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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慧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高端形态，对教育变革的方向起着引领的作用。该文首先对教育信息化和

智慧教育进行了思考，指出教育信息化是实现智慧教育的手段和途径；其次，阐释了智慧教育的内涵和特征，明

确了智慧教育模型建构的方向，在此基础之上，对智慧教育的基本思路进行了深入思考；最后，从智慧学习、智

慧研修和智慧管理三个方面，论述了实现智慧教育的有效路径，以期能够为智慧教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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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教育信息
化、教育现代化、智慧教育和智慧校园等等新名词
相继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但是很多研究者在还
没有搞清楚这些词之间的关系和差别时，就开始开
展轰轰烈烈的改革之路，如有人认为，只要建设了
教育云平台、智慧校园等，就实现了教育的变革和
创新，就实现了教育信息化，实现了智慧教育，其
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由此可见，很多教育者对
教育信息化和智慧教育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
以我们有必要探讨教育信息化和智慧教育之间的关
系，同时也应该对智慧教育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的
思考。

二、教育信息化与智慧教育

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领域中全面深入地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1]。目前，
教育信息化的开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是按
照原有教育体系的需要应用技术。这是原有教育体
系的信息化，是将技术贴到教育教学中去。这种做
法，更多的是提高教育教学效率，在效率提高的基
础上，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部分质量问题。比如在
管理上，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将各种信息汇聚在
一起，根据工作需要调取所需信息，特别是通过移
动终端，在不携带任何纸质材料情况下，可以随时
随地调取所需信息，大大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在
教学上，将相关学习及时提供给教师和学生，大
大提高了教学和学习的效率。这种做法，除了提
高效率外，从方便信息和资源获取的角度讲，是
一种信息和资源获取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在

管理工作上的作用明显，但是还不足以产生颠覆
性的作用。因为教学和学习不好的主要原因是教
师教和学生学的思路、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问题
引起的，有的甚至是教学目标定位有问题。这种
情况下，无论如何通过信息技术也解决不了质量
问题，这就需要研究出新的教学和学习思路、方
式方法，甚至重新定位学习目标。但在常规条件
下，大多数问题很难找到新思路和新方法。在没
有新手段、新条件的情况下，要想找到可操作的
新思路和新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种教育信息化的做法是，在信息技术条
件下，即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虚拟仿真等技术，针对教育教学的瓶颈问题，
探索教育新思路和新方法，再根据新思路和新方法
的需要，应用信息技术构建有效的支撑环境，来实
施新的教育体系[2]。这种做法，才有可能从根本上
解决教育教学的核心瓶颈问题，才是真正的教育信
息化，才有可能实现智慧教育。

关于智慧教育的概念，众说纷纭。祝智庭教
授指出：智慧教育就是通过利用智能化技术(灵巧
技术)构建智能化环境，让师生施展灵巧的教与学
方法，使其由不可能变为可能，由小能变为大能，
从而培养具有良好价值取向、较高思维品质和较强
施为能力的人才[3]。黄荣怀教授指出智慧教育是教
育信息化的高端形态，它是一种由学校、区域或
国家提供的高学习体验，高内容适配性和高教学效
率的教育行为(系统)，它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学
生、教师和家长等提供一系列差异化的支持和按需
服务，能全面采集并利用参与者群体的状态数据和
教育教学过程数据来促进公平，持续改进绩效并孕
育教育的卓越[4]。从以上两种智慧教育的定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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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信息技术为智慧教育的实现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本文认为智慧教育是指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信
息技术的支持下，让学生能够主动学习、根据自己
的需要学习、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学习、找到适合
自己的学习环境学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伙伴学
习、得到最适合自己的教师帮助学习，逐步形成系
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性思维能力。在智慧教育视域
下，能够对教育教学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测与调控，
最大限度地将师资、设施设备、场地等教育资源合
理、均衡配置；能够将优秀教师的教学智慧和典型
学生的学习经验实时提供给每一个学生和教师，改
变优质教育智慧的供给形态等。因此，智慧教育的
核心特征就是学生智慧成长、教师智慧教、学生智
慧学、管理者智慧管、教师智慧成长、学校与家庭
智慧沟通等。

智慧教育的实现，需要变革传统的教育模型[5]，
构建智慧教育模型。智慧教育包括智慧学习、智慧教
学、智慧管理、智慧研修等方面，实现智慧教育的基
础是智慧教育模型，包括智慧教学、智慧学习、智
慧管理及智慧研修等要素，如图1所示。该模型是
在培养学生综合解决问题能力、学科素养及多元智
慧框架下，利用技术构建有效学习环境，更好地完
成教学活动，使学生智慧得到长足和多元发展。智
慧学习是指学生在智慧学习系统的支持下，能够动
态掌握自己的学业水平和学习能力，在不同课程内
容的学习上定位合适的学习层次，选择合适的学习
方式，得到最适合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找到最佳的
合作伙伴，获得最有效的教师指导和帮助等完成
学习活动[6]，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最有效的学习活
动，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健
全人生品格，建构完整的学科知识和能力体系，形
成系统的思维能力，特别是创新性思维能力和善恶
辨别能力，多元智慧得到长足发展。智慧教学是指
教师能够动态监测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况，并根据
学生的情况，引导、组织、指导学生定位合适的学
习层次，选择合适的学习方式，找到合适的学习环
境，提供有效的学习指导，建立合适的学习群体，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虚拟仿真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网和调控
系统，帮助学生随时随地开展个性化学习[7]。

三、智慧教育的基本思路

按照原有教育体系的需要，直接应用信息技
术，在管理工作中会产生明显的效果。但是，在教

学和学习中，想要引起革命性的变化是非常困难
的。因此，按照这种方式，要想通过信息化实现智
慧教育的可能性非常小。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只有
采取第二种信息化实施路径，才真正有可通过信息
化实现智慧的教育。

教育信息化路径选择正确之后，接下来的问
题是如何通过教育信息化，来实现智慧教育。具体
讲，就是教育信息化从教育教学的哪些方面发挥作
用才能够实现智慧教育。

要回答这一问题，应从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智慧
教育，确定出实现智慧教育的瓶颈问题，探索出破
解这些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教育)；找出实施
新思路、新方法遇到的条件障碍；在此基础上，系
统研究通过信息化如何提供实施教育新思路、新方
法所需要的新条件。

教育到底做到什么样才是实现了智慧教育呢？
现在，大多数评价标准更多侧重在环境、设备、师
资队伍等方面，这些都是基础保障条件，不是核心
标志。智慧教育的核心标志应当以学生培养结果和
学习过程优劣为主要依据。其中，至关重要的衡量
依据应当是学生的学习过程。具体说，智慧教育是
否真正实现了，从学生角度看，就是学生认同、主
动学习，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学习，能够按照适合
自己的学习方式学习，能够找到最适合的学习条件
完成学习活动，能够找到最适合的教师引导、组
织、指导自己完成学习活动，能够找到最适合的伙
伴共同完成学习活动等，是否真正做到了。

要实现这样的教育，在常规条件下，几乎是不
可能的。现在的学校，大多数情况是一个教师面对
至少40多个学生，要实现让每个学生按照适合的方
式、适合的条件、适合的教师、适合的伙伴开展学
习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现有的学校组织形
态下，普遍遇到的困难包括：(1)学生的学习兴趣没
有被激活到最高点，因此，学习不可能达到最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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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慧教育模型构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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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2)教师设计好了教学流程，所有学生是按照统
一流程开展学习活动的。教师所设计的教学流程，
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尽可能满足更多学生的需要，无
论如何也不可能满足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化需要。因
此，课堂教学基本上是计划的，严重缺乏个性化；
(3)最好的教师只能服务于所负责班的学生，不可能
为其他班级学生提供服务，因此，教学不可能是高
位均衡的；(4)无论是教师对于教学的改进，还是各
级管理人员对管理工作的改进，大多数都像中医一
样，更多的是靠经验，望闻问切，以此判断课堂教
学的总体情况，管理工作的总体情况等。每个学生
的学习过程好坏情况，每项工作的具体质量情况很
难准确判断，因此，无法做出精准的调控和管理；
(5)学生的系统思维能力、创新性思维能力培养普遍
欠缺。大多数教学，更多的是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
学习和技能的形成，系统思维能力和创新性思维能
力培养非常缺乏。

综上所述，教育信息化应聚焦以上实现智慧教
育的核心瓶颈问题，应为构建能够解决教育瓶颈问
题的新教育提供全方位支撑。教育信息化不是最终
的目的，只是途径和手段，通过教育信息化构建全
新的教育体系，解决实现智慧教育所遇到的瓶颈问
题，进而实现智慧教育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教
育信息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教育，改造学习，只有
实现了改造，才是真正的教育信息化，才是真正地
实现智慧教育，如图2所示。

四、实现智慧教育的有效路径

(一)实现智慧学习的有效路径
要想构建智慧学习的有效路径，我们最主要

的就是找到学生学习中普遍存在的本质问题，针对
这些问题找出破解本质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们认
为当前学习存在的普遍问题主要包括学生对所学知
识的认同度不高、学习过程缺乏精准调控、计划课
堂缺乏个性化、创新及系统思维能力普遍欠缺以及
难以获得最好老师和最佳伙伴等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本研究认为应该在“互联网+”、大数据、虚
拟仿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下，探索破解教学和
学习本质问题的新教育体系。在此基础上，以点带
面，全面推广新教育体系，如图3所示。其中，学
生培养目标库是智慧教育的内核，学生学习大数据
能够为教师提供学习结果的反馈，同时也是调控和
管理学习过程的一种途径或手段。

1.明确智慧教育内核，培养智慧的人
智慧教育的核心是为了培养智慧的人。在常

规教学中，我们所学习的新知识大多是教师直接传
授，学生不清楚为什么学习这些知识，学习这些知
识之后，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就导致了大多数
学生对知识的不认同，甚至出现迷茫感。基于这种
情况，本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
面，我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创设情
境；另一方面，我们要将知识进行还原，以任务或
问题的形式将知识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在完成任
务或问题的过程中，构建学科基本知识体系，并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体系和学
科能力体系，最后培养学生的智慧，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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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学习大数据，构建教育调控系统
在学科培养目标库的基础上，为每个学生建

立学习大数据，具体包括每一个知识点目标库中所
有问题和任务是否能够解决或完成，相应的方法体
系建构的完整程度，每一个任务或问题、相应方法
体系的学习方式等。依据学生学习大数据，建立学
生每一个知识点学习微调控，帮助学生及时调整学
习层次、学习方式，使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层
次和方式；教师对全班学生的总体学习情况进行调
控，根据全班学生总体学习情况，及时为学生提供
学习路网和建议的学习方式，从而真正地通过大数
据和“互联网+”实现教学和学习的精准调控和管
理，具体如图5所示。

3.建立智慧学习路网，改变资源供给形态
学生在学习某一知识时，不可能随时随地得到

最适合自己教师的指导和帮助。正常情况下，课堂
上教师要面对全班学生，只能选择适合大多数学生
学习活动的统一教学模式，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因材
施教。而课后学生更无法得到教师的个性化指导和
帮助，同样也很难找到最佳学习伙伴的共同交流。
由此可见，在常规教学条件下，要想解决高位均衡
问题是不可能的。借助“互联网+”、大数据、虚
拟仿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按照每一个知识点听
讲、自主导学和探究等不同学习方式的需要，分类
建立个性化学习路网，包括支撑资源与工具，教师
分层讲解和指导微课，学生学习经验分享微课等，
改变优质师资教学智慧和学生典型学习经验的供给
形态，将最好教师和最佳伙伴的教学智慧和学习经
验积淀在学习路网中，最大限度地将优质师资资源
和典型学生学习经验随时随地提供给所有需要的学
生，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互联网+”的思维方

式，才能真正给教育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具体如
图6所示。

(二)实现智慧研修的有效路径
智慧教育主要表现为一种教育境界，应当渗

透在教育教学当中，教师作为教育目的、意义和
任务等的直接体现者、承载者和实践者，是智慧
教育实践中最重要的角色[8]。教师研修是提升教师
专业能力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对智慧教育理念
的落实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部关于深化中小
学教师培训模式改革全面提升培训质量的指导意
见》(教师[2013]6号)提出：“各地要积极推进教师
网络研修社区建设，推动教师线上与线下研修相结
合，虚拟学习和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混合学习[9]”。由
此，本研究认为智慧研修的实现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

1.明确现代教师能力培训的方向
智慧教育聚焦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了学生对知

识不认同、课堂缺乏个性化、学习过程缺乏精准调
控以及难以获得最好老师和最佳伙伴等，因此，教
师能力培训的方向要有针对性。教师培训的方向包
括了知识还原、环境准备、引导指导和检测评价。
知识还原针对的是学生对知识认同度不高现象，主
要提高教师将知识还原为问题和任务的能力；环境
准备针对的是课堂缺乏个性化问题，主要是指导教
师如何构建个性化学习环境，从而实现学生的个性
发展；引导和指导针对的是学生难以获得最好的老
师和最佳伙伴问题，主要培养教师如何组织、指导
和引导学生，使他们获得最好的帮助；检测评价针
对的是学习过程缺乏精准调控问题，主要培训教师
如何对学生学习质量和行为状态数据进行监控和评
价，具体如下页图7所示。

2.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培训体系
本研究中的混合学习模式指的是在信息技术

支持下，将网上培训和传统的面授指导相融合的一
种模式，从而达到相互补充，互相融合的研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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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了在线培训、交流讨论、教学观摩和集体
备课四个模块。在线培训主要是让教师注册账号，
在线观看优秀的教学案例，完成网络研修，或利用
网络上大量的优质资源，完成自主研修；教学观摩
主要指的是教师亲自到实践中去观摩，从教学中吸
取教学经验和技巧；交流研讨是教师针对共性的问
题，组织在一起开展有针对性的研修活动；集体备
课是以教研组为单位，组织教师集体研读课标和教
材、分析学情和反馈教学实践等活动，如图8所示。

3.建立智慧研修系统
智慧教师研修系统包括了网络基础设施、软件

支撑工具、区域均衡管理、借助教师智慧和学生智
慧生成的资源、教学模式以及教育云公共服务平台
几个模块。智慧教师研修平台依托于云计算技术、
“互联网+”、大数据和虚拟仿真等技术，借助软件
支撑工具集和网络基础设施，在学校、学科带头人和
教师的共同参与下，实现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如图
9所示。通过录播教室、多媒体教室和资源等，生成
优质的资源，实现优质资源的大规模复制与共享。

4.实现智慧管理的有效路径
智慧管理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聚焦教

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探索一条由管理
转变成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在教学管理中
存在着学生学习质量、日常行为监测与评价困难； 
教师教学、管理水平监测及评价困难；教师间、教

师与家长间、师生间、管理者与教师间、管理者与
家长间、管理部门与学校间等的沟通不够及时与畅
通；管理者及时了解学校、区域教育状况困难；教
育运行状态及时预警、动态科学决策困难等。针对
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单纯地通过管理是很难从根本
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探索一条由管理向治理转
变的信息化路径。本研究认为实现由管理向治理转
变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方向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考量，
如图10所示。

如图10所示，该智慧管理系统能够提供四个核心
功能，即汇集数据、规范过程、预警和决策支持。汇
集数据主要是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教育教学中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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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数据，从而全面地了解教育状况；规范过程主要是
指规范工作流程，支持业务流程创新；预警和决策是
指通过动态监测学校、教育局及相关部门运行状态，
为各级管理人员科学决策、合理配置资源和优化管理
等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智慧管理的关键是能够按照教
育相关部门的各项工作流程，全部连通。

五、结束语

智慧教育的实现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实际
上，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信息技术的进
步为教育服务的智慧化水平创造了条件[11]。在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支撑下，智慧教
育实现了以下三个改变：

(一)改变知识和信息获取方式
将知识与信息转变为电子资源，通过搜索引

擎、电子书等方式，帮助学生和教师快速获得知识
与信息，改变知识与信息获得方式，提高知识呈现
效率。这种方式，无论是学生自己学习，还是教师
讲解，都有很直接和明显的作用。

(二)改变知识呈现形态
理、工、农、医等学科的大多数知识，都是

学习自然现象、自然规律，以及应用这些规律解决
实际问题的方法等。这些知识的学习，通常是通过
抽象的文字，结合图形图片等呈现出来。以这种方
式所呈现的知识，让学生自己理解，非常困难。通
过教师讲解让学生理解知识，也存在很大的难度。
100个学生听教师讲解，可能会有100种理解。要想
让学生容易理解知识，最好的办法是将知识本来的
面貌直接呈现给学生。但是，在常规条件下想将知
识的本来面目直接呈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
此，利用多媒体、虚拟仿真、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等技术，将抽象知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形态，对于
教师讲解和学生理解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对于电磁炉工作原理的学习。没有火
苗，没有电阻丝，电怎么就变成热了呢？对于很多
学生而言，通过书本或者老师原有方式的讲解，非
常难以理解。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虚拟仿真技术，
直接模拟出电磁炉打开开关后出现电磁场，放上铜
锅、铝锅、陶瓷锅等没有任何反应，放上铁锅、不
锈钢锅马上就产生涡流了，涡流流动使锅加热。通
过这样的技术应用，无论是学生学习，还是教师讲
解，都变得非常容易了。

(三)改变知识学习方式
一看就懂的简单知识不需要探究，疑难复杂的

知识最需要探究。探究是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形成
系统思维能力，特别是创新性思维能力最有效的途

径。探究需要环境和工具，仅靠书本、常规教具和
实验环境是很难提供探究所必须的条件。因此，借
助虚拟仿真、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能够为
探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环境。

通过虚拟仿真、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提
供的探究工具，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现实环境
呈现，为探究提供基本的实际环境，帮助学生全面
了解知识产生的实际场景，为探究提供必要的情境
和线索[12]。具体实现方式有3D情境漫游、3D虚拟
仿真、增强现实等。二是实际探究操作环境模拟，
为探究提供基本的操作环境。具体实现方式包括虚
拟仿真工具和增强现实工具两种[13]。

比如，以平面镜成像规律的学习为例。如果让
学生直接学习书本，或教师直接讲给学生，对于大
多数学生来讲并不一定喜欢学习。最好的方式是让
学生有机会直接探究，通过探究，总结归纳出平面
镜成像规律。但这在常规条件下很难操作，借助虚
拟仿真和人工智能技术，模拟出探究工具和环境，
让学生有机会直接去总结归纳出平面镜成像规律，
对于学生的探究学习而言，就变得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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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isdom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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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sdom campus is a new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wisdom campus and digital campus, wisdom education,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other 
related concept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people-oriented” and the core goal of providing service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earners. Secondly, this paper proposed some main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isdom campus, including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wisdom campus, considering the orientation and advantages 
of colleges, defining working direction,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innovating the system mechanism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order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isdom Campus. Thirdly, combining practice and think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some methods of S univers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isdom campus, including the “Three Servic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 university, “6A6C” top-level design, overall framework, the technical architecture and som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innovation 
initiatives.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the wisdom campus construction as an opportunity,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level 
industry characteristic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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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high-end form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wisdom education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direction of educational 
change. This paper first makes a reflection on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wisdom, points out that the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s a tool to realize the wisdom of education; secondly,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sdom of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wisdom education model,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reflection on the basic ideas of wisdom education; finally, three 
from the aspect of learning wisdom, wisdom and intelligence training management,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wisdom 
of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wisdo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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