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进学校３．０时代
———未来学校进化的趋势及动力探析

张　治１，２　李永智３

（１．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２．上海市电化教育馆，上海２０００８６；
３．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２００００１）

　　［摘要］　学校是人类社会文明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学校的产生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
生产力的提升。未来学校发展将突出个性和创新，从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转向知识的创造与分享。智能时代的加

速到来，使面向已知的教育模式加速颠覆，自适应学习和社会化智能型学习管理系统的普遍运用将加速后文凭

社会的到来。学习内容、学习资源、教学模式、管理方式、评价体系、教师角色等革新都将促进学校的加速迭代。

学校３．０版将向更加开放化、多样化、智能化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学校将是虚拟与现实融合的学习环境，将是
基于数据的治理、着眼于创新的课程空间、学习内容与教学方式的颠覆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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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已存续几千年，它对人类知识生产、智慧传
承和文明进化至关重要。人类文明的核心是创造一

个文明处所承载文明，并以此为起点创造新的文明，

这个处所可以是寺庙，可以是铭碑，可以是宫殿，可

以是祠堂，也可以是学宫，学校无疑是其中积聚与发

展人类文明的凝聚点。今天，几乎每个人的生命里

都留有学校的烙印，它对人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

缺乏。从诞生之日起，学校就在持续迭代更新，那么

是什么在驱动学校发展演进？在可预见的未来，学

校进化的趋势如何？形态会怎么变异？

一、未来学校变革趋势

从学校的演进和改造历程看，学校演进与社会、

教育的发展联系密切。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

发展、变化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推进学校

发展的原有逻辑路径已经消失或者弱化，如等级性

逻辑。有的已经变化，成为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学

校的选择，如普遍性逻辑。而在平等性逻辑基础上，

发展性、主体性、差异化、个性化、多样化、整体性、生

活化等逻辑，成为现代学校的主要选择，并在不同阶

段得以体现。

今天，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人类社会———计

算机———物理世界三元融合，信息服务进入普惠计

算时代（郭重庆，２０１５），人类手握智能终端，随时随
地就可获得想要的解决方案，新的移动互联时代开

始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人工智能对教育带

来系列冲击：一是对教师、教学方法的冲击。任何重

复性，基于知识积累的教学都终将被人工智能取代；

二是信息传播与社交方式变革对学生、学习方法的

冲击，人工智能的出现将引起学生学习行为的颠覆

式改变；三是对学校和教育体制的冲击。学校可能

需要重新设置专业，大部分现有工作将被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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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同时新的工作也会出现，新的生产工具和生活

工具不断推出，学习内容的转变在所难免，学校治理

变革也在所难免。

在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学校的内涵和外延在
悄悄转变，未来的学校是什么？学生学什么？怎么

学？怎么评价？怎么教学？谁来教学？为谁办学

校？谁来管教育？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互联网 ＋”
的舞台上重新审视。学校的学习时空从封闭走向开

放，学习内容从分科走向综合，从面对已知转向不确

定的未来；教师角色从知识的搬运工转为学生心智

发展的营养师；教学从基于课程标准的统一改造转

向个性化培育的成长陪伴；评价从单纯的分数排队

转向兼顾综合素质的大数据分析（潘晨聪等，２０１５）
……当然，学校深层次的重构，还不仅仅局限在这些

领域，量变还在逐渐叠加，学校的升级换代正渐渐推

进。在可预见的未来，学校转型的趋势愈发清晰。

（一）人工智能与人类的重新分工将改变学习

内容

未来，我们对智能的概念和认知将发生巨变，融

合智能将逐渐被人们认可，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将

混合发展，纯生物的人将逐渐消失。事实上，人工智

能已经对很多职业造成巨大冲击：电话客服、翻译、

会计师、保安、旅游业、餐饮业……“未来会有更多

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包括金融分析师、医生、律师、

教师等。”“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验，也就

是依赖于记忆，而依赖于记忆的工作将绝大部分会

被淘汰”（库逸轩，２０１７）。
谷歌旗下的ＤｅｅｐＭｉｎｄ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程

序———ＡｌｐｈａＧｏ，在２０１７年５月以３比０的总比分
打败了世界围棋排名第一的柯洁表明，ＡｌｐｈａＧｏ已
经超过人类职业围棋顶尖水平。此前，围棋一直是

机器学习领域的难题，甚至被认为是当代技术力所

不及的。有人预测，到２０４５年“奇点”到来时，７０％
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目前它在某些领域正在

替代人类，且效率更高，正确性更好。随着机器学

习、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将用于更多的

工作岗位，人类将从大量重复性高、繁琐枯燥的工作

中解放出来。科大讯飞推出智能语音翻译机表明：

智能语音技术能让跨语言交流成为可能，用母语思

考，用母语交流，其他的事交给智能语音。这些技术

的成熟，必然会引起学习内容的重构，过去花费大量

精力记忆单词的时代可以一去不返了。

凯文·凯利（２０１５）提到，未来一切皆智能化。
我们需要面对人工智能与人类的重新分工。人工智

能做的医疗诊断可以比一般医生诊断得更好。机器

人试错学习后不需要模仿了，只要告诉它做什么，它

便自己去尝试，其中会出现很多错误，但通过错误它

能学习，这就是自我编程过程，这个领域在以每１８
个月翻倍的速度增长。未来，人类和机器人的关系

将工作分为四类：一是人类和机器人都能做，但机器

人表现更佳的工作；二是人类不能从事，但机器人能

从事的工作，如重体力劳动，危险环境下的工作等；

三是人类想从事却不知道是什么的工作；四是目前

只有人类能从事的工作（凯文·凯利，２０１６）。李开
复（２０１７）在访谈时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父母应该
鼓励孩子，去找自己最爱、最擅长的事，而不是变成

一个背书的工具，因为你背书再背也背不过机器。

就像我们以前心算那么厉害，没有人靠心算能找到

工作，因为不会比计算机快”。因此，也许到２０２９
年，现有的ＰＣ电脑将普遍智能化，它不再是简单的
生产工具，而成为人的第三大脑半球。人们可能再

没有必要检索碎片化信息，而是直接向计算机要经

过智能处理后的解决方案、图文报告等，要计算机替

代自己整理笔记，形成汇报文件，并根据风格做好演

示动画或ｐｐｔ等，从而极大地解放人的大脑，让大脑
负责基于情感和价值观的判断，负责好奇心寻觅，负

责提出问题等。学什么永远是教育的核心问题，人

工智能与人体智能的融合，将如何改变学习的内容，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也是学校 ３．０必须要回答的
议题。

（二）学习逐渐走向个性化和终身化，学校服务

从“电影院形态”走向“超市形态”

从学校发展趋势看，在解决教育平等问题的基

础上，差异化、个性化将成为影响学校发展的主要逻

辑，促使学校深刻变革。一方面，它不是去家庭化，

而是尊重家庭的价值观，尊重人的个体差异和教育

选择，根据个体差异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学校，满

足个体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它又会激发

原有的学校内部的组织框架和学校制度革新，采用

灵活多样的课程体系和教学组织形式。现代学校的

这些探索和尝试将对学校教育的现在和未来产生重

大影响。去标准化、个性化、定制化将会成为未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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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学习方式。每个人制定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

评价也针对个人，而不是进行比较排名。同时，学习

不再是特定阶段的历程，而是伴随终生的，因需而

定，因需而学。

个性化并不都是昂贵的，现代技术正在将大规

模的个性化教育变成现实。具有超前思想的

ＡｌｔＳｃｈｏｏｌ是一所２０１３年才诞生的微型学校，正在尝
试将个性化教学以规模化、标准化的形式运作。学

生决定学什么；每个学生的教学计划、课程表、作业

等都不同；学生可能上午学五年级数学，晚上学三年

级语文。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于２０１７
年５月拿到了来自扎克伯格和乔布斯遗孀的１亿美
金融资，创造了美国 Ｋ１２领域的融资史。这一事实
表明，个性化具有极大价值，可能成为学校未来发展

的主流。

（三）学校业务正在被技术公司瓜分，课程外包

将常态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校日益成为其大脑，而教育

与学校不再是强相关。越来越多的资本将进入教育

领域，对学校围墙发起攻击。教师面对跨界的打劫

者，将没有很多的优势。学校治理和越来越多的课

程将外包，如新东方等培训机构会承担全国数以万

计的英语教学，好未来等公司可能承担众多学校的

数学教学等。歌剧、网球、ＳＴＥＡＭ课程、钢琴课等小
众课程，会逐渐由专门公司承揽。

在我国，学而思、新东方等教育公司已经开发了

大量课程，用于学生课外培训，其中不乏精品，这些

教育公司以及现存的课程设计与制作基础都是未来

学校实现课程外包的根基。此外，学校还应重视三

个现象：全球范围的连接、线上线下混合和名人对学

习的效应。５１ｔａｌｋ是个一对一的英语网络学习平
台，学生可以用手机学。现在，菲律宾有数千名外教

出卖自己的碎片化时间，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学生。

在线教师也获得了更多认可，一些好老师开始离开

学校，从事在线教育。易弹公司开发的智能钢琴，集

成了钢琴功能和钢琴教学功能，是一种基于专家系

统的音乐教学解决方案，线上线下混合的方式让学

校未来的学习组织形态越来越重混。

未来学校的管理者将会在购买服务、评估服务

和遴选供应商和管理供应商的业务上投入越来越多

的精力，课程服务的专业化将让课程外包常态化。

（四）混合式学习和合作学习将成为主流，群智

发展成为共识

随着网络教育的发展，特别是 ＭＯＯＣ的大规模
应用，学习流程必然再造，单纯的班级讲授学习方式

将逐渐被线上线下的混合式学习所取代。线上资源

的进化和日趋智能，会接近甚至替代一般教师的讲

授，网络社区的互动交流会日趋便捷。同时，伴随着

学习方式的转变，人们会越来越重视合作学习，群智

发展将成为常态，教室内的智能水平将不再取决于

教师的智力，而是群体智力的叠加。

未来社会将群体化生存，人类面临的问题将主

要靠群智解决。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的培养不仅仅

是形式上的表演，而是深度的群智发展模式的实战。

未来的学习将日趋多样化，不再追求一个人学习

１００门课程，不再要求１００个人学习一门课程，而是
让１００人学习１００门课程，不是学得更多，而是学得
更多样。让每个人自由发展，社会不追求全才，社会

协同解决问题，未来学校需要在学习方式上进行颠

覆式革新。

（五）屏读成为常态，技术深度融合会极大提升

认知效率

未来学生认知的界面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屏读

成为主要方式。屏读让信息传播更便捷廉价，让信

息呈现富媒化，学生建构概念的过程将从感官而不

是从解读文字结构概念开始。对事物的认识可能在

沉浸式环境中多感官参与，混合现实会让学习和认

知效率极大提升，甚至产生更高效的学习方式。现

在，我们已进入借助智能设备生存与发展的时代，人

机结合的学习方式会发挥更大作用，认知外包现象

会让个人更加注重方法论的学习。在未来社会，信

息传输方式也将多元化，以文字为载体的传输方式

将衍生更多元的信息传输方式，电视、网络、手机、微

信、语音、视频等不断消融教师的中心地位。视频、

图像、声音、虚拟现实等将信息以生动形象、贴近现

实的形式传递给学生，更加有助于学生的理解与体

验。例如，虚拟现实的沉浸感、交互性、想象性有助

于激发学习动机，增强学习体验，实现情境学习，促

进知识迁移。目前，虚拟现实已经在语言教学中展

现出优势。篮玉如教授对台北１３２名四至六年级学
生，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教学两个单元的英语，结果显

示，学生在对话和语句方面的学习成效显著（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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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等，２０１６）。
（六）单向灌输知识的时代将终结，教师角色发

生重大转变

美国互联网思想家戴维·温伯格说过：在知识

网络化后，教室里最聪明的绝对不是站在讲台前上

课的老师，而是所有人加起来的智慧（朱永新，

２０１７）。也就是说，进入学校３．０时代，学习不再依
靠传统教师。教师的工作将根本转变，传道授业解

惑的任务基本上可以由机器取代。教师要真正成为

学生“灵魂的工程师”，成为学习的陪伴者、动力的

激发者、情感的呵护者。学习资源的创生将被那些

卓越教师所包揽，讲授型教师职位会缩减７０％，教
师的主要工作将是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引导

者和陪伴者。教师也不再局限于一所学校，而成为

自由职业者。教师有选择的权利，各种培训机构也

将转型为新的学习中心或者课程公司。但是，不管

怎样，教师这个职业不会消失，只不过他的角色可能

从过去的处于中心地位，变成一个陪伴者、指导者、

服务者。（朱永新，２０１７）
（七）评价会发生革新，升学将基于信任而不是

分数，教育进入后文凭时代

大数据、人工智能很重要的特点，是能跟踪记录

学生的学习过程，发现学生学习的难点和瓶颈在什

么地方，帮助学生及时调节学习策略，从而取得更好

的学习效果（朱永新，２０１７）。未来的学校评价将不
再是简单的给出分数，而是注重学生发展。学生数

据的及时感知、信息获取和智慧决策将实现自动化。

所以３．０版的学校，课程证书的意义和价值会远远
大于文凭的意义和价值（徐蓓，２０１７）。大学升学将
基于对个人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的信任，而不是考

试分数，人类进入后文凭时代。学生对学校的归属

感将消失，他可以选择在不同学校学习不同课程。

学生在什么地方修什么课程可能变得更重要，因为

不同的学习公司、不同的学校开设的课程，其含金量

是不一样的。一所学校的课程不可能都很棒，不同

学校里最优秀课程的组合将使一个人变得更卓越和

更优秀（朱永新，２０１７）。未来的大学将全部开放，
学生文凭将不再是一张纸，更多会是记录课程学习

经历的数字档案。学生的学习评估不仅看考了多少

分，更关注学生在哪里学习、学了哪些课程。他在学

习中创造了什么、分享了什么、体验了什么、收获了

什么，等等。

（八）学制的概念将基本消亡，学习就是一段不

一样的旅程

学制基本上是工业化流水线思维在教育领域的

外化，它按照工业设计的思维追求标准化、同质化，

在同样年龄、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固定教师和固定

内容，将教育体系中的一切标准化。其实，同样的内

容，有的学生需要学习２０年，有的学生只需要学习
５年，强迫学习不仅是对人性的摧残，也是对资源的
浪费。３０版学校的学制概念将基本消亡，教育周
期弹性化，学制更加灵活。学习成为生存的需要，伴

随人的一生。学习、就业、创业无法区分。学习不是

特定阶段的统一任务，而是成为人生的一段旅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根据自己的身心发展特点和

父母的工作特点，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心理需求安排

学习内容。学校将没有学制的概念，混龄学习成为

常态。学习内容将差异化和多样化，人们不再比较

同一时间谁的考分更高，学不好可以反复学，暂时不

需要的可以不学，等需要时随时再学。

（九）学校将成为人们的精神栖所、心灵家园

当下的教育体系一直强调知识的存储、传播，有

意无意忽视知识的创造与破坏。有时人就像一台

“机器”。未来，个性化、人性化将成为主流，指望学

习力提升已经不能拯救学校，未来学校要成为人们

心灵的栖所，成为人们生命相遇、心灵相约的圣地，

现实世界生活社交的场所。人们选择学校不是为了

功利的目标，而是为了寄托精神，这才是学校永续存

在的最重要理由。学校学习要给所有人带来快乐，

而不仅仅是胜负优劣，要培养学生悦纳自我的能力。

学校要与人的天性合作，成为快乐生活的空间，满足

学生好奇、好玩、好动的天性，呵护好奇心，宽容好玩

心，善用好胜心。

（十）社会教育供给机制将更加完善，教育券成

为学校的通货

３．０版学校的教育资源供给以免费为主，政府
为基本的学习内容买单。基本教育资源获得成本逐

渐降低，它最终如空气一样，成为全体民众共享的公

共品。未来学习是个性化的，每个人除了完成国家

规定的基本课程外，可以设计和定制自己的课程

（徐蓓，２０１７）。对于个性化学习资源，学生自己付
费。ＷＩＳＥ的调查显示：未来，私人为教育买单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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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有大幅增长。所以，课程外包和政府采购将成为

未来学校的重要特点。政府资源和企业资源将难以

区分公与私，政府购买服务获得个性资源，或者政府

颁发教育券，把选择权交给学生。政府的教育券可

以流通，学生可以到新东方、学而思甚至国外的教育

资源提供方买单，即哪里教得好就到哪里学习。

上述预测是基于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

合，将教育从技术手段信息化转向用信息化的思想

重构教育。技术不仅改变了产业形态，更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正是技术的变革和应

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发生了深刻变革，从而使学校

的范式革命成为可能。

二、学校３．０时代的几种范式
（一）虚拟学校与实体学校的融合

笔者暂时把这种未来的学校称为３．０版学校，
它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复合体。虚拟学校是一个全体

民众共建、共享、共治的教育平台，是社会的基础设

施。它像空气一样可免费使用，实行基本教育资源

的免费供给。人们不管在哪里，都可以获得虚拟学

校的智能服务。在学校３．０时代，虚实交融的泛在
学习将是学校的常态。

泛在学习会将课前产生的数据提供给教师，教

师据此调整教学目标，精准分析学情，根据学生课前

课中课后产生的数据，确定学生学习的新起点和适

切目标。在泛在学习中，学生学习将从有限的教学

时空，转向无边界的知识建构。实体学校与虚拟学

校相融，满足不同地域的体验和实践需求。学校的

物理地点将模糊，空间概念淡化，学生可能不知道自

己属于哪所学校，归属感逐渐消失，跨校、无校学习

成为常态，泛在的线上服务和就近的实体体验学习

结合。虚拟学校成为社会教育系统的大脑，担当资

源提供者、学习引导者、管理服务者的功能，绝大部

分的讲授内容将被虚拟学校承担。实体学校与虚拟

学校配合，主要是组织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开展实

践、体验、创造、合作、沟通交流等。虚拟学校是基于

网络、全天候的，实体学校则根据学生需要，预约使

用。实体学校可以是具体的学校，也可以是其他学

习或实践体验空间，学生根据各自的需要在多样的

空间以多样的方式学习，即所有的实体空间都可以

学习。知识的获得、储存、编辑、表现、传授、创造等

最优化的智慧学习环境，将提高人们的创造性和问

题解决综合能力。３．０版学校的特征可以用下图
表示。

图１　３．０学校概念图

（二）自适应学习与学习管理系统的无缝对接

在未来学校，自适应学习系统（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将广泛应用，出版社将转型为课程自适应学习
服务机构，在提供课程资源的同时，也提供智慧的教

学解决方案。自适应学习技术根据个体具备的知识

和技能，动态调整课程内容的层次或类型，提供自动

或人工干预，增强学习绩效（殷丙山等，２０１７）。基
本课程的教学将依托自适应学习系统实现，实体学

校是自适应学习的实践体验场，教师的教学工作与

虚拟的自适应学习系统紧密配合，线下解决个别化

学习问题。随着自适应学习的普遍应用，个性和创

新必然成为教学的核心，以寻求答案为主的应试教

育将转向以培育创新素养为主的素质教育，答案是

免费的，有价值的是问题。未来的学习管理系统将

以独特的方式创造性地重组学习内容和教育应用程

序，通过复杂的学习分析、自适应学习和动态社会交

往，从单纯的学习管理走向深度学习行为的引导

（殷丙山等，２０１７）。它与自适应学习和物联网大数
据系统的整合，将构成完美的智慧学习环境，成为学

校３．０时代的核心技术。
应试教育是大工业时代最有效的教育方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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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培育流水线上的重复操作工，学霸就是一

台“学习机器”。有人说，应试教育没什么不好，不

是培养了很多优秀学生吗？不，可以肯定地说，不用

应试教育的方式，他们可能更优秀。应试教育的目

的是追求名校的文凭，而文凭本身是信息不充分时

代的产物。也因为信息不充分，所以高校录取，我们

只能相信分数。社会招工，我们只相信文凭。在信

息对称的时代，文凭虽然也重要，但是越来越多的公

司开始从数据挖掘中寻找雇员，而不是看文凭。

哈佛大学前招生官罗伯特（２０１４）曾说：“招生是
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录取的标准因人而异，哈佛

大学更看重智慧、个性特征、领导能力、创造力、体育

才能、成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有趣、富有责任感

和爱心。这些品质，显然不是能用分数衡量的。

但是，生活和学习中出现的大量信息和数据，比

如微信朋友圈以及其他社交数据、检索数据、购物数

据、ＧＩＳ地理位置信息数据等能集中反映学生真实
的价值观和兴趣点。这些基于过程的数据，将作为

学校录取的重要依据，并最终导致升学基于对学生

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的信任而非分数，导致就业基

于个人素质、工作态度和实践经历的信任而不是文

凭。社会文凭系统和学历系统的创新、自适应学习

与学习管理系统的融合发展，将是学校３．０时代的
基础环境。

（三）教室将是以适应不确定未来为核心的创

客空间

更加不确定的未来是未来学校的学生面临的基

本环境。学校３．０时代的主流课堂是一种基于创意
流程导向的创客空间。

创客学习是一种基于设计的学习，或者说是基

于项目的学习，在实践层面是一种跨学科学习，本质

上是一种基于创造的学习，其核心特征是知、行、思、

创的统一。这种新型学习旨在通过自主选题、调查

研究、创意构思、知识建构、设计优化、原型制作、测

试迭代和评价分享的过程，为创客提供有意义的学

习经历，为创客未来走向创意生成、作品呈现和产品

创造的价值境界奠定基础。创客学习强调学生在试

图解决问题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技巧和能力，包括如

何获取知识，如何计划项目、控制项目的实施，以及

如何加强小组沟通和合作等。未来的学生将会运用

创客学习的方式，主动探索现实世界的问题和挑战。

此外，对项目的选择也让学生更早和更深入地面对

和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也能够更好地应对来自世

界、面向未来挑战的能力。

创客学习的比例在未来将越来越大。学校３．０
时代将提供更多的创客空间、创客课程、创客实验

室、创客工作坊，组建创客学习小组、创客学习导师

和创客学习生态圈。创客式学习的最根本目标是培

育创客素养，培育创客文化。这是一种源头性知识

创新学习，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最高学习境界，帮助学

生适应不确定的未来。

（四）学校系统将不断进化、日益聪明

在学校３．０时代，学校治理的核心将基于数据。
数据驱动学校创新，分析促进教育变革（杨宗凯，

２０１７），未来学校的大数据采集更加自然而广泛，汇
聚成学生成长和学校服务大数据系统。学生客观信

息的采集范围将扩大至课堂内外、正式和非正式学

习环境、线下和线上学习、学习活动和生活表现等，

获取与学生成长和发展相关的数据，形成系统、完备

的学生大数据系统，整合并标准化为能够反映学生

综合素质的多源数据与信息，建立学习分析模型，对

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进行多维度、全方位考察，形成基

于大数据的学生个体和群体的综合素质数字画像。

此外，学校提供的服务数据和管理数据也会形成另

外的数据系统，为学校不断改进提供数据基础。未

来学校的大数据系统将基于多个维度提供价值判断

和结果输出，将基于大数据的评价结果及时用于个

体生涯规划、学习改进、办学服务提升、高校分类遴

选和持续跟踪培养、政府基于数据的治理等，实现大

数据背景下的发展性诊断、学习成长导引、分类遴

选、治理服务改进等。未来学习将基于数据分析驱

动，学校通过新技术采集学习数据，并用大数据分析

学生状态，驱动学习者的提升。移动终端、电子介

质、佩戴式设备、智能手环等都是信息收集的技术。

在未来学校数据大脑时代，至少有三类数据驱动学

生学习。第一类是基于学生学习的常态化数据，包

括课堂教学数据、学习检测数据、学习探究数据和互

动交流数据、社会情绪表现数据等驱动学生即时学

习。第二类是阶段性、趋势性数据，包括学校的数

据、教师的数据、班级的数据、个人的数据以及达标

评估的数据，预测学生未来学习的最近发展区，驱动

学生的可持续学习。第三类是基于学习者特征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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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数据。它通过自适应学习系统或者有经验的数据

分析导师帮学生做数据分析，基于数据的学与教的

流程也会发生变化。

基于数据的学校本身会不断进化，变得越来越

聪明。谷歌等搜索平台利用搜索改善其人工智能，

越搜索越聪明。那学校怎么变得聪明呢？学生学习

是信息传递与信息重构，如果让学生学习的过程成

为数据产生的过程，那么学校就可以像谷歌一样，不

断发现规律，优化教学服务和管理体制，从而让学校

变得聪明。

大数据正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更“真实”的学

生和教育，现有的技术已表明：适当的剧烈运动有利

于提高记忆力；不吃早饭的学生成绩总体不好，数学

能力、阅读量和肺活量直接有关；每天自由阅读半小

时的孩子学业成绩优秀；教室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可

能导致孩子容易上课睡觉……聪明的学校就是能够

不断改进，自动为孩子提供需要的学校。

这种３．０版学校不是学校单一的创新和技术应
用，需要全社会治理系统和社会文化的协同配合。

技术将在学校中普遍采用，但文化的作用巨大，需要

营造更加宽容、注重实效的文凭文化和学历管理系

统。对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追求，将催生更为多样和

专门的学校类型或学校服务，学校发展将出现多样

化和差异化。

（五）学校 ３．０时代，需要厘清的几个元认知
问题

１．进入学校 ３．０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到学
校去？

尽管人们认为“教育”不再与“学校”强相关，但

是学校仍然会是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３．０时代不
是学校的消亡，而是学校的颠覆式进化：要充分实现

实体学校的价值，深入理解学习场的本质。学生到

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交流，印证自己的判断，发现自

己，学习不可复制的知识。机器和人脑学习的区别

在于：机器学习———不断改善流程，但不会对自身组

织结构进行改善。人脑学习———在增长知识的同

时，脑会发生有利于下阶段学习的连接，同时增强情

感。学生到校学习最主要的不是记忆知识，而应该

是智慧的成长，其中包括自信、选择、健康、沟通、提

问、娱乐、分享、兴趣等，这些才是未来学校学习的重

点。由此，尽管泛在学习资源无处不在，但实体学习

场仍不可替代，这也是学校不会消亡的原因。

２．学习到底如何发生？
在传统学校，我们对学习的发生存在不少误解。

事实上，学习是学习者与他人、物体、环境的交互，是

人们建构概念、经历过程、交流情感、增强体质、建立

信念、发现自己的过程，包括知识的建构，也包括信

念、情感、阅历、体质等的培育。理解了这一点，就不

会将学习狭窄化为学知识和完成作业的过程。真正

的学习不仅仅是记忆知识的重复操练，而是引导学习

者创造、体验、交流的历程。

３．技术可以帮助教育做什么？
教育技术的优势首先是能帮助学生建构概念、

丰富学习资源、强化刺激（特别是从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技术的沉浸式应用中获得强烈的刺激），从而

加快概念建构，在大数据支持下及时获得反馈评价。

它也能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促进教学决策的科

学化，提高针对性，使教育教学从基于经验转向基于

数据。未来的技术环境还将基于人工智能的进步而

推广。康奈尔大学布兰登．胡克伟教授认为，人工智
能时代的计算机是可增强创造性和强化认知学习过

程的第三个大脑半球，是与人类平等、共生的合作关

系，或是人类与设备之间的混合思维。人工智能教

师将能为学生提供周到细致的学习支持，能基于智

能判断决定教学决策，给出学习反馈和分析。当然，

技术能做的还有很多，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

教育创造将不断发生。

４．技术不能帮助教育做什么？
教育的过程永远是情感和精神的活动过程。雅

思贝尔斯曾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

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

灵魂”（朱佩娴，２０１４）。技术尽管会很发达，但是它
始终无法代替情感、体验、交流。人工智能研究表

明，人最有价值的是好奇心，能对未知世界进行探

索，这种特性与生俱来，但常常被人忘记，导致知识

和现实世界的割裂。学生虽然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但如何将这些知识转化应用，与世界建立联系，很多

人并不知道，这种教育也被称做“面向已知的教育

模式”。在创新和破坏上，人工智能还无法超越人

类，学校要在激发好奇心，促进学生在创新上发挥作

用，促进情感交流，增进体验。人的情感和社交，人

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些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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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来教育应重视创造性、想象力的发掘，以及

领导力、情商、社交能力的开发和企业家精神的

培养。

三、推进学校演进变化的动力

人类早期的教育是让下一代避免重复试错学习

带来的生命代价，从而可以让知识和技能在代际传

承，这是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积累、繁衍和持续进化

的原动力。在文字出现以前，人类早期的教育活动

是由长者口耳相传方式展开的，这种教育最原始，也

最重要，事关个体的生死存亡。但是，个体的教育受

制于长者的智慧积累和教育水平，长者个体的死亡

往往伴随着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消亡。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教育必然会从其他社

会活动中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专门化教育机构。

智慧并有高尚道德的人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专

门从事教育工作，这就衍生了真正的教育行业。由

此，学校的发生发展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不是一成

不变，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需要不断迭代。

（一）学校１．０时代
世界上最早学校的产生，学术上争议较大，一般

认为是在原始社会后期，伴随着文字的出现而出现

的。也有学者认为，公元前 ３５００年前已经有了学
校，但是，大多数学者公认的最早的学校是公元前

２５００年的埃及宫廷学校。这主要是得益于埃及考
古界发现的“纸草”文书，这一文物有力证明当时已

有了学校教育（王祖武，１９９７）。可以看出，传播媒
介是学校存在的核心证物。

学校的出现主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部

分人从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并根据社会分工需要

从事教育工作，这是主要的动力机制。

农耕时代的教育形态整体上以家庭教育为主

体，有的通过私学等形态接受一些朴素的生活或生

产教育，普通的生产劳动技能通过师徒制的形式传

递。正统的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培养统治

阶级所需要的士大夫官僚，另一方面学校教育的本

质是实现去个性化，保留学校分隔家庭的功能，是对

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宗教、道德或政治的教化。学校

早期的这种分隔家庭的功能和去个性化取向是一种

强调普遍性逻辑的反映。它的基本观念是普遍性的

（或者高级的）东西比个别性的（或者低级的）东西

重要（郭法奇等，２０１７）。社会教育影响较小，主要
体现在村规民俗、家族传统、宗教教化等。

总体来看，学校１．０时代的特色是：１）知识短
缺，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可供老师教授的知识不

多，所以教学内容可选择性少，教师因为占有知识而

成为社会精英。等第制显著，多样性不足。２）接受
正统学校教育的人少，学校以私学为主，学生大多是

社会上层人家的孩子，大多数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

能力和机会读书；３）教育是传道，学习是求学。学
校教育以培养君子为目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

内容，学生学习有明确的目的。４）学习方式以诵读
经书为主，到了经院时期，增加了思辨和对话。５）
民间技艺和生产劳动技能等内容不入大雅之堂，往

往通过师徒传教的形式实现代际传递。

（二）学校２．０时代
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的发明，以及工业化大

规模生产对劳动者技能提出要求，培养大量具有一

定技能的劳动者成为社会的急需，于是，教学开始走

向大众，出现了班级授课制为核心的现代学校，教学

模式也从教育１．０时代的私人教师（私塾）模式，发
展成与大规模生产相适应的大规模教育模式，迎来

教育２．０时代。这个时代的教育特点，是淹没学生
的个性需求，整齐划一地把学生培养成社会流水线

需要的产业工人和管理职员等。正如科学管理创始

人泰勒所说：“我们不需要工人有什么头脑，我们只

要求他们听话，把我们指令的工作尽快地干好”（成

君忆，２００５）。
进入２１世纪后，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

技术革命（以德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甚至提出

了工业４．０计划）带来了３Ｄ打印、机器人等个性化
生产技术，开始颠覆大规模工业化的生产，然而，我

们的教育却依然停留在２．０时代，人才还是流水线
生产，千篇一律，缺乏创意和个性。

（三）学校２．０时代的终结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时代，将学校１．０时代

和２．０时代的知识垄断和分界层状况打破，海量的
信息知识和便捷的传播手段使信息趋于对称。计算

机科学的进步使人们能够创造出功能上与人类更接

近的智能机器，计算机、互联网和大数据代替人脑的

大多数负载便成为学校３．０时代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人工智能能够完成简单的知识生产，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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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时，就是以传承知识为核心

的２．０版学校颠覆之时。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让我
们看到了实现规模化与个性化和谐统一的可能。学

校形态的演变特征与内涵变化（见图２）。

图２　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学校形态变迁

我国教育正处于巨大变革的时代，变革的核心

是如何从适应工业化时代的规模划一的教育转向按

个人需求和偏好定制的个性化教育，即向“为每个

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转变。新技术应用与教育方

式的同步变革，展现了代表当代教育的三个主要发

展方向：构建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教育新模式；应用

技术发展学生面向 ２１世纪能力的学习新方式；从
“用经验说话”转向“用数据说话”，增强对教学行为

进行分析、诊断和干预的洞察力的教育评价治理新

范式。

纵观学校发展变化历程，可以看出几个特征：

１）学校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并随着生
产力发展而进化。

２）学校的发展进化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
力量，也可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

３）文化知识的传承始终居于核心地位，而创新
逐渐成为学校的主旋律。

４）学校的形态从私有走向公共，并再次走向私
人时代，个性化成为其中的核心。

５）技术的进步会驱动学校结构的变革，而信息
传播媒介变迁是核心。

纵观学校演化的历程，我们可以推测其动力机

制为：

１）生产力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引导的分工、社
会对教育功能的不断调整，是学校变革的基础。

２）技术的进步。随着网络的兴起，人们接受信
息不再需要教师为媒介，知识不再成为核心资源，以

传播知识为主的学校必然面临淘汰的结果。信息社

会、联通主义思想的兴起，重构了社会生态系统，促

使人际交往方式的改变，进而改变了社会、经济等，

教育自然也需要改变。

３）社会需求变迁。人类生产工具的革新是学
校变迁的直接动力。从奴隶社会到农耕社会，利用

动物生产劳动解放了人力；到工业文明时代，机器进

一步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学习驾驭机器，人服务于

机器，这是工业化思维的基础，学校教育也就是适应

这种基础而出现了标准化、统一化和机械化趋势。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知识的创造日趋重要，后工

业时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使个性化、去中心成为潮

流，教育走向个性化、终身化、智能化，人本主义和重

视创新创造成为社会的必然要求。这是学校３．０时
代到来的必然条件。

４．人类思想的解放和跃迁。生产力的发展，带
来人的思想变革。在工业社会，标准思想、流程化思

维成为主流。从工业文明到信息社会、智能社会，个

性化和人本主义成为主流，这是学校迭代的思想

基础。

５．学习科学的进展。脑科学、认知心理学、教
育学、传播学等的深入研究和突破成果，为学校进化

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信息技术的流程再造，促成

了学校教学内容、方式、评估等要素的再版，新学校

的创新实践，也为学校进化提供了现实依据，这是学

校３．０版诞生的学术驱动力。

［注释］

①搜狐网．再这样学下去，孩子未来绝对失业？听马云、李开

复、清华经管院长怎么说［Ｄ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

ｈｕ．ｃｏｍ／ａ／１４８６１３６７６＿５３３４０７．

②ｈｔｔｐｓ：／／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ｍｉｔ．ｅｄｕ／ｂｏｏｋｓ／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参考文献］

［１］成君忆（２００５）．渔夫与管理学［Ｍ］．北京：新华出版

社：２７９

·８４·

张治，李永智迈进学校３．０时代———未来学校进化的趋势及动力探析 ＯＥＲ．２０１７，２３（４）



［２］郭重庆（２０１５）．“互联网 ＋”：产业、经济与社会的变革

［Ｎ］．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５０６２９（Ｂ０２）．

［３］郭声琨，朱佩娴等（２０１４）．人民日报理论著述年编［Ｍ］．北

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７３１．

［４］郭法奇，郑坚，吴婵（２０１７）．学校演进的逻辑及发展趋势

［Ｊ］．教育研究，（２）：４０４７．

［５］凯文·凯利（２０１５）．四股力量塑造未来［Ｊ］．商业观察，

（１）：２４２６．

［６］凯文·凯利（２０１６）．构想未来 走近必然———让我用１２０句

话告诉你未来已来［Ｊ］．企业研究，（１）：３０３７．

［７］库逸轩（２０１７）．记忆解码与未来教育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

育”高峰论坛［Ｄ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２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

１４３２２８７１６＿１１２４０４．

［８］刘德建，刘晓琳，张琰，等（２０１６）．虚拟现实技术教育应用

的潜力、进展与挑战［Ｊ］．开放教育研究，２２（４）：２５３１．

［９］刘云波，潘晨聪（２０１５）．做教育信息化的领跑者 上海市电

教馆探寻未来发展之路［Ｊ］．上海教育，（３６）：１８２１．

［１０］潘晨聪，薛婷彦，李立基（２０１６）．创造更多的可能 中国教

育创新“２０＋”论坛聚焦课堂聚力创新［Ｊ］．上海教育，（１）：５８６１．

［１１］王祖武（１９９７）．学校的起源［Ｊ］．陕西教育：教育，

（１０）：４０．

［１２］唐闻佳（２０１４）．别信“励志书”，上哈佛没有“秘密定式”

［Ｎ］．文汇报，２０１４０８０７（１１）．

［１３］徐蓓（２０１７）．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究竟什么样［Ｎ］．解放日

报，２０１７０５２６（０１４）．

［１４］殷丙山，高茜（２０１７）．技术、教育与社会：碰撞中的融合发

展———２０１７高等教育版《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解读 ［Ｊ］．开放教

育研究，２４（２）：２２３４．

［１５］杨宗凯（２０１７）．教育信息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Ｊ］．教育传媒研究．（１）：１４１６．

［１６］朱永新（２０１７）．未来，传统学校将被“学习中心”替代？

［Ｎ］．文汇报，２０１７０５２６（６）．

（编辑：徐辉富）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３．０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Ｆｕｔｕ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１，２＆ＬＩＹｏｎｇｚｈｉ３

（１．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８６，Ｃｈｉｎａ．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ｃｈｏｏｌ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ｈｅｌｐｕｓ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ｈｕｍ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ｉｓ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ｅｅｄｓａｎｄ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ｓｃｈｏｏ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ｕｔｕ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ｗｉｌｌ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ｉｌｌｔｕｒ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ｏｆ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Ｔｈ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ａｒｒｉｖ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ａｇｅｈａｓｓｐｅｅｄｅｄｕｐｔｈｅ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ｕｓｅｏｆａ
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ＬＭＳ）ｗｉｌ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ａｒｒｉｖａｌｏｆ
ｐｏｓｔｄｉｐｌｏｍ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ｒｏｌｅｗｉｌｌ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３．０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ｗｉｌｌｂｅｍｏｒｅ
ｏｐｅ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ｗｉｌｌｂｅ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ｐａｃｅｔｈａ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ｗｉｔｈ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ｗｉｌｌｂｅ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ｐａｃ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ｕｔｕ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ｒｅ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９４·

张治，李永智迈进学校３．０时代———未来学校进化的趋势及动力探析 ＯＥＲ．２０１７，２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