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理念、着力点与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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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教学模式变革的核心是学习设计创新。如何助力和支持智能时代学习

设计创新是当前研究热点。本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分析国内外学习设计领域的 314 篇高质量文献，

发现学习设计领域的发展正进入智能时代学习设计阶段。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以数据驱动的学习设计生

态为核心理念和目标导向，包括三大理念、五个着力点和三类关键技术。本研究能够为我国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学习设计创新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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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教学即设计”（Laurillard, 2012；McKenney &
Mor, 2015）。重构教学流程、创新教学模式与变革

教学组织样态是智能时代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和

必由之路（祝智庭等，2022）。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教

学模式变革创新的核心是学习设计创新。如何推

动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成为当前教育研究与实

践关注的重点。

学习设计研究认为，教学是一门严谨、客观、

可共享、可重用（reusable）的设计科学（Papanikolaou
et al., 2017）。学习设计是教师为实现特定教学目

标而进行的、具有创造性且深思熟虑的行为，它包

括设计学习活动序列、学习资源和工具，根据学生

反应反思改进设计以及分享设计思路等（Bennett et
al., 2015）。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要求教师由遵

循特定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学习内容传递者转变为

有效学习体验的设计者和创造者（Laurillard, 2012;
Mor & Craft, 2012）。

这种认知和身份转变对教师来说十分困难

（Asensio-Pérez et al., 2017）。因此，如何为教师提供

指导框架、模型和工具，助力和促进教师开展创造

性和高质量的学习体验设计，设计有效、创新的技

术增强学习方案，成为国内外学习设计研究的目标

和热点（Maina et al., 2015；冯晓英等 , 2020）。本研

究对国内外学习设计研究成果展开系统性文献综

述，通过梳理支持和促进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的

理念、着力点以及关键技术与难点等，为我国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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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背景下的学习设计创新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系统性文献综述法具有整合已有研究成果、

把握研究发展趋势、回答研究问题或发展创新理

论等优势（Hammersley，2002），能有效规避传统文

献综述存在的描述性、主观性等不足。本研究采

用这一研究方法，对二十年来学习设计领域的关键

文献进行检索、筛选和评估、抽取和整合，提炼生

成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支撑体系，回答“如何支

持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这一根本问题。

 （二）文献检索

为有效检索国内外学习设计研究的高质量

文献，本研究选取 SSCI 和 CSSCI 数据库收录的期

刊，以“ learning design”“design for  learning”为

英文关键词，以“学习设计”为中文关键词，文献

发表时间限定为 2000年 1月 1日—2022年 12月

31日，在 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

相关文献，其中 SSCI 来源文献的语言限定为英文，

类型限定为学术论文和综述论文，最终检索得到

470 篇文献（英文 375 篇、中文 95篇）。

 （三）文献筛选与编码

为确保样本文献的准确性，本研究对检索得到

的文献进行了两轮筛选和甄别，选择标准包括非重

复出现、可全文获取、文章篇幅在 3页及以上、文

献主题与研究问题紧密相关等，得到符合筛选标准

文献 297篇。同时，本研究通过滚雪球的方式，从

已纳入的文献中挖掘、补充新文献 17篇。最终，

本研究有效样本文献 314 篇（英文 260 篇，中文 54 篇）。

为整合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对样本文献的关

键内容进行抽取和编码：首先，从基本信息、研究

目标、教师角色定位、核心理念、研究方向等方面

对样本文献进行质性元分析和编码，获得学习设计

领域发展演变关键阶段；其次，从支持的内容、理

念和方向、思路和路径以及已有成果和应用效果

等方面对样本文献进行编码，基于智能时代学习设

计创新的核心支撑理念、着力点与路径以及关键

技术与难点等，构建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支撑体系。

 三、学习设计研究的发展演变

学习设计研究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传统课堂的

教学设计、技术增强的学习设计和智能时代的学

习设计三阶段（见表 1）。
 （一）传统课堂教学设计阶段（20 世纪 60—90

年代中期）

学习设计作为专业术语，最早出现在 20世

纪 60—70年代北美的心理学和教育学文献中

（Moment et al., 1963），随后被表述为“通过提供学

生获得知识、态度或技能的步骤和框架，帮助教师

构建学习过程”（Mouton et al., 1984），即学习设计

是一种帮助教师构建学生学习过程的流程性框架

和模板，是在传统课堂教学情境下使用的设计方法。

尽管研究者提出了学习设计这一概念，但相关研究

和应用仍根植并局限于教学设计领域，其宗旨是促

进教师规范化表达教学设计过程。不论是 ADDIE
 

表 1    学习设计研究的发展演变

阶段一：传统课堂教学设计 阶段二：技术增强的学习设计 阶段三：智能时代的学习设计

目标 促进教师规范化表达教学设计过程 促进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 促进教师应用数字化技术开展教学改革和创新

教师角色 学习内容的传递者 学习体验的设计者 学习体验的设计者、分享者与研究者

典型模式框架 教学设计模型（ADDIE模型） 学习设计方法、学习设计原则
混合式学习设计模式、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AIED）设计框架

工具 课件制作工具 学习设计工具 综合性学习设计平台

理念 突出设计过程的系统化、规范性 学习设计的严谨性、客观性、共享性 数据驱动的设计生态（规范化、共享性、生成性）

着力点
为教师提供：

1）学习设计模型/方法支持

为教师提供：

1） 学习设计模型/方法支持

2）学习设计工具支持

3）学习设计共享支持

为教师提供：

1）学习设计模型/方法支持

2）学习设计工具支持

3）学习设计决策支持

4）学习设计共享支持

5）学习设计素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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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还是课件制作工具，都突出设计过程的系统性

和规范性，将教师视为教学内容的传递者。

 （二）技术增强的学习设计阶段（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2016 年）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技术增强的学习设计兴

起，强调“为学习而设计”（design for learning），特
别是利用网络和计算机的特征和优势促进学习

（Riding et al., 1995）。该阶段的学习设计从强调设

计过程的系统性和规范性向突出设计结果的共享

与重用转变（Persico & Pozzi, 2015）；教师的角色是

学习体验的设计者和创作者（Laurillard, 2012; Mor &
Craft, 2012）；学习设计具有严谨性、客观性、共享

性和可重用等特征（Papanikolaou et al., 2017）；向教

师提供学习设计模型、方法和原则支持等，可促进

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有效学习设计。

 （三）智能时代的学习设计阶段（2017 年—至今）

进入智能时代，学习设计旨在发挥智能技术和

数据科学的优势，着眼于如何将学习理论有效整合

到学习体验设计中（Law & Liang, 2020）。学习设计

创新的核心理念和目标导向是数据驱动的学习设

计生态，重点关注如何支持教师开展具有理论依据

的、多种技术工具支撑的学习设计创新，支持教师

循证改进学习设计、科学探究学习过程和总结教

学规律，促进教师交流分享与协同共创学习设计

（Law & Liang, 2020），从而促进教师开展教学改革

与创新。教师需要承担起学生学习体验的设计

者、分享者和研究者等多重角色（Kali et al., 2015;
McKenney & Mor, 2015），在循环改进的探究过程

中不断创新学习设计，并通过观察效果改进设计

（Laurillard et al., 2018）。

 四、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的支撑体系

本研究对样本文献进行编码，得到 3个核心类

属（理念、着力点、关键技术与难点）和 11个类型

编码，并以此构建了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支撑体

系（见图 1）。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以数据驱动

的学习设计生态为目标，包括三大理念、五个着力

点和三类关键技术与难点。

 （一）支持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的理念

 1. 规范化

学习设计规范化指使用统一的语言、规则和

标准描述学习设计过程和结果，以相近的结构组织

和内容构成大量的学习设计（Albó & Hernández-
Leo, 2020）。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学习设计的可比性

和解释力，也有助于促进教师之间更好地交流、分

享设计思路和结果，进而推动学习设计的变革和创

新（McKenney & Mor, 2015）。相比于早期通过方法

流程实现粗粒度的学习设计规范化，智能时代的学

习设计强调通过学习设计的数字化实现细粒度的

规范化，即通过计算机可读取和可理解的格式，外

化和存储教师头脑中的隐性且分散的学习设计过

程与结果（Persico & Pozzi, 2015）。
 2. 共享性

共享性是建立在规范化和数字化基础上，推动

高质量学习设计案例和设计知识有效传播和重复

使用从而改进学习设计实践的重要理念（Charlton
et al., 2012）。该理念倡导和鼓励教师在学习设计

案例、学习设计知识、学习设计实施数据与反思评

价信息等层面展开共享，充分汇聚和整合多维学习

设计资源（Papanikolaou et al., 2017），为教师创新学

习设计提供支持。

 3. 生成性

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需遵循生成性理念，强

调教师的学习设计要依据精准的学习分析结果、

适配的设计指导和实时的设计分析结果等证据进

行动态式设计决策（Law et al., 2017），而非完成由

固定学习内容驱动的预设式设计过程。生成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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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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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要求教师充分借助和应用有关信息、知识和技

术支持学习设计决策过程，将学习设计决策置于更

广泛的信息技术环境（Bafail et al., 2017），提高教师

学习设计决策的质量。

 （二）支持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的着力点

在数据驱动的学习设计生态目标引领下，智能

时代学习设计创新应基于规范化、共享性、生成性

的理念，聚焦以下五大着力点。

 1. 着力点一：设计方法支持

学习设计研究的重点之一是指导教师掌握学

习设计的方法（Persico & Pozzi, 2015），为教师开展

学习设计创新提供参考框架、设计过程支持等，如

界定学习设计关键要素和设计要求、明确学习设

计关键流程和重点任务等。

1）面向特定学习场景的学习设计方法。这通

常以某类学习理论为依据、以特定技术环境为抓

手，明确该类学习设计需关注的核心要素、设计要

求和设计流程等。例如，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

4Ts设计方法（Pozzi & Persico, 2013），提出任务、团

队、技术和时间四个要素的设计要求；“互联网+”
时代核心目标导向的混合式学习设计模式（冯晓英

等，2019），明确了混合式学习设计可遵循的关键环

节和步骤；面向智慧课堂的灵活深度学习设计框架

（彭红超等，2023），界定了智慧课堂场景下的学习

设计流程。

2）通用学习设计方法。这条路径旨在明确学

习设计应遵循的普适性原则和通用性策略，学习设

计可遵循创建认知冲突、鼓励分享和协作、发展反

思性思维、定期提供反馈等原则（Kali et al., 2009;
Law et al., 2017）；学习设计需关注目标、策略和情境

三个要素（Emin et al.，2009）；学习设计过程涵盖从

理论框架和实践范例中汲取灵感、构思和设计创

新、评估效果并反思过程等步骤（Mor & Mogilevsky,
2013）。

 2. 工具支持

这一着力点指推动学习设计工具创新，为教师

的学习设计提供技术支持。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工

具创新，以支持数据驱动的学习设计生态为目标，

遵循促进教学思想表达、共享和重用以及推动反

思的基本原则和理念（Laurillard et al., 2013）。
1）面向个体学习设计生命周期的工具。这条

路径旨在支持教师完成学习设计的抽象概括、设

计创作和部署实施等设计任务。例如，Course Map
提供“概览”模板，帮助教师抽象概括教学场景

并形成基本教学思路（Asensio-Pérez  et  al.,  2017）；
Collage提供设计内容框架、设计过程引领和设计

支架，支持教师高效完成设计创作（Hernández-Leo
et al., 2011）；Glue!PS能解析学习设计并自动生成

可在学习管理系统运行的学习设计（Prieto et  al.，
2011）。以上三类工具呈扩展、整合趋势，从而全

周期地支持教师开展学习设计（Conole  &  Wills,
2013）。

2）面向群体性社会交互的学习设计工具。该

路径重在满足教师群体围绕学习设计开展社会交

互的需求，促进设计理念、知识与高质量设计案例

的协同共创、共享交流与定制化重用。例如，

LdShake提供组建设计团队、分配成员角色和协同

编辑等功能，支持协同共创学习设计（Hernández-
Leo  et  al.,  2014） ；Cloudworks支持教师分享、评

论并重复使用学习设计（Conole & Culver,  2009）；
PeerLAND支 持 教 师 开 展 同 伴 互 评 学 习 设 计

（Papanikolaou et al., 2016）。
3）综合性学习设计工具平台。这条路径意在

同时满足教师完成学习设计全生命周期的设计任

务和群体性社会交互的双重需求。例如，整合学习

设计环境（the integrated learning design environment）
平 台 有 机 整 合了 WebCollage、 LdShake等 工 具

（Persico & Pozzi, 2015），不仅支持教师根据自身需

求个性化选择适配的学习设计工具，还支持教师在

社区中充分交流和共享设计思想。

 3. 决策支持

在智能时代，教师需要践行循证设计决策的基

本理念（Nguyen et al., 2020），从隐性的、经验导向

的教学设计决策逐渐转向明确的、证据驱动的学

习设计决策（冯晓英等，2020），充分释放和发挥数

据在设计决策中的价值。

1）分析学习设计方案以支持决策改进。这条

路径面向教师在学习设计规划创作阶段的设计决

策需要，它通过分析学习设计包含的内容，适时提

供多种干预，支持教师作出科学且高效的设计决策。

这包括结合学科、学段等信息，提供相近的优秀案

例资源（Masterman & Manton, 2011）；提供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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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先前学习过程特征等信息，帮助教师确定合

理的学习起点和目标（蔡慧英等，2021; Nguyen et
al., 2020）；结合设定的设计要素间关系，提供整体

性改进建议（Bafail et al., 2017）；支持教师模拟和分

析不同教学法、不同师生时间分配比例等设计决

策的可能影响与结果（San et al., 2008）。
2）分析学习设计实施过程与结果以支持决策

改进。这条路径面向教师在学习设计实施阶段的

决策需要，通过开展学习分析，挖掘学生学习过程

特征、评估和预测学习效果以及探究影响因素等，

为教师改进原有设计决策提供证据支持。这包括

挖掘在线学习的行为模式和学习路径（胡丹妮等，

2019），评价与预测学习水平、风险等级和通过率

等（Arnold & Pistilli, 2012），探究影响学习投入、知

识建构、学习持续性和学习绩效的关键指标

（Berry, 2017）。
3）分析设计与实施的全流程以支持决策改进。

这条路径面向教师在学习设计实施后改进原有设

计决策的需要，开展整合学习设计内容的学习分析，

提供包含教学情境信息的分析结果，为教师分析和

评判设计决策是否有效、如何科学精准地改进设

计决策等提供直接的证据（蔡慧英等，2020）。例如，

研究者通过分析学生对特定学习材料的参与度、

特定活动的学习持续性和学习路径，支持教师认识、

反思从而明确后续需要优化的设计要素及其改进

方向，包括删减不影响目标达成的学习活动或资源、

调整学习活动难度或增加学生难以完成的学习任

务的资源供给和时间配给等（Ifenthaler et al., 2018）。
 4. 共享支持

共享是将学习设计经验与智慧、设计资源与

案例等广泛汇聚、有效组织从而形成设计知识库

的重要方式。重用先进设计知识和高质量设计方

法有助于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以及推动设计创新。

为教师提供学习设计共享支持是研究者持续推进

的着力点之一，目前主要形成了四条学习设计共享

支持路径。

1）支持完整设计方案的共享。学习设计方案

可以被视为凝结着教师设计思想、经验和智慧的

数字化制品，支持完整学习设计方案的共享与重用，

有助于教师共享、比较和迁移更加情境化的设计

内容。研究者设计开发了学习设计共享库，例如支

持教师浏览检索、评论交流和复制下载的学习设

计数据库（McKenney & Mor, 2015），支持教师上传、

下载和使用社区学习设计方案的学习设计共享工

具（Charlton et al., 2012）。
2）支持部分设计资源的共享。它围绕特定的

设计内容，从真实的学习设计案例中采集并整理形

成结构化的学习设计资源（Conole, 2012），支持教

师使用这类资源完成设计过程。其典型代表是澳

大利亚的学习设计项目，它采集真实的学习设计方

案，基于学习任务、学习资源和学习支持的框架，

提取形成学习活动设计资源，包括学习活动分类、

每类活动的设计方法和要求、设计实例以及使用

建议和指导（Agostinho, 2009）。
3）支持有效设计模式的共享。设计模式具有

描述性、规范性和交流性等特征，是设计共享和重

用的重要单位和内容。支持有效设计模式共享指

按照一定的分类和表征方式，汇聚、组织和存储有

效的学习设计模式，形成在线设计模式库，为教师

浏览学习、共享交流与迁移应用提供体系化的设

计知识支持。典型的设计模式库包括教学策略设

计模式库（Sharp et al., 2003）、电子学习设计模式库

（Goodyear & Yang, 2009）等。

4）支持学习设计实施数据的共享。共享学习

设计实施过程数据和效果评价数据，有助于他人了

解学习设计的价值，并提高学习设计的适应性和可

应用性。它包括支持教师共享学习设计实施数据，

如教师记录和分享的实施学习设计的感受、评价

和反思，或在他人创建的学习设计下补充有关设计

实施效果的形成性评论（Michos & Hernández-Leo,
2018），支持教师直接上传学习设计实施过程和结

果的学习分析链接（Albó & Hernández-Leo, 2018）。
 5. 素养支持

智能时代的教师要成为学习体验的设计者、

共享者和研究者。提高教师的设计素养，有助于促

进其身份转变（Asensio-Pérez et al., 2017），也是破解

学习设计尚未对教学实践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困境、

促进教师真正开展教学创新的重要动力（Bennett et
al., 2017）。

1）设计素养发展的原则与理论基础。这条路

径旨在明确促进教师设计素养发展所需遵循的有

效原则和基本理论。例如，布洛达克斯等（Bolouda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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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8）提出了设计素养有效发展的四条原则，

即鼓励合作协同、共享设计理念，通过理论和实践

的结合解决学习设计挑战，使用图形化的设计工具

改善学习场景表征，培养专业合作的文化共建设计

知识。共同体理论、体验学习理论和设计学习理

念可以支持教师设计素养的发展（冯晓英等，2023;
Vasalou et al., 2022）。

2）设计素养发展的支持过程与方法。这条路

径重在明确教师设计素养培养可遵循的基本框架

和过程，例如基于协作学习策略的“思考—结对—
共享”式设计素养培养过程（Boloudakis et al., 2018）、
基于设计思维框架的“发散—聚合”式设计素养

发展方法（Vasalou et al., 2022）。参与式工作坊为

主要学习形式，涵盖（协同）创建、互评、共享、重

用、实施、反思和改进等设计类学习活动（Olney &
Piashkun, 2021；蔡慧英等，2020），以设计作品质量、

设计思维和参与式设计文化（Boloudakis et al., 2018;
Luka, 2014）为重点内容评价设计素养培养效果。

 （三）支持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的关键技术

与难点

 1. 学习设计的数字化表征

学习设计数字化表征指能够使用数字化工具

和技术创建、记录和共享学习设计的通用语言，涉

及学习设计包含的要素和属性等内容和要求（Albó &
Hernández-Leo, 2020），可为形式化编码、数字化传

输和解析学习设计提供规范和模型（Persico  &
Pozzi, 2015）。数字化表征是学习设计工具开发、

设计共享等的基础，决定了设计过程和结果是否规

范明确和易于交流、重用。

研究者（Persico & Pozzi, 2015）在数字化表征学

习设计方面提出文本式和可视化两类表征，前者通

过人工/形式语言和自然语言描述学习设计，后者

以图示化样式表达学习设计（Conole & Wills, 2013）。
其中，文本式表征按粒度分为三种（Agostinho,
2009）：粒度最小、面向实施态学习设计的表征，如

IMS LD、LAMS（Dalziel et al., 2016）等；粒度中等、

面向设计态学习设计的表征，如 E2ML、 LDlite
（Falconer et al., 2007）等；以设计模式为代表的粗粒

度表征，如亚历山大式表征（Law et al.,2017）等。

可视化表征可分为两种：一种以学习活动为线

索，按时间属性对设计要素及关系进行图形化描述

（Persico & Pozzi, 2015），如混合式学习设计可视化

表征（Albó & Hernández-Leo, 2020）；另一种侧重于

学习设计结果的可视化分析，如以饼图形式呈现学

习活动时间结构（San et al., 2008）。总体来看，研究

者在数字化表征学习设计方面热情较高，但尚未找

到能够被教师充分理解和广泛应用的学习设计数

字化描述方法（Agostinho, 2009），这也是当前急需

解决的基础性难题。

 2. 学习设计模式的自动化生成

学习设计模式（learning design pattern，LDP）指
针对特定教育教学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Goodyear,
2005; Law et al., 2017），它不仅是编码、交流和共享

设计经验的重要手段和最佳载体（Conole & Wills,
2013），还能促进教师将设计知识迁移转化为设计

决策（冯晓英等，2020）。
研究者在持续推动学习设计模式的表征、生

成、汇聚、共享和重用，生成技术与方法是推动学

习设计模式广泛应用的关键基础（Lotz et al., 2014）。
尽管质性归纳生成方法较成熟，但该方法高度依赖

专家经验，效率低且难以更新。因此，近年来研究

者开始探索量化挖掘范式，使用自动化生成技术，

寻求破解设计模式难以高效挖掘和充分应用这一

现实难题的解决方案。

一是数据基础。大量的学习设计是设计模式

自动化生成的必备基础，且既要满足技术取向下数

字化和规范化的要求（Brouns et al., 2005），又要在

内容方面达到高质量。尽管学习设计数字化表征

为学习设计的规范化提供了标准，但如何高效评价

和有效筛选高质量的学习设计仍需探索。

二是自动化生成技术。这是设计模式自动化

生成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研究者提出了包含数据

挖掘、潜在语义分析等技术的学习设计模式半自

动化生成设想（Brouns et al., 2005），开展了面向学

习设计实施数据、基于聚类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

的学习活动设计模式识别（Holmes  et  al.,  2019;
Rienties & Toetenel, 2016）。然而，真正基于大量学

习设计的模式自动化生成技术还有待探索。此外，

学习设计模式自动化生成应遵循怎样的路径和实

施过程还缺乏明确的理论框架和模型支持。

 3. 设计分析技术

设计分析技术指对学习设计方案、学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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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过程与结果进行分析（郭婉瑢等，2023），从而

为教师提供有关设计决策及效果证据，是支持循证

设计决策的重要基础，具有从庞杂数据中挖掘、呈

现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增强教师认知能力的优势。

设计分析技术是当前学习设计领域探索得最少的

主题（Albó et al., 2022），主要有以下两类：

一为面向设计态学习设计的分析技术。它以

学习设计方案包含的元数据为数据基础（Albó &
Hernández-Leo, 2021），以描述性统计为分析方法，

以仪表盘技术为可视化方式，分析与呈现关键要素

及核心属性和要素间的关系，从而支持教师及时研

判、反思和改进学习设计。例如，设计分析仪表盘

可呈现学习目标与学习活动的对应关系、学习活

动时长结构比例等（Albó  & Hernández-Leo,  2018;
Law et al., 2017）。

二为面向实施态学习设计的分析技术。它以

学习设计实施过程与结果数据为基础，采用聚类分

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典型的学习分析技术，探究学

习设计决策对学习的影响，为优化改进学习设计提

供支持。例如，有研究者关注探究学习活动设计模

式对学习行为、通过率和满意度的影响（Holmes et
al., 2019; Rienties & Toetenel, 2016）。然而，学习设

计与学习分析之间缺乏统一的话语体系和表征形

式（陈明选等，2022），分析指标由数据而非教学意

义决定容易导致分析结果脱离教学情境而难以应

用（Kennedy et al., 2013; Law et al., 2017）。因此，该

类设计分析技术仍需改进。此外，为教师优化改进

学习设计提供全过程证据链的、同时面向两种形

态学习设计的设计分析技术还鲜有探索，亟待突破

（郭婉瑢等，2023）。

 五、结论与思考

学习设计研究经历了传统课堂的教学设计、

技术增强的学习设计两个阶段后，已经进入智能时

代的学习设计阶段。智能时代的学习设计创新，纳

入了大数据、数字技术等新的教学要素，必将撬动

教师、学生、内容、数字技术等要素之间的关系重

构和教学流程再造，其核心目标是构建新的学习生

态与设计生态，即在三大理念、五个着力点和三类

关键技术的指导和支持下，促进教师开展具有理论

依据的、数字技术支持的学习设计创新，形成以学

为中心的学习新生态，帮助学生灵活学习、深度学

习、个性化学习；支持教师开展数据驱动的循证教

学改进、学习设计共享与重用等，构建数据驱动的

设计新生态。基于对国内外研究与实践现状的分

析，学习设计研究还需要在以下方向重点发力：

第一， 积极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

AIED新型学习设计框架与方法。本研究发现，随

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问世，AIED成为全球研

究者与实践者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但相关的学习

设计框架与方法极少。因此，研究者未来亟需探索

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 AIED新型学习设计模

式、框架、方法策略，为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撑

的学习设计创新提供方法支持。

第二， 积极推动数据驱动设计生态理念下的

学习设计工具创新。在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工具也

由单一的学习设计支持工具向综合性学习设计平

台转变，成为承载数据驱动的学习设计生态和支持

教师开展学习设计创新的关键载体，这需要融合学

习设计方法支持、学习设计过程支架支持、学习设

计决策与优化改进支持、学习设计共享与重用支

持、设计素养支持等多重功能。未来的学习设计

工具，应当是能够支持教师开展学习设计创新、数

据驱动的学习设计生态系统。

第三， 积极探索设计分析技术支持的学习设

计循证决策闭环。智能时代学习设计创新的关键

特征之一是数据驱动的学习设计循证决策支持，即

“以教学实践为基础、以数据证据为导向的持续

性创新和迭代发展（Laurillard et al., 2018）  ”。本

研究发现，尽管数据驱动的学习设计循证改进、设

计分析技术等正在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但相关理

论、技术、方法尚不成熟，仍处在探索阶段。研究

者亟需探索设计分析的模型框架、学习设计与学

习分析的统一化表征、设计分析算法、学习设计循

证决策的生成与服务机制等关键问题，形成基于设

计分析技术支持教师学习设计循证决策与改进的

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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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Design Innov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Concepts,
Focus Points and Key Technologies

HUANG Luoying， FENG Xiaoying， GUO Luwen & ZHANG Huike

（ Laboratory of Learning Design and Learning Analysi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Learning design innovation is the core of teaching model change and inno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How  to  facilitate  and  support  learning  design  innov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is  a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  This  study analyzed 314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learning  design  home  and  abroad  were  analyzed  using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learning design field went through three key
stages, and  currently  entered  the  stage  of  the  intelligent  era.  The  study  showed  that  learning  design
innov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took the data-driven learning design ecology as the core concept with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goal  orientation, including  four  concepts, five  focal  points, and  three  key
technologies.  This  study  provides  scholarly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learning
design inno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intelligent  era； learning  design；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l；data-driven； learning
design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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