创新教育模式 ：

ＳＴＥＭ 教育 、 项 目 ／问题学习 、 探究学习 、 交叉学科 、 脑基学习 、

实地学习 、 混龄学习 。 在此我介绍几个案例 。

美国斯坦福在线 中学是教育数字化转型走得最快的私立学校
，
创办于 ２００６ 年

，
含 ７ ￣

１ ２ 年级
，
全

部使用在线课程
，
校园变成了ＳＴＥＭ 教育中心 。 学校学生数 ８００ 多人

，
平均班额 １ １ 人

，
学生可 以 自选

半 日 制或全 日 制 。 这个学校的学业综合排名在美国加州位居私立学校第一
，

ＳＴＥＭ 教育在加州排名第

二
，
在美国全国排名第三

，
说明办得非常成功 。

“

脑基学习
”

利用过去二十年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新成果
，
提炼 出 １ ２ 条学习指导原理 ： （

１
） 大脑

是一个并行处理器
； （

２
） 学习涉及整个生理学 ； （

３
） 意义 的搜寻是与生倶来 的 ； （

４
）
通过形成范型

认识世界
； （

５
） 情感对范型形成是关键 ； （

６
） 脑同时感知和创造部分与整体 ； （

７
） 学习包括集 中注

意和边缘性感知
； （

８
） 学习包括有意识与无意识的过程 ； （

９
） 我们至少有两套记忆系统 ，

一套空 间

记忆系统和一套机械记忆系统
； （

１ ０
） 当事实与技能镶嵌在丰富 的空 间记忆 中时

，
脑的理解与记忆最

佳
； （

１ １
） 学习 因挑战而增强 ，

因威胁而抑制
； （

１ ２
） 每

一个脑都是独特的 。 虽然对于这套原理存在

许多质疑
，
美国仍有一批学校在试行脑基学习 。

“

实地学习
”

鼓励学生亲近大 自 然
，
在野外

“

探险
”

活动 中学习 和锻炼体魄 。 美 国哈佛大学教育

研究生院与一家户外运动公司合办了野趣学习联校
，
提出野趣学习 十原则

，
包括 ： 发现学习为要

；
鼓

励奇思妙想
；
对 自 己 的学习负责

；
同理心与人文关怀

；
成功与失败都是必要学习经历

；
协作与竞争并

举
；
多元化与包容性

；
贴近 自然世界

；
独静与 内省

；
社会服务与 同理心 。 我特别欣赏从失败 中学习 的

观念
，
要将失败经历作为学习 资源 。 还有

，

“

独静与 内省
”

也很有必要啊
，
不能让学生一天到 晚忙得

找不着北 。

关于混龄学习
，
好像不是新鲜玩意儿

，
我读小学时就是 四个年级 ２ ８ 个学生在一个班上课

，
只有

一位女教师
，
她什么课都教 。 十多年前

，
我在德国考察学校时也看到混龄班

，

三个年级十几个学生在

同
一个班级里 。 但是

，
如果把混龄学习提升为一种教育制度创新

，
那么意义就不一样 了 。 美 国斯坦福

大学于 ２０ １ ５ 年开始酝酿开环大学项 目
，
不久前正式列入 《斯坦福大学 ２０２５ 计划 》 ，

作为关键项 目之

一

。 该计划大胆地取消 了入学年龄 的 限制
，
无论是 １ ７ 岁前的天才少年

，
还是进入职场 的 中年

，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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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 的老人都可 以入学
，
这是区别于传统闭环大学 （

１ ８
￣ ２２ 岁学生入学

，
并在 四年 内完成本科学

业 ） 的最主要一点 。 另外一个鲜明 的特色是延长了学习 时间
，
由 以往连续的 四年延长到一生 中任意加

起来的六年
，
时间可 以 自 由安排 。

由
“

开环大学
”

打开思路
，
我们想一想能不能让中小学的体制也变得开放 、 灵活一些呢 ？ 实际上

美国 已有一些
“

混成校
”

（
Ｈ
ｙ
ｂｒｉｄＳ ｃｈｏｏ ｌ

） ，
允许学生选择和搭配多种多样 的模式

，
可 以全部在线学

习
，
部分在线学习

，
或者全部面授学习 。 我相信

，
在信息化时代

，
这种柔性教育 、 柔性学习模式将在

基础教育领域大行其道 。 真正的个性化教育时代 即将到来
，
现行 的招生和毕业

“
一届一届

”

，
像种庄

稼
“
一茬一茬

”

收割 的模式将会被逐渐淘汰 。

另外一个发展动态是中学教育专 门化 。 例如 ： 美国加州 的
“

达芬奇学校
”

，
采取交叉学科和校企

合作办法
，
实际上它 已经提前分类了

，
有设计中学 、 创新学院 、 拓展学校 、 传媒 中学等 。 英国 、 美国

甚至开始 出现
“

创业学校
”

，
在中学开设创业课程 。

教育教学模式的创变对学习空间 的设计提出诸多新要求 。 我提出几条关于未来学习 空 间 的建设原

则 ： 技术融合
，
学生 中心

；
人文渗透

，
雅致实用

；
连通社会

，
开放共享 。

总之
，
在互联网 ＋教育的时代

，
我们 的学校形态和功能都会有很大变化

，
大多超 出 我们 的想象 。

所以
，
国际上有一个

“

教育再想象
”

大奖赛
，
被认为是教育中 的奥斯卡奖

，
共有 四类奖项 ： 技术赋能

教学创新奖 、 学科教学创新奖
，

区域教育创新奖以及特别奖 。

未来学校到底像啥样 ？２０２０ 年初
，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 了一份名 为 《未来学校 ： 为第 四次工业革

命定义新的教育模式 》 的报告
，
提出 了

“

教育 ４ ． ０ 全球框架
”

，
指 出未来学校需要具备八个关键特征 ：

全球公民技能 （
Ｇ ｌｏｂ ａｌＣ ｉ ｔ ｉｚ ｅｎ ｓｈ ｉ

ｐ
Ｓｋ ｉ ｌ ｌ ｓ

） 、 创新创造技能 （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Ｃ ｒｅ ａｔ ｉｖｉ ｔｙ

Ｓｋ ｉ ｌ ｌ ｓ
） 、 技术技能

（
Ｔｅ 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Ｓｋ ｉ ｌ ｌ ｓ
） 、 人际关系技能 （

Ｉｎ ｔ ｅｒｐ 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ｋ ｉ ｌ ｌ ｓ
） 、 无障碍和全纳学习 （

Ａ ｃ ｃ ｅ ｓ ｓ ｉｂ ｌ ｅａｎｄＩｎ ｃ ｌｕ ｓ ｉｖ ｅ

Ｌｅ ａｒｎ ｉｎ
ｇ ） 、 问题化协作学习 （

Ｐ ｒｏｂ ｌ ｅｍｂ ａｓ ｅｄａｎ ｄＣ 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ｇ ） 、 个性化和 自 步学习 （

Ｐ ｅ ｒｓｏｎａｌ
－

ｉ ｚ ｅｄａｎｄＳ ｅ ｌｆ
ｐａｃ ｅ

ｄＬｅ ａｒｎ ｉｎ
ｇ ） 、 终身学习 和学生 自 驱学习 （

Ｌｉｆｅ ｌｏｎｇ
ａｎｄＳ ｔｕｄ ｅｎ ｔｄｒ ｉｖ ｅｎＬｅ ａｒｎ ｉｎ

ｇ ） 。 前四项

是关于学生能力 的描述
，
后 四项是关于学习模式创新的描述 。 这些特征体现出技术是可 以起很大作用

的
，
但也不是万能的 。

２０２？ 年 ９ 月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 ＳＣＯ 发起了

“

教育之未来全球行动
”

。 ＵＮＥＳＣＯ 总干事奥德

丽 ？ 阿祖来在动员大会上说 ：

“

我们深厚的人文精神使我们无法将教育简化为一种技术或一个技术问

题
，
甚至也不能简化为一个经济问题 。

”

我也深以为然 。 因此
，
发展智慧教育需要技术

，
更需要教育

智彗
１

＝
１ ＜

 Ｌｉ ｔ
、 ？

技术促进教育变革有 四种作用
，
分别是替代作用 、 扩增作用 、 改进作用和革新作用 。 随着变化程

度 的提升
，
变革风险也会越来越大 。 过去从来没有人讨论过信息化教育 的风险问题

，
我首次提出并让

我弟子做了一个研究项 目 。 在明知有风险 的情况下
，
我们不是采取止步不前的态度

，
而是积极行动

，

从小做起
，
迭代优化

，
积小胜为大胜 。 所 以

，
我带着学生做了一个关于技术赋能教学微创新 的研究

，

成果即将发表 。

最后
，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悟出 的几句话 ： 科学研究发现规律

，
技术应用实现价值

，
创意设计提

升价值
，
文化取向影响价值 。 智慧教育是科学性 、 技术性 、 艺术性 、 人文性 的有机统一

，
其核心价值

是使学生获得美好的学习发展体验 。 所以
，
我建议咱们应 当把教育作为

“

超学科
”

来研究
，
并非所有

东西贴上科学标签就是好的
，
而教育压根儿就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问题 。

（ 本文 系基于祝智庭教授于 ２０２？ 年 １ ２ 月 １ ７ 日 在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国 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 院所作 的 同

名 学术报告录音整理而成
，
并经作者本人审 定 。 录音整理 ：

王天健
，

吕 雪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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