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第 4 期（总第 264 期）

智慧教育 中国引领

陈 琳， 陈耀华， 郑旭东， 李振超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 从信息化走向智慧教育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信息时代的智慧教育是第二次机器革命、第二次数字革命的必

然要求，是信息时代的教育新形态，是中国引领世界教育的世纪机缘。 在久远漫长历史时期曾长期引领世界教育的中国

人，要紧紧抓住这久违的整体引领世界教育的机遇，科学谋划，精心设计，从速行动。 中国引领世界智慧教育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 我国已在局部引领智慧教育，现在要加快由局部引领向整体引领的转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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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教育引领世界是久违但曾经是常态

造纸术、活字印刷、考试与科举制度等都是中华

民族引领世界教育的标志。 这些教育引领是基础性、
革命性、原创性的，一而再地成就了全世界的文化、文

明、科技、教育，当然活字印刷更加有利于字母文字国

家文化与教育的发展。 可以说，伟大中华民族在久远

的漫长历史时期引领教育是常态。
当然，中国教育局部引领世界，近几年不时出现。

例如，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以及教学点数字教育

资源全覆盖项目 [1]，是我国促进教育公平和促进教育

均衡的震惊世界之举。 可是，伟大中华民族曾经在历

史上长期引领世界教育。

二、智慧教育是中国引领世界的世纪之缘

1． 历史规律，千年轮回

以史为鉴知更替。 追溯历史，造纸术是公元元年

前后中国送给世界教育的世纪大礼，活字印刷是中国

送给第一个新千年的千年大礼。 由此看来，中华民族

总是在新的世纪前后有引领世界教育的大作为。 智慧

教育，造就信息时代的教育新形态，应该成为中国的

新的世纪大礼。

智慧教育与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相比， 意义将更

大，是由工具层面、技术层面的创新跃向教育形态的

整体创新。
2． 中国引领世界智慧教育得天独厚

智慧教育，在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本文

所说智慧教育是高度信息化支持发展的教育新形态，
是适当而有效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智慧化教学、
智慧化学习、智慧化评价、智慧化管理、智慧化服务以

及增进学生高级思维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培养的教

育，以实现教育由不完全适应社会发展向适应社会发

展，再向引领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变与跨越。 由智慧教

育的这一定义可见，信息时代的智慧教育以高度信息

化作为条件保障，以现代信息技术的适当而有效利用

为特征，是建构的教育新形态。 特别需要说明，这里的

智慧教育有别于由智慧地球、 智慧城市演绎而来的

“智慧教育”，因为由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演绎而来的

在教育层面上只能是智慧校园、智慧教室。 智慧教育

在一国的率先成功必须满足六大要素，而我国在六大

要素方面都有独特的优势。
一是集全国之力。 智慧教育是对教育的整体变

革，涉及教育的体制、制度、政策、标准、管理、教学、服

务、评价、环境等方面，一国之内的局部难以取得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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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效。 我国在该方面具有中央统一领导、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优势，而且我国现在许多改革正是基于这

一优势顺利推进并取得成功的。 科学谋划，顶层设计，
精心组织，系统推进，是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特点。

二是教育系统内外必须有改革创新的勇气。 自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经济社会一直在高速发展

的快车道上运行，形成了中国速度，走出了中国道路，
积累了中国经验，创造了一个个中国奇迹，这得益于持

续不断的改革创新。“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是当代中国

最鲜明的特色，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

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

革。 ”[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全面

深化改革的动员令，进行了重大战略部署，并且提出

教育的综合改革，这些为智慧教育的开展营造了良好

的改革氛围，发展智慧教育在我国容易形成共识和凝

聚力量。
三是必须有巨额经费增量的保障。 信息时代的智

慧教育是在信息化支撑下的新的教育形态，是适应数

字新一代的智慧教育，是建构在信息化之上的智慧教

育，是第二次机器革命基础之上的智慧教育，是紧随

第一次数字化革命的第二次数字教育革命，是充分利

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型移动通讯、多维打印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教育变革。 必须有大量的经费支

撑， 靠原有教育经费规模是无法实现智慧教育的，在

此方面我国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 因为经济大发展，
教育事业每年都以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增加投资。 1992 至 2007 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年

平均增长率为 17.6%,显著高于同期 GDP 的增长。 随

后几年全国教育经费的增加比例分别为：2008 年增

长 19.37％ 、2009 年 增 长 13.81％ 、2010 年 增 长

18.54％、2011 年 增 长 20.49%、2012 年 增 长 16.03%、
2013 年增长 9.64%。 教育经费的持续高速增长，能为

深层次、综合性的教育改革提供经费支持。
四是国家必须处于蒸蒸日上的蓬勃发展期。 我国

正处于这样的时期，而且有长期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的基础。
五是必须具有迫切的智慧教育的内在需求。 我国

对智慧教育有四大迫切需求： ①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由制造大国向创新大国迈

进；③科教兴国、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④现有教

育不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不能很好地适应数字新一

代成长的需要，很不适应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

人才的要求。
六是国家权威，人民对政府高度信任。 当前我国

具有很高的国家权威， 人民对中央政府充分信任，这

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艾什中心公布的对

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全球公众调查结果（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内国际认可度均排名第一）中得到

证明。
放眼全球，完全符合以上六个要素的，只有有限

的几个国家。 但是在有限的几个国家中，我国人口数

量巨大、地域千差万别，更能彰显智慧教育的优势，所

能取得的效果也会比其他任何国家明显。
3． 中国引领世界智慧教育已万事俱备

本文所说的智慧教育是狭义的信息时代的智慧

教育。 狭义的信息时代的智慧教育，在全球范围内都

属于新生事物，方兴未艾。 与其他的新生事物相比，我

国在智慧教育方面起步较早、发展加速度大、势头强

劲、特色创新多。 创新型国家建设，明确了智慧教育方

向；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提供最佳着力点；高

度发展的教育信息化奠定了一定的条件基础。
2014 年可以说是我国智慧教育元年， 学界、政

界、业界齐努力，智慧教育研究成果井喷式涌现，智慧

教育活动精彩纷呈，中国智慧教育的热度其他任何国

度无法企及。 中国教育学会主办、《中国教育学刊》和

《中国电化教育》承办的 2014 年国际智慧教育展览会

近万人参加；智慧校园、智慧教室、智慧学校的建设炙

手可热；智慧教育的推动由学校、县市层面上升到省

级层面，例如江苏省推出省域层面的《智慧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信息技术行业闻风而动，推出了多样的智

慧教育解决方案；智慧论坛、智慧教育成果巡礼、智慧

教育高层论坛等智慧教育活动竞相出台。

三、我国已在一定程度上

引领信息时代的智慧教育

我国学界、政界在智慧教育方面果敢行动，创新

频频，已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引领信息时代的智慧

教育。
1． 理论研究引领

近两年，我国学者就智慧教育体系、智慧教育与教

育信息化的关系[3]、智慧教育的内涵与特征[4]、智慧教育

发展战略[5][6]、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教育研究范式[7]、智慧

管理[8]、智慧型教师[9]、智慧学习[10]、智慧学习体验[11]、教

育智慧云服务 [12]、智慧实验 [13]、智慧教育环境 [14] [15]、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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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学习环境 [16]、智慧校园 [17][18][19]、智慧教室 [20][21]、智慧课

堂 [22]、研创教育模式 [23]、长链智慧学习理论 [24]、智慧教

育体制 [25]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研究，并取得了几十篇

CSSCI 论文的成果。
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出版了世界首部系统

论述信息时代智慧教育的学术专著[26]。 文中提到的长

链智慧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人们在学习过程中，
只有通过环环紧扣的学习、实践、协同、研究活动，才

能有效地培养高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否则易使培

养停留在一知半解、浅尝辄止的浅层次水平上，难以

培养信息时代所需要的拔尖创新型人才。 必须将学习

和教学考核着眼点由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转向在基本

学习内容基础上的深入研究，并进一步向创新创造方

面转化，使培养的链延长到创新创造，更好地体现学

习为了创造，学习就是创造。 [27]

信息时代的智慧教育源于教育信息化，但不止于

教育信息化。 智慧教育以高水平的教育信息化作为基

础，但教育信息化绝非是智慧教育的全部，也不是大

部分，智慧教育是在信息化基础上建构的信息时代的

教育新秩序和新形态，包括智慧教师、智慧学习者及

智慧学习、智慧管理、智慧课程、智慧教学、智慧教育

资源、智慧评价（包括教与学的评价）、智慧服务、智慧

环境（校园、教室等）、智慧平台、智慧教育模式等，是

对教育的重构，是信息化元素充分融入教育后在“时

代催化剂”的作用下教育发生的“化学反应”，而不是

“物理变化”， 企业和公司主导的狭隘的智慧教育是

“物理变化”式的，在智慧教育的发展道路上切忌被企

业和商家误导，谨防“唯商倾向”[28]。
2． 实践创新引领

我国智慧教育方面出现了以下实践创新。
（1）创设智慧型课程

近几年，国内外教育界探讨、议论最多的是课程，
创新最多的也是课程， 教育界最热的几个词 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微课、翻转课程，都与课程有关，或者

说都是课程，说明基于课程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基础。
然而，MOOCs、SPOC、微课、翻转课程都是舶来品，我

们中国人能否在课程改革方面推出自己独特的、能引

领世界的课程形态呢？ 答案是肯定的，智慧型课程就

是我国围绕智慧教育所进行的探索。
智慧型课程旨在着力培养学习者的高级思维能

力和适应时代的创新能力， 使学生更富有智慧地学

习，教师更富有智慧地教学，数字化平台提供具有智

慧功能的课程。

智慧型课程与通常的课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多元性与选择性。 培养多元能力和智慧；教

学多元参与（家长参与，管理者参与；由教师教进化为

教学团队教）；学生具有选择内容、学习方式、测试形

式、网站界面风格、学习进度、学习路径、评价构成的

权利，使课程适应学习者个体的学习需要和个性彰显

发展的需要。
二是生成性与发展性。 资源动态生成、聚合进化；

开发成果优化生成，学术词条随课程发展生成，测试

考核内容不断生成；教学内容不断发展完善，采用发

展性评价。
三是智慧性与创造性。 着力研究学的智慧提升、

教的智慧提升，充分开发和应用智慧型功能。 平台、方

式、评价、学习结果处处体现创造。
四是泛在性与终身性。 学习资源自适应，全面支

持移动泛在学习，既服务于在校学生，又支持社会学

习者，支持学分银行。
五是虚拟性与真实性。 借助于网络平台充分表现

社会性、实践性、现实性，主要是采用视真手段，进而

基于真实的课堂、场景、活动和竞赛等，将教育与社会

实践相结合。
六是研创性。 在模式、内容、测验、平台等方面全

面支持学习者的研究和创造。
我们试图通过创新智慧型课程，尝试建构课程新

秩序，尤其是建构基于课程学习的新评价。 建构的学

习评价是基于大数据和学习分析的，全面、立体、多元

是发展性评价、增量性评价，是更加注重创新与发展

潜质的评价。 学习的轨迹、习惯、效率、方式、努力程

度、活动的参与度、成果的创新情况都将成为学习评

价的依据，教师将据此为学习者号脉，真正成为学习

者的发展导师。 以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所设计的智慧型

课程的评价为例，其评价包括 10 个方面：视频学习与

及时强化、递进式练习、阶段性测验、实验实践练习与

训练、综合项目式训练、期末考试、创造分、突出专长

分、协作合作活动贡献分以及快速进步分等。
（2）创设智慧型学术平台

智慧教育的关键是提升人的学术智慧、学科智慧，
其实质是提升创新智慧， 这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创

新特点所要求的。 例如江苏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团队

正在江苏省电化教育馆的支持下， 全力打造中国知智

网，打造由知识走向智慧的学术平台，打造中国学术、
学科大门户。 在这个大门户中，各学科是融通的。

建构起的 110 个一级学科知智网， 包括课题、竞

赛、奖项、名刊、名家、名著、平台、组织、招生、展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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