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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型教学：一切都是为了学生
———访教育技术学专家阿兰·凯灵顿和焦建利教授

本刊特邀记者　陈泽璇　范奕博

　　［编者按］　阿兰·凯灵顿（Ａｌｌａｎ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研究团队前学习设计师，研究方向为通信、市场研究、印刷生产、基于互联网的教育

等。阿兰２００９年获“苹果杰出教育工作者”称号，２０１１年获阿德莱德大学优秀教学成
果奖，２０１２年获澳大利亚高校杰出教学成果奖。博客“支持卓越”（ｗｗｗ．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ｃｏｍ）１８个月内的访问量超过２９５万人次；他的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意为“Ｐｅｄａｇｏｇｙｆｏｒ
Ｐａｄ”，平板电脑教学法）海报下载量超过１５万人次。截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已
被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８种语言，还有１７种语言在翻译中。

　　焦建利，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兼任国际华人教育技术学会亚太地区分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

分会特邀理事、中国职业教育微课程与ＭＯＯＣ联盟顾问，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学基本
理论、学习科学与技术、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等，关于２０１５年获“苹果杰出教育
工作者”称号。过去十多年，焦教授在个人博客“教育技术自留地”（ｗｗｗ．ｊｉａｏｊｉａｎｌｉ．
ｃｏｍ）发表２０００多篇文博，广受一线教师、教育技术学研究生和从业人员欢迎，先后编
著翻译１００多篇（部）论文或著作，主要代表著作和译著有《教育技术学专业英语》
（２００５年）、《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２００８年）、《世界是开放的：网络技术如何变
革教育》（２０１１年）、《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三版）》（２０１２年）、《教育传播与技
术研究手册（第四版）》（２０１５年）、《慕课：互联网＋教育时代的学习革命》（２０１５年）、
《怎样做开题报告———给教育、社会与行为科学专业学生的建议》（２０１５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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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泽璇，讲师，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ｃｈｅｎ＿ｚｅｘｕａｎ＠１６３．ｃｏｍ）；范奕博，硕士研究生，华南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
究中心（ｙｉｂｏｆａｎｓｃｎｕ＠１６３．ｃｏｍ）。

　　记者：尊敬的阿兰教授、焦教授，非常感谢你
们接受采访。２０１５年７月，焦教授将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
第４版译为中文。这为一线教师开展基于移动技
术的教学提供了针对性指导。

焦教授：感谢阿兰到访广州与我们分享他的研

究发现和心得，并做了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报告。对我来
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阿兰：非常高兴能来广州与你们相聚，很乐意接

受你们的采访，很感谢你们对我的研究的持续关注。

一、技术增强教学

　　记者：技术增强教学具体指什么？

阿兰：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

“有效教学”的含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思维变革

连续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ｏｆｓｈｉｆｔ）这一教育模型很重
要的原因。全球的教育机构，特别是高校，都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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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定义他们的教学方式。这么做不是因为原有的

方式有失偏颇，而是因为学生学习方式在发生变

化，而且教育研究的新发现也在不断提醒我们应

该采取新的教学方式。这些新型的教学方式一般

是技术增强型的。

焦教授：我们可以从相关术语入手理解这个

概念。在论及技术增强教学（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时，除了“增强”（ｅｎｈａｎｃｅｄ），我们有时还
会用“支持”（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即技术支持的教学，有时
会用“辅助”（ａｓｓｉｓｔｅｄ），即技术辅助的教学。因
此，从这三个术语看，技术增强教学指我们怎样有

效地应用技术增强、提升、支持、促进教学过程。

用今天最流行的说法就是“互联网 ＋教学”，就是
把互联网等技术融入教学中。

　　记者：一线教师应该基于什么理念开展技术
增强教学呢？

阿兰：中国教师应以中国的教育遗产为傲，并

回归到中国教育实践的文化底蕴中去。我在中国做

的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报告是以这个理念开篇的———“基于
活动并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我们怎么强调这个

理念都不为过。它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也不是一

个源自西方、二十一世纪甚至二十世纪的理念。早

在２３００多年前，荀子就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
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

之而止矣”。这句话阐释的是我们获取知识方式，又

可称为“认识论”。希腊人的教学理念倾向于以“教

师为中心”。他们的理念是这样的：假如这是知识，我

把它像书一样递给你，便意味着我已经教会了你。其

他国家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教师应致力于不断训练

学习者，直至他们确实掌握了某种技能。古英格兰便

是基于这种理念培养骑士的，他们的石匠也以这种方

式教学徒。我们很高兴地发现中国教育理念奠基人

之一———荀子持同样的观点。

在开展技术增强教学之前，我们必须重新思考

教学的方式并回归到荀子所定义的教育模式中，这

也是最初的教育模式。

焦教授：我完全赞同！很多情况下，我们过于关

注技术，忽略了教育本身。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需要

技术以及如何应用技术解决教学中的问题。

阿兰：请允许我这么说吧。优秀的教学不在于

传授知识，而在于开展变革型教学，在于“助学”和

“导学”，直至学习者的思维方式发生变革。

焦教授：“不在于传授知识”这个说法值得商

榷，为什么？因为“知识传授型教学”未必不是优秀

的教学，事实上，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评价标准目前

非常看重知识传授。

阿兰：我的讲座引用了约旦现任王后拉尼娅

（ＱｕｅｅｎＲａｎｉａ）的名言———“合格的教师致力于传授
书本知识，优秀的教师致力于变革学生的思维”，并询

问听众对这个说法是否赞同。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

在其他国家，合格教师的本职工作是传授知识，优秀

教师却远不止如此。他们还需要导学、启迪学生、培

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以及让学生体验变革型学习等。

焦教授：我同意。中国的学校教育必须逐步从

“知识传授型”教学向“素质养成型”教学转变。我

很崇尚人本主义心理学，它对我们有很多启发。除

了“知识传授型”教学，优秀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调动他们实践、

探究和创造的积极主动性。如果不能点燃学习者胸

中的那一团求知火焰和欲望，从某种程度上说，就不

能算是好的教学。

所以，要想给学生提供优秀的教学，教师先得有

先进的教育理念。如果今天的教师还固守传统的理

念，即知识是由老师传给学生的，则不可能有优秀的

教学。因为知识的生态、社会知识和文明传播的生

态、学校教育的文化在互联网环境下已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教师的教育理念不变，只想在

原有基础上做小打小闹式的局部调整，恐怕很难成

就优秀的教学和学校教育。在二十一世纪，教师要

学会向学生“赋权”，最终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知识传授固然重要，但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批判性思维等同样重要！

二、变革型教学

　　记者：阿兰，您在讲座中介绍了“变革型教
学”，能否请您讲讲它的定义？

阿兰：“变革型教学”是使学习者原有的思维、

情感和行为发生深度、结构性变化的教学。这种变

化属于意识层面的，让学习者的行为方式发生巨大、

不可逆转的改变。这种变化包括学习者对自我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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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定位的认识，对自己与他人及世界之间关系的认

识，对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不同生

活方式的感知，对社会公正、和平和个人喜好的感知

等（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２０１５）。

　　记者：教师开展变革型教学时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

阿兰：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信息时代，我

们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过程———让学

生学会学习。很多情况下，知识会过时，甚至短短几

个月内，新知识会替代旧知识。所以，教学的重点在

于让学生学会学习。

焦教授：对的，学生的学习方式在不断变化，现在

只要能上网，每个人都能自学。因此，今天的教师除

了传授知识、培养技能外，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学会

思考，学会学习。

　　记者：如何让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学习呢？

阿兰：教师需要思考“学习过程”，需要学会如

何传授“学习方法”。这是一种基于学习成果的教

学模式，也是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所涵盖的内容。

教师需要基于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需要清楚变

革型学习的形式，了解优秀毕业生的思维方式、价值

观和行为方式等。

澳大利亚大学生对评分规则或者评价量规（ｒｕ
ｂｒｉｃ）相当陌生，不知道中国大学生怎么样？但是，
这对于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不可少的。教师基于

评价量规评定学生，即给学生介绍一套类似于李克

特量表的评分规则，让他们知道“合格”及“优秀”的

标准和差别。“合格”表明该生达到大学毕业资格，

“优秀”的学生能优先获得心仪的工作。这有利于

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焦教授：是的。这有助于学生知道他们所处的

水平以及学完某个项目后能达到的水平。在教学过

程甚至课堂教学前，让学习者清楚地知道学习的目

标，并将学习成就的不同等级的表现直观化，通俗地

说，就是学习目标的可视化和直观化，以便让每个学

习者随时可以对照检查学习进度。这是量规工具和

方法的价值所在。

阿兰：我曾经给学生录制过介绍学习方法的视

频，题为“重新审视：探索数字世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２０１５ａ），向学生讲解如何使用评分规则指导自己的
学习。有些学生看了不下十遍，以确保完全掌握该

学习方法。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数字时代，教师

不再是知识的源泉或者讲台权威。学生随时可以用

网络获取知识。

焦教授：事实上，从理论上说，教学在任何时候都

应该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以及良好的学习体验，从而启

迪他们的智慧。但是，从学校教育发展历史看，我们

更多地注重培养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中的低阶思

维能力，即“识记”和“理解”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现在人们呼吁批判性思考、创新能力等，鼓励教

师在教学中把重点转移至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我很喜欢一句话：“今天的学校必须培养学生

毕业后从事目前尚不存在的工作”。

　　记者：刚才两位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那
么教师应如何借助教育技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呢？

阿兰：我的讲座（ＣＰＷ，２０１５）引用了《未来的冲
击》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的一句话：“二十一世纪

的文盲不是那些不擅长读写的人，而是那些不懂得

学习、不懂得更新知识、不懂得温故知新的人”。无

论做什么，我们都需要这些能力。我们要培养的是

“二十一世纪素养”，不是“技术素养”，仅仅是“素

养”。二十一世纪素养是学会改变、学会学习、学会

更新知识、学会温故知新。

由此，我们再来思考如何应用技术培养这些素养

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我们要培养的是批判性

思考者，而不仅仅是会批判而已，以免最终培养的是

只会批判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的人。有批判性思维

的人会说：“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那么，如何借助移动技术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

思维呢？我认为，一线教师如果基于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开
展教学，便能得到指引，逐步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

力。根据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

“分析”和“创造”层次中的活动有助于培养批判性

思维能力。这些活动的教学效果可以通过移动技术

（如各种应用程序）予以增强。最后，如果教师参照

ＳＡＭＲ模型，设计的教学活动将是一种借助技术重
新定义学习任务的活动。这样设计出来的教学能促

使学生的思维发生变革，并让他们明确“优秀”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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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从而大胆地尝试。

焦教授：我们一直提倡“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

念，迄今已有１６个年头。“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的特征从教育哲学讲就是“赋权”。教师赋予学生

批判的权利，给予他们同等的知识建构、学习和探索

的地位，批判性思考才有可能发生。

教师首先必须率先垂范；其次，教学中多使用社

交软件，比如微博、微信等，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互动

渠道，更多的表达、批判和创造的空间。在这一过程

中，技术起到了很好的对话管道的作用。

　　记者：也就是说，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多应用那
些有利于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技术，并将这些

技术推荐给学生？

焦教授：对，比如说，思维导图。批判性思维涉

及的是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考、创造性思考，以及

平等的地位和对话管道等。

阿兰：我们还可以借助移动技术促使学生参与

到学习过程中，想办法引导他们使用这些设备辅助

学习。例如，课堂教学中，我常用的方法是组建“谷

歌搜索团”，具体做法是选出两三位学生专门在网

上搜索，查找支撑或者反驳课堂教学和讨论内容的

资源或网站。当然，这首先得教会学生辨别网站的

可信度，以及是否值得浏览。这也是培养学生批判性

思维的方法。如何辨别网站的可信度？我推荐一个

很好的模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衡量网站的

可信度：评估在线信息的模型及未来研究建议》

（Ｍｅｔｚｇｅｒ，２００７）一文。这个模型适用于大学层面，
它提供了很好的评估指标，另一个网站是：ＷｅｂＶａ
ｌｉｄｉｔｙ。

焦教授：２０１０年 ２月，克拉克·奎因（Ｃｌａｒｋ
Ｑｕｉｎｎ）博士提出了移动学习的４Ｃ模型，４Ｃ分别指：
内容（ｃｏｎｔｅｎｔ）、计算（ｃｏｍｐｕｔｅ）、获取（ｃａｐｔｕｒｅ）和沟
通（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这个模型解释了移动技术所发
挥的四种功能以及教师和学生如何从移动设备中获

益。移动技术让学生学习变得个性化。

　　记者：教育技术能辅助教师开展变革型教学，
但是并非所有教师都能娴熟地应用教育技术。对

此，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焦教授：一线教师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变革自己。

第一，提高信息素养。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但

是，我们至今没有真正给予它足够、应有的重视。近

二十年来，教育信息化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使用很

多新名词、新概念，使用很多新技术、新设备，但是，

根本性的东西，比如教师和学生的信息素养未能得

到提升。这会导致信息技术教育的应用效果大打折

扣，如资源重复建设、设备使用不当、功效难以得到

发挥等。

也许你会奇怪，为什么叫信息素养，而不叫信息

能力（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但不只是能力。

有较高信息素养的教师和普通教师之间的差别除了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外，还体现在是否拥有“用技术

解决问题”的意识。这个意识很重要。当遇到同样

的新问题，信息素养高的教师会思考如何借助技术

去解决，而普通教师可能只会寻求传统的方法或者

向他人求助。意识是第一位的，之后才是提高技术

的应用能力。第二，对新技术保持好奇心。比如，你

最近了解到ｔｏｗｅｒ．ｉｍ网站，便立刻去注册、尝试，并
用于管理你的团队、课题、项目等。同时，你也积极

邀请同事和学生参与。假如你缺乏对新技术的好奇

心，你可能仅仅是看看而已，很难享用它。第三，做

到率先垂范。我常讲：“作为一名教师，你首先得变

革自己。你自己不改变，又如何去改变学生？你没

亲身体验过技术，如何号召学生去使用？”你没有亲

身体验用ｔｏｗｅｒ．ｉｍ管理项目的好处，怎么可能将其
推荐给学生？

三、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

　　记者：阿兰，您设计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的初衷是什么？

　　阿兰：设计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的目的在于启发教师从
长远和宏观的角度系统而有条理地思考如何在教学

中使用移动技术。这个轮涉及的都是思维层面的，

体现了我们对数字时代教育的理解：数字时代教育

整合了移动应用的特征、学习方式的变革、学习动

机、认知发展和长期学习目标等。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并不复杂，是一个方便教师随时使
用的工具，可以帮助教师进行课程的设置与开发、教

学目标的编写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的设计

等。这个轮将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中认知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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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次整合起来，能帮助教师根据课程目标和学

生发展需求确定教学目标，有针对性地挑选相关应

用程序开展教学。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的基本原则是教育理念驱动技术应
用。当发现新的应用程序时，你可能会想：“这个程

序真棒！我如何把它用于辅助教学呢？”同时，你还

需要思考这个应用程序能否帮助你实现教学目标。

我的愿望是帮助教师做出明智的决策，让教师明白

如何让教育理念驱动技术应用，而不是技术影响教

育理念的实施。正是基于这一愿望，我设计了Ｐａｄａ
ｇｏｇｙ轮。

　　记者：如何借助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开展变革型教学？

焦教授：首先，我们要领会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的精髓，
不能夸大它的意义和作用，也不能机械地认为有了

这个轮就在开展变革型教学了。我把Ｐａｄｏｇｏｇｙ轮的
意义概括为两方面。一是给教师提供一种思维方式，

引导教师在备课和设计教学时，从目标出发，以活动

为中心，思考使用什么技术，而不是以技术使用为最

终目的。二是给教师提供评价标准，帮助教师在观

摩、听课和评课时更好地做出判断，从而更好地借鉴

同行教师的教学优点。

阿兰：我们不妨把这个轮视为一系列追问。这

些追问是系统的，一步步地引导教师反思自己从计

划到实施教学的各个环节。这些引导紧密联系，就

像机械齿轮一样，环环相扣。这个轮包括五个大圆

圈，每个圆圈都可视为一个网格，五个网格都能帮助

教师整理教学思路。

　　记者：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的五个网格代表什么？

阿兰：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见图
一）。第１圈是毕业生素养和能力。毕业生素养是
学习设计的核心。毕业生素养涉及长远的教育目

标，包括道德观、责任心、公民意识，以及在当今和未

来社会的就业能力。教师必须不断审视自己的教学

是否有利于培养这些素养、认真思考培养出来的学

生将拥有什么能力，即学完这门课程后，学生将拥有

什么能力？能满足什么社会需求？该如何组织教学

内容和活动才能让学生变得更优秀？

纵观全球，很多大学都制定了毕业生素养能力

标准并设计了相应课程。我在“如果你拥有这些能

力，就能拥有就业机会”（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１２）的博文
中，记录了采访杰夫·斯科特（ＧｅｏｆｆＳｃｏｔｔ）教授的内
容。这些素养和能力都是用人单位首席执行官对毕

业生的要求，是他们招聘时看重的。如果主管教育

的领导未能提出一套清晰的毕业生素养能力标准，

那么他们的教师又怎能帮助学生力争优秀并在工作

领域里脱颖而出？

第２圈是动机。动机是获得高效学习产出的关
键。教师应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指

的是教师在学习产出的选择、教学互动的设计和教

学内容的组织等方面的做法，例如写文本甚至制作

视频。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的第２圈是一个经过科学验证的
动机模型。丹·品克（ＤａｎＰｉｎｋ）在题为“动机之
谜”的演讲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个模型（Ｐｉｎｋ，２００９）。

思考“自主、掌握和目的”这个网格，并反思从

“萌生想法”到“评估”的过程中你所做的一切，将极

大地帮助你开展变革型教学。芭比·霍尼克特

（Ｈｏｎｅｙｃｕｔｔ，２０１５）在“鼓励学生完成翻转课堂课前
任务的三个策略”博文中很好地介绍了如何应用原

则开展翻转课堂教学。

第３圈是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布鲁姆教育
目标分类学是一个能够帮助教师设计高阶思维能力

活动的框架。其中，“识记”和“理解”属于最简单的

层次，这两个层次对于实现变革型教学的效用也最

低。在指导教师时，我建议他们至少从每个层次中选

定一个教学目标并逐步向培养高阶思维能力的“创

造”层次推进。这是一种“当你完成这个工作坊／研讨
会／课程时，你将能……”的思维方式。只有确定了教
学目标，你才能考虑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增强教学。

第４圈是技术增强教学。技术增强教学能帮助
教师更好地实现教学理念。在选择应用程序或技术

时，请注意参考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海报左栏的应用程序选
择标准。这个轮只推荐有助于实现相应教学目标和

活动的那些应用程序。随着新的应用程序的不断涌

现，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需要不断更新程序。教师也需要思
考如何个性化———是否还有其他程序或工具能更好

地增强自己的教学？

第５圈是ＳＡＭＲ模型。ＳＡＭＲ模型由鲁本·普
特杜拉（ＲｕｂｅｎＰｕｅｎｔｅｄｕｒａ）提出。ＳＡＭＲ指替代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提升（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修改（ｍｏｄ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和重塑（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该框架能帮助教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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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数字增强教学比模拟技术教学优秀的程度。当

你考虑如何使用所选择的技术时，会发现 ＳＡＭＲ模
型非常有用。目前已有很多相关的优质资源，如凯

西·施罗克（ＫａｔｈｙＳｃｈｒｏｃｋ）的 ＳＡＭＲ资源网页
（ｗｗｗ．ｓｃｈｒｏｃｋｇｕｉｄｅ．ｎｅｔ／ｓａｍｒ．ｈｔｍｌ）。此外，学生眼
中的ＳＡＭＲ模型同样有参考价值（Ｍｅｄｉａ，２０１４）。

图１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示意图Ｖ４．０（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１５）

仔细分析你的教学活动，认真思考你将如何使

用技术增强各项学习任务，问问自己技术在教学中

仅仅起“替代”作用吗？如果没有使用这项技术，学

生也可以轻松完成任务吗？我能否让技术起到“提

升”或“修改”的作用，从而改善教学并提高学生的

参与度？最后，达到 ＳＡＭＲ模型的“重塑”层次，即
技术在活动组织和教学实践中起重塑任务的作用。

　　记者：迄今有教师开展过相关教学实践吗？

阿兰：我知道的最激动人心的关于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
创造性使用的是澳大利亚一所学校开展的行动研

究。我为此写过一篇博文，题为“有效的个性化学

习新举措”（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１５ｂ）。
布雷特·萨拉卡斯（ＢｒｅｔｔＳａｌａｋａｓ）带着新南威

尔士州（悉尼郊区）伊斯特伍德一所小学的几位教

师开展了一项非常独特的教学实验并发表了他们的

研究成果。具体做法是将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介绍给 １１６
名学生，让学生基于该轮设计个性化学习。令人惊

叹不已的是这些学生才十一二岁！我第一次听到这

么小的学生在使用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完全惊呆了，简直
无法想象！这些极富创意的教师直接给学生一个教

师专业发展工具（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只给了他们极少的
脚手架式指导就告诉他们：“去吧，去试一下”！这

让我想起了一幅家庭场景，父母将家里的电视遥控

器交给孩子，然后告诉他／她：“我也不知道怎么开
电视，你自己去摸索吧”！

布雷特在博客中提到，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成为学生的
指导工具，改善了学生的学习体验。这是一种极具

创意的个性化学习方式且效果非常好。教师建立了

ｉＴｕｎｅｓ课程，学生根据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的指引选择学习
产出目标、教学活动和合适的应用程序完成课程任

务。除了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推荐的程序，教师还鼓励学生
寻找其他更适合学习活动的程序。真是太棒了！要

是知道他们正在开展这样的活动，我一定会好好奖

励那些发现了其他应用程序的学生。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的
重点不在于程序，而在于学习过程。这些学生的表

现完全体现了这一点。下面这段话摘自布雷特的研

究报告，值得一读：

图１．２表明８２．３８％的学生认为，与之前的科
学技术课程相比，借助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完成 ｉＴｕｎｅｓ课程
能让学生学到更多。这个结果表明：每１０位学生中
就有８位认为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与 ｉＴｕｎｅｓ课程相结合是
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

对此，我的反应是：“天哪！”于是我开始憧憬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的应用前景。那只是 １１６位学生中的
８０％。如果能在更大的样本量和不同学科甚至不同
教育背景下（英语外的其他语言）也获得同样的效

果，那就太好了！

　　记者：焦教授，据您所知，国内是否也开展过
相关实证研究呢？

焦教授：２０１４年，我们团队成员周晓清在广州
的一所小学开展过相关研究。该研究在广州市的一

所平板电脑试点学校的科学课堂上进行。该校教室

打破了传统格局，以小组、活动圆桌为单位，方便学

生进行小组探究学习。此外，教室有高速无线网络，

配备电视屏幕，能够实现屏幕的实时上传，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自带２～３台平板电脑，学校为授课教师分
别配备一台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是比较典型的平

板电脑课堂。

周晓清在该校小学五年级（共 ４个班级，１２３
人）随机选取了四节科学课开展基于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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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践。具体做法是：与五年级科学课所有任课教

师一起备课。从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的核心出发，思考每节
课要培养哪些素养，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之后

确定将培养布鲁姆教育目标中的哪些能力，并设计

具体的教学活动，共同搜集能够辅助这些教学活动

的应用程序。调查结果表明，９０％以上的学生认为
这种教学形式有趣，８０％以上的学生认为自己投入
或很投入，９０％以上的学生希望继续保持这种教学
形式（周晓清．，２０１５）。总体来说，课堂教学效果
不错。

阿兰：我希望中国的教师花些时间好好思考如

何将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中的五个网格用于指导课程设置、
教学计划和教学实践，仔细钻研每个网格并应用于

变革教学。期待大家将教学实践和案例共享于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网站（ｗｗ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ｗ．ｃｏｍ）。
２０１６年，我的目标是搜集该轮的教学应用案

例，即一线教师的最佳教学案例以及研究项目等，共

享于网上。中国教师基于 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的教学实践
不仅能为中国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也能为世界其

他使用Ｐａｄａｇｏｇｙ轮的教师提供参考。这将帮助学
生变成优秀的毕业生和从业者，引领他们从事的领

域走向变革，使得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明天变得更美

好。这不正是我们选择当教师的初衷吗？

四、专家寄语

　　记者：二位对“教师不会被技术取代，不使用
技术的教师将会被使用技术的教师所取代”这一

观点有何评价？

焦教授：必须明确的是，并非平板电脑、手机或

者其他技术在教学生，而是教师在教学生。因此，我

们必须从教师角度思考：如何引导学生借助平板电

脑和手机等提高学习效率，让学习真正发生。

阿兰：我赞同焦教授的说法，技术仅仅在师生建

构学习环境中充当助学工具而已，关键在于教师和学

生如何使用。教师的作用在于营造协作性的学习氛

围。这种氛围可以让教师和学生感觉到他们在共同

体验学习之旅，也能鼓励学生积极地与教师和同伴互

动。营造协作的、提高学生参与度的学习氛围需要花

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这种做法被

称为“学习暗道”（ｂａｃｋｃｈａｎｎｅｌ）。教师不妨组织学生

使用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分享和协作。如今，我们

可以利用移动技术随时随地学习，学生很乐于参与在

线互动，即使有时他们近在咫尺。当然，并非所有情

况都如此。不过，移动技术确实可以鼓励内向的学生

主动提问。移动技术的优势在于增强学生之间的

协作。

有个很不错的做法是我在广州讲座中使用过的

现场互动工具———微信墙。通过微信墙，现场听众可

以随时把评论和问题发送“上墙”，这就营造了协作

学习的氛围。同时，讲座者可以现场回答问题或者随

后通过播客（ｐｏｄｃａｓｔ）回答。
焦教授：二三十年前，我读研究生时讨论的一个

话题是：“人工智能最终会不会战胜人类？”随着技术

的发展，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前些日子，阿尔

法狗以四比一大胜李世石九段，类似的争论再度涌

现，很多媒体谈到类似问题：将来是人还是人类发明

的机器人主宰世界？这个问题与我们讨论的“技术与

教师”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思想家拉里·库班（ＬａｒｒｙＣｕｂａｎ）１９８６年出版过
一本书《教师与机器：１９２０年以来，技术在课堂中的
使用情况》（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Ｕｓｅ
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ｉｎｃｅ１９２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历史考
察。拉里·库班还写过一本书《卖得太多，用得太次：

教室中的计算机》（Ｏｖｅｒｓｏｌｄ，Ｕｎｄｅｒｕｓ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看看他几十年前写的这本著作的名字，
再对照当前世界各地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实际，是不是

有一种恰如其分、入木三分的感觉？他只用了两个

词：“ｏｖｅｒｓｏｌｄ”和“ｕｎｄｅｒｕｓｅｄ”。是啊，我们卖得太多
了，用得太差了。

随着技术进入学校，学校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

教师的素质、知识和能力，包括今天教师要具备的

ＴＰＡＣＫ知识。其中Ｔ（技术）是少不了的，所以，不是
用机器替代教师，而是具备技术知识的教师、具备

ＴＰＡＣＫ知识的教师取代不具备ＴＰＡＣＫ知识的教师。

　　记者：最后，二位对中国教师有何寄语？他们
应该从哪些方面变革自己，以便更好地应用日新

月异的技术提高教学效果？

阿兰：首先，不是说一定得使用教育技术才能成

就优质的教学。只有教师视自己为学生学习伙伴

（ｃｏ－ｌｅａｒｎｅｒ）时，技术才能成为增强学习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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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焦教授：“学习伙伴”！这个词用得好，特别贴

切。这是今天的教师应有的角色转变。技术的影响

其实就像社会发展趋势一样，它改变了教师过去的

知识霸权地位。过去的师生关系是知识传授者与接

受者，现在是共同学习。毕竟，我们已经步入了“人

人为师，人人为学”的时代，步入了“天下名师皆我

师”的时代。当代教师，不管是小学还是大学，无论

是学士还是博士，也不管是初级职称还是高级职称，

抑或是特级教师、大学教授，所有人都应该不断学

习，与时代同步，要率先垂范，成为学生的“学习伙

伴”。因为“走上工作岗位，获得高级教师职称就万

事大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阿兰：２００９年，我们首次给阿德莱德大学的学
生配置平板电脑时遇到的最大的质疑是：原先的教

材怎么办？平板电脑会取代教材吗？六年过去了，

这个问题再也不是最大的问题了。出版商已经深知

平板电脑在知识储存和传送方面的优势。然而，平

板电脑的作用远不止如此。在给学生配备平板电脑

后，我们发现师生的行为发生了转变，平板电脑丰富

了校园生活。他们随身携带平板电脑，使用平板电

脑辅助思考，建立在线社交网络等。此外，师生能很

好地利用平板电脑进行交流和协作，他们甚至使用

校内邮箱交流。

中国人在使用技术进行交流方面做得很好，

“微信”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我们需要探究他们

是如何学会使用这些技术的。这不是吹毛求疵。随

着教育技术的发展，以及教育与移动技术的整合，全

世界都需要这样去做———教师需要教会学生如何借

助技术优化学习过程。

焦教授：当然，教师本身需要先学会如何使用技

术优化学习过程。中国文化一直强调教师要为学生

树立榜样，要为人师表，起示范作用。如果要求学生

做到，教师先要做到才行。

阿兰：对。回顾一下我在华南师范大学做的那

场讲座②，当时的互动环节很精彩。有位中学教师

站起来分享了她的遭遇。与其说那是提问，倒不如

说那是一种呐喊，她在试图寻求帮助。她说：“我想

用教育技术辅助教学，但是学校不允许学生使用手

机或者电脑。因此，我很无助。”当时，我能想到的

是“实践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这是一

个由教师自愿组成并互相支持的社区。教师需要坚

信这一想法：“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互相鼓

励对方“不要放弃”。

教师孤军奋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二十一世纪的

教育需要三种人，分别是：学科专家（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ｔ，简称ＳＭＥ）、学习设计师（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ｅｒ）
和教育技术专家（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有些
教师误以为他们需要同时承担上述三种角色。实际

上，他们不需要这样做。每位教师都需要有自己的

个人学习网络（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简称
ＰＬＮ），与志同道合者组成学习社群并互相帮助。在
这个学习社群里，有些教师擅长教育技术，有些教师

精通教育学，有些教师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这些

人组成团队，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优化教学过程。

　　记者：总之，教师应该从毕业生素养和能力出
发，确定教学目标，并设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

动，再选择合适的教育技术增强教学，让学生在体

验变革型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学习、学会思辨，并最

终成为优秀的毕业生和从业者。非常感谢二位接

受我们的专访！

［注释］

① 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Ａ．（２０１５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ｄａｇｏｇｙｗｈｅｅｌ：你会说中

文 吗？［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ｃｏｍ／ａｎｅｗｐａｄａｇｏｇｙ

ｗｈｅｅｌ你会说中国话吗？／．

②ＣＰＷ（２０１５）．Ａｌｌａｎ到访 ＳＣＮＵ首场讲学［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ｗ．ｃｏｍ／ｐ＝３０６．

　　［参考文献］
［１］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Ａ．（２０１２）．Ｉｆｙｏｕ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ｈｅｓ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ｙｏｕ

ｗｉｌｌｂ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ｃｏｍ／ｉｆ－ｙｏｕ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ｈｅｓ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ｙｏｕ－ｗｉｌｌ－ｂ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２］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Ａ．（２０１５ａ）．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ｇｉｔ

ａｌｗｏｒｌｄ［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ｏｕｔｕｂｅ．ｃｏｍ／ｗａｔｃｈ？ｖ＝ｒ１ｆＳｎｇｌＩｃｚＭ．

［３］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Ａ．（２０１５ｂ）．Ａｎｅｗｓｐｉｎ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ｃｏｍ／ａ－ｎｅｗ－ｓｐｉｎ

－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４］Ｈｏｎｅｙｃｕｔｔ，Ｂ．（２０１５）．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ｏ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ｈｅｐｒｅ－ｃｌａｓｓ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ｌｉｐｉ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ｃｏｍ／２０１５／１１／１７／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ｏ－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ｈｅ－ｐｒｅ－ｃｌａｓｓ－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５］Ｍｅｄｉａ，Ｒ．Ｃ．（２０１４）．ＴｈｅＳＡＭＲｍｏｄｅｌ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ｂｙ

·１１·

陈泽璇，范奕博变革型教学：一切都是为了学生———访教育技术学专家阿兰·凯灵顿和焦建利教授 Ｏ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ｍ．ｙｏｕｔｕｂｅ．ｃｏｍ／ｗａｔｃｈ？ｖ＝ＯＢｃｅ２５ｒ８ｖｔｏ．

［６］Ｍｅｔｚｇｅｒ，Ｍ．Ｊ．（２００７）．Ｍａｋｉｎｇｓｅｎｓｅｏｆ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ｔｈｅ

Ｗｅｂ：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ｏｎｌｉｎ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５８（１３）：２０７８２０９１．

［７］Ｐｉｎｋ，Ｄ．（２００９）．Ｔｈｅｐｕｚｚｌｅｏｆ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ｔｅｄ．ｃｏｍ／ｔａｌｋｓ／ｄａｎ＿ｐｉｎｋ＿ｏｎ＿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８］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２０１５）．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

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９］周晓清（２０１５）．一对一数字化环境下学习活动设计的研究

［Ｄ］．广州：华南师范大学：５３－１１５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
Ａｌｌａｎ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ａｎｄＪＩＡＯＪｉａｎｌｉ

ＣＨＥＮＺｅｘｕａｎ１＆ ＦＡＮＹｉｂｏ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ｌａｎ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ｒｅｔｉｒ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ｄｅｌａｉｄｅ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ａｆｔｅｒ１０ｙｅａｒ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ｓ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ｅａｍ．Ｈｉｓｈａｓａ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ｐｒｉ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
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ｔｃ．Ｈｅｗａ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ａｓａｎＡｐｐｌｅ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Ｃｌａｓｓｏｆ２００９）ａｎｄｈａｓ
ｗｏｎｔｗｏｍａｊｏ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ｗａｒｄｓ．Ａｌｌａ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ｗａｒｄｅｄｔｈｅ２０１２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ＬＴ）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ｔｕｄ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ｅｉｓａｌｓｏｗｉｎ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１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ＡｄｅｌａｉｄｅＡｗａｒｄｆｏ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ｉ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１８ｍｏｎｔｈｓ，“ｉ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ｃｏｍ），Ａｌｌａｎ’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ｌｏｇ，ｈａｓｈａｄｏｖｅｒ２９５，０００ｐａｇｅｖｉｅｗ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ＰａｄａｇｏｇｙＷｈｅｅｌ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ｓａＰＤＦｐｏｓｔｅｒ，
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ｅｄ１５０，０００＋ｔｉｍｅｓ．Ａｓｏｆ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ｔｈｅＰａｄａｇｏｇｙＷｈｅｅｌ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ｅｉｇｈ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１７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ｓｔｉｌｌ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ｔｉｏｎ．

ＪＩＡＯＪｉａｎｌｉｉｓ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ａｎｄ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ｉｎ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ｓ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ｔｈａｔ，ｈｅａｌｓｏｓｅｒｖｅｓａｓ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ｖｉｔ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ｏｆＣｈｉ
ｎｅｓｅＬｅａｇｕ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ｌ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ＯＯＣｆｏ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Ｈｉｓ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ｒ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ｅａｃｈ
ｅ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ｔｃ．Ｈｅｗａ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ａｓａｎＡｐｐｌｅ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ｉｎ２０１５．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Ｊｉａｏｒｕｎｓ
ａｖｅｒｙ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ｌｏｇ，“Ｊｏｈｎｎｉｅ’ｓｂｌｏｇ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ｗｗ．ｊｉａｏｊｉａｎｌｉ．ｃｏｍ）”，ｉｎｗｈｉｃｈｈｅ
ｈａｓｗｒｉｔｔｅｎ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２０００ｂｌｏ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Ｊｉａｏｈａｓｓｏｆａｒｗｒｉｔｔｅｎｏｒ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０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ｄｂｏｏｋｓ．Ｈｉｓｂｅｓｔｋｎｏｗｎ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ａｒ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Ｓｏｍ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ｓ
Ｏｐｅｎ：ＨｏｗＷｅｂ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ｚ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ＭＯＯ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ＨｏｗｔｏＰｒｅｐａｒｅａ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ｅｔ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ａｄａｇｏｇｙＷｈｅｅｌ

·２１·

陈泽璇，范奕博变革型教学：一切都是为了学生———访教育技术学专家阿兰·凯灵顿和焦建利教授 ＯＥＲ．２０１６，２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