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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教学 ”的提法很吸引人，似乎把个性化教学朝前大大地推
进了一步。这种提法认为，通过技术手段自动收集数据，然后依据这些
数据进行决策，可以使教学变得精准。但是，这一提法真要变成现实，
可能还需要跨越几道“ 壕沟 ”。

其一，这一主张是建立在数据之上的。数据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
作用，是基础，是关键。因此，能否采集到完整、有效的数据是需要跨越
的第一道“ 壕沟 ”。近年数据采集技术的发展，包括自动收集上网数
据到脑电波、心电图的应用等，为此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但是，个性化教学的因材施教，这个“ 材 ”不仅指知识、认知等的
水平，还包括个性、性格、态度、神经气质类型、毅力等因素，内涵相当
丰富。学习者也因这些因素的差异而显得千差万别，多姿多彩。技术收
集的数据能涵盖如此广泛的因素吗？多少量的数据能够保证得出的
认识是可靠的？这些数据要求是量还是质的？这些都值得斟酌。

其二，即使全过程、全方位地收集数据成为可能，但是如何正确地
识别、解读以及获取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是需要跨越的第二道“ 壕
沟 ”。比如说，外显的痕迹与人的意识之间如何建立联系？外显的痕
迹能否及如何反映意识？而且，数据是对过去情境的记录和反映，而
教学情境是不断变化的，基于过去的数据，应变于变化中的教学现实，
可靠吗？ 

其三，再进一步说，即使数据的采集、分析、解释的难题都得到解
决，把它变得让普通教师可以识别和理解，是这一主张需要跨越的第
三道“ 壕沟 ”。否则仅停留在专家案头或者实验里的数据，不能得到
推广和普及，不能进入课堂教学大规模应用，那么即使能精确把握规
律，意义恐怕也不大。因此，怎么能够让教师的解读是正确的？怎么保
证教师解读数据后作出的干预是正确的？这些也是难以避开的挑战。

由此可见，从数据搜集到分析到意义理解到教师课堂应用和推广
普及，其中至少要历经三道大的壕沟，而其中任何一个出现偏差，最后
的结果都会偏离现实，从而将这一主张化为乌有。

最后，把数据作为人们认识和决策基础，否定人的理性能力在认
识和判断上的杰出作用，这实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承认，这种提法是进步的。它开辟了人们认识
世界的新路径，开拓了个性化教与学新的可能。但如果由此而夸大数
据分析的作用，否认人的理性认识的卓越功能，是需要警惕防范的。

也许有人会说，“ 精准教学 ”只是一句口号，一张引导教师前行
的路牌，那倒也是无可厚非的。就像教育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口号一
样，经常被长篇累牍地用，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有几个人能有幸实现
潜能的全面发展，某一方面的潜能得到突出发展，就很了不起，成名
成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