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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慧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高端形态，契合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目标，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和

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而全球智慧教育大会为开展智慧教育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文章基于 2024 全球

智慧教育大会上各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探讨了智慧教育在加快教育数字化变革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全

过程、全领域、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形成可持续的智慧教育生态，以及科教融汇、产教融合

支撑智慧教育创新等方面，描绘了智慧教育理想蓝图，并提出支撑智慧教育创新实践的关键路径，以推动智慧

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实践，加强国际理解和国际传播，促进教育变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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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驱动着全球教育的顺应与调整。

2024 年 8 月 18～20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主办的“2024

全球智慧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以“教育变革与国际理解”为主题，围绕智慧教育

政策、技术和实践，共举办了 16 个主题论坛、11 个专题活动（包括高级别对话、圆桌讨论、工

作坊等），发布了《数字转型视野下智慧教育的国际理解》研究报告，颁发了“全球智慧教育创

新奖”，并通过“智慧教育展”展示了行业最新的智慧教育产品与服务。来自全球 60 多个国家

和地区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们济济一堂，共议人类教育的未来。 

一 增进智慧教育国际理解，描绘智慧教育理想蓝图 

1 数字革命开启智慧教育元年 

2008 年，IBM 首席执行官 Palmisano 在“智慧地球：下一代领导议程”报告中首次提出“智

慧地球”（Smarter Planet）的概念[1]。此后，随着“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概念的出现，各

种传统概念被赋予“智慧”的内涵，智慧教育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前沿学术方向，其相关研究

成果呈日益增长的趋势[2]。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聚焦教育、数字化发展等重点领域，“推动数字化服务普

惠应用”[3]，并将智慧教育列入十大数字化应用场景；而《“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要求

深入推进智慧教育[4]，大力开展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进一步完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Vol.34 No.11 2024 

37 

智慧教育可被理解为一种智慧教育系统，也就是说，“智慧教育（系统）是一种由学校、区

域或国家提供高学习体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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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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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展智慧教育需要系统谋划、科学规划，需要各国相互交流、借鉴，搭建政策对话与交流

平台，深入交流智慧教育的新理念、新经验、新战略和数据治理标准、安全伦理保障等政策层

面的话题，共同探索发展智慧教育的可行路径、科学方法和有效策略。对此，同济大学校长郑

庆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科技教育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人工智能正在打造未

来教育新形态，在人工智能赋能下已经形成了师、机、生三元模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教授赵沁平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提出：信息技术进步不断推动教育数字化发展，随着

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智慧教育应运而生。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从

经济社会发展对人之需求变化的角度提出：需要培养适应数字时代的创新人才，因此应高度重

视数智教育。 

而从教育数字化变革的视角来看，智慧教育的新特征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国家或区域

智慧教育的表现性特征（即智慧教育的“发展目标”），包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全面发展的

学习评估、泛在智慧学习环境、持续改进的教育文化、教育包容与公平；二是智慧教育的建构

性特征（即智慧教育的“实践路径”），包括构建学生积极参与的社交社群、确保合乎伦理的技

术应用、制定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计划、设计可持续的教育改革规划、加强有效的跨部门跨域

协同。 

2 智慧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数字技术正成为推动教育变革的引领性力量。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将教育数字化变

革列为五大重点行动之一，可见教育数字化变革已然成为全球共识和时代潮流。教育部副部长

王嘉毅提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化在推动教育变革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已连续三年

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主要内容包括：①集成优质资源，建设国家教育数字化公共服

务体系；②加强人工智能应用，推进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③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全

球教育数字化变革贡献智慧和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 Stefania Giannini 指出，

大会的“教育变革与国际理解”这一主题对于国际教育界来说非常及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利

用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潜力，一直致力于提升数字技术对道德、社会、经济等的正面影响。 

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也给教育带来了诸多挑战，主要体现为数字化基础设施不足、数字

隐私问题、数字鸿沟问题等。马尔代夫高等教育、人力和技能发展部部长 Maryam Mariya、波黑

民政部部长助理 Adnan Husić 和塞舌尔教育部部长 Justin Valentin 均提到：以上问题阻碍了智慧

教育的顺利开展。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长 Habibah Abdul Rahim 从教育科技对未来教育影响

的角度抛出了以下问题：教育科技能否适应本地的学习环境？教育科技的力量会不会把学习者

抛在后面？教育科技的利用是不是可扩展的？教育科技的使用是否会支持可持续的未来教育？ 

3 智慧教育是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于吉红表示，当前科技与教育双向赋能、深度融合，智慧教育的创新发

展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这一历史机遇，一要坚持育人为本，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培

养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数字能力；二要坚持问题导向，突破实践难题，促进智能技术规范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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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地融入教育生态；三要坚持守正创新，促进智能时代教师能力素养的提升，使之成为适应并

推动智慧教育革新的核心动力。面对人类即将迎来人机协同的文明新形态，为顺应数字时代潮

流，以人工智能推进教育变革，王嘉毅发出三点倡议：一是加强政策对话，携手推进智慧教育

发展；二是加强资源共享，促进教育更加包容公平；三是加强能力建设，共同打造智慧教育新

图景。智慧教育不仅是教育发展的新赛道，更是数字化教育的新优势，政策保障、技术条件和

数字化转型是智慧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①政策是推动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关键保障。智慧教育是教育变革的重大工程，既要保障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融入教育生态的规范性和有序性，也要利用新技术助力形成精准、高效

的教育应用和治理机制。喀麦隆基础教育部国务秘书 Kilo Vivian Asheri 提到喀麦隆制定了多个

与教育系统转型有关的政策文件，包括国家发展战略、教育和培训部门战略、信息和通信技术

政策、高等教育法律、包容性教育政策、学前教育政策、各级教育系统改革措施等，以适应新

的社会发展需求。青海省教育厅副厅长甘昌福表示，青海省正着手编制《青海教育数字化发展

规划（2024-2027 年）》，并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以对全省数字教育化进行统筹规划和布局。 

②技术条件是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构建数字化教育系统的重要支撑。新技术具有一定的复杂

性，这就要求全面理解和实施智能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且利益相关方、社会公众

要广泛参与并共同推进。赵沁平教授阐述了虚拟现实技术产生的影响，包括超越 VR 1.0 的现有

能力、迈向 6I 特征的 VR 2.0 时代，以及互联网技术发展对未来教育的影响，需要物理世界和虚

拟世界相融合。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潘伟贤提出打造虚拟教学环境，特别是为特殊学习者创建

具有包容性的虚拟教学环境，使教师能够根据学习者的特殊学习需求调整教学，助力特殊学习

者更好地学习。 

③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新换代，更是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教育数

字化转型是持续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或手段来变革教育系统的过程，需要在教

育系统中实施全学段、全要素、全流程和全领域的数字化。广东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胡钦太提出

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四条路径，包括：其一，系统构建教育数字化教学改革的新模式、新架构、

新方法、新体系；其二，以教育思想和理念变革为引领推动教学创新；其三，打造可视化学习

和教学资源，促进资源共享；其四，构建多类型数字协同服务共同体。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

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指出，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应注重人机结合的分布式教育智能，

在课程体系上应构建“一核多境”（即以“多变”的真实情境、“多样”的智能工具承载“不变”

的核心内容）的课程内容、动态重组的课程结构、虚实融合的课程形态和知识创生的教学范式，

形成动态开放的学校组织，以支持个性化、差异化、协作化的教育。 

二 推动全领域数字化转型，形成高质量、包容和可持续的智慧教育生态 

全领域数字化转型涵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会培训

等教育领域，同时兼顾城市、农村等地域的均衡公平。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

各国陆续出台了数字化发展战略，并将教育数字化作为国家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

全领域数字化转型，将有助于形成高质量、包容和可持续的智慧教育生态。 

1 数字技术善用让儿童的学习、发展、成长更生动 

数字技术能为幼儿发展提供丰富、适宜的课程资源，创设生动有趣的活动情境，增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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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感与信息的偶遇性，更好地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在合作探究中持续深化现实与虚拟相互

嵌入的教育活动[6]。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陈光巨指出，引入数字化手段可以为孩子们提供更加

个性化、科学化、高效化的学习体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晓巍分析了家庭数字育儿的实践样

态，强调媒介利用与媒介干预并重，要纠正孩子不良的媒介使用习惯，使其遵守媒介使用规则，

并能正确鉴别和选择媒介产品，同时在数字育儿方面为家长提供专业支持。当前，数字技术正

在不断改变学前教育模式，成为了引领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①拓展应用场景，使学前教育更加多样化、个性化、智能化。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局长章

建平指出，学前教育数字化可分三步走：第一步，建成一套数智幼儿园系统，聚焦于建好学前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点”；第二步，形成全区幼儿园的数字化应用路径，以“点”连成“线”；

第三步，打造数智幼教共同体，形成协同育人普惠发展的“面”。江苏省扬中市教育局局长方学

建分享了两个经验：一是全区域内共享数字信息资源；二是在教育提质上注重遵循全区域的数

字伦理，形成数字伦理公约监督机制。 

②创新教学全流程，让资源实现共享，以实现多层次教学需要。香港艾蒙特国际幼稚园校

监林明祥阐释了深度学习对于幼儿的重要性，认为深度学习能够提升儿童应用批判性思维解决

复杂问题的能力；在支持儿童的深度学习中，教师扮演了关键角色。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幼儿园

园长田慧分享了项目化学习案例，内容涉及项目学习的步骤、项目选题、项目网络图的预设、

项目的预设、驱动性问题的设计等。 

2 基础教育数字化为学生打造灵活、可持续的教育新模式 

在人工智能时代，基础教育目标应进行新定位，其整体的发展将朝着智能化、数字化、学

习化方向转型[7]。余胜泉教授指出，培养目标转型的关键，是释放人机结合的分布式教育智能，

培养“高级智能主体”，使其拥有驾驭机器的能力和超越机器的智慧。伊斯梅尔咨询公司创始人

Kristina Ishmael 认为，AI 与基础教育的融合主要体现为 AI 用于领导力的提升、政策伦理法规框

架的构建、学习成效的评估等。目前，基础教育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必须抓住教育数

字化带来的重大机遇，以打造可持续的新型教与学模式。 

①人工智能技术给基础教育带来了新挑战。余胜泉教授提出了“认知外包”的概念，将认

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提出认知外包是一种人机结合的思维方式，是人内部的头脑与外部工具

紧密合作的过程，其核心是达到内外部认知的平衡。在基础教育领域，如果一味地将认知过程

交给人工智能处理，那么内部与外部的认知将出现失衡、割裂的现象，从而产生主体丧失的风

险。埃及教育部第一副部长 Randa Shaheen 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既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让

人类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生存危险，所以要将人类的行动整合起来，保证人类的独立性，从而

达到人机的发展平衡。 

②“云教育”将成为未来学校发展的新战略。网龙网络公司高级副总裁兼 CTO 陈宏分享了

基于 AI 的新型教育空间，包括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疑问时可以像真人一样实时切入进来提供

帮助的 Innovation Hub、可以模拟多元实训空间供学生实际操作的 Vocational Hub、让考试可以

在任何地方进行的 Exam Hub。深圳市云端学校校长龚卫东提到，首批云端学校含有全市 10 个

区的 13 所入驻学校，形成了“1+N”学校共同体，可以带动各入驻校协同发展；同时，云端学

校打破了“名校名师”孤岛效应，实现了师资、课程、教研等资源的全区域互联互通。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数字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曹培杰结合云端学校的模式构想了未来学校，并用两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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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云教育”“实践场”来诠释未来学校的三个创新，即空间再造、课程重构和学习变革。 

3 人工智能重塑更具韧性的高等教育新样态 

人工智能的应用，使高等教育呈现出了新样态，包括教学内容的智能化生成、学习过程的

个性化分析、科研数据的智能化处理、教育管理的精细化决策等。教育部高校教学信息化与教

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兼威海校区校长徐晓飞认为，高等教

育的新形式，如敏捷教育、智慧教育、面向服务的教育、元宇宙教育以及未来的“AI+元宇宙+

高等教育+服务”等，将会有新的模态和新的空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郑庆华指出，

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已形成了四种科学范式，即早期的经验范式，之后是理论

范式、计算范式，最后是数据驱动范式；而人工智能正在赋能科学研究，将催生新的科学研究

范式。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入，在这个过程中需认识到： 

①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重构人才培育体系，要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同时，

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打造更有韧性的教育系统。中国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高东锋针对人工智

能赋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创新工作提出四点建议：其一，提升认识，主动变革高等教育发展理

念；其二，创新形态，加速变革高等教育教学要素；其三，科教融合，创新变革人工智能人才

培养方式；其四，真抓实干，变革高等教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

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郭新立针对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加强国际政策的

对话与合作，携手推动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其次，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开放，促进

教育包容公平；最后，加强教师智慧教育能力建设，推动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变革。 

②在数字化驱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富有创意的战略和思路。而加快人工智能在

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支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教学方法的改革、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

构建智能化、网络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是推动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提

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8]。徐晓飞教授强调要培养 I 型、T 型、π 型三种人才——I 型人才是指

仅具有某项专长的人才，T 型人才具备社会和产业所需的综合能力，而 π 型人才是具有两项及

以上专长且有丰富部门经验、更受产业界欢迎的人才。香港教育大学校长李子建提到智慧教育

要注重提供动态的、互动的、个性化的学习体验，赋能学生适应迅速变革的世界，并特别强调

要开展计算性的、思维性的教育。 

4 数字化教学让学习融入整个职业生涯和日常生活 

数字化教学的发展，为终身学习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并促使学习融入整个职业生涯和日常

生活。数字技术嵌入松散的终身学习体系所引发的传统教育方式向数字化教育方式的转变，不

仅可以加速推进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一体化、数字化与协同化，

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各类教育的融合创新，进而建成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9]。国际开放与远程

教育协会秘书长 Torunn Gjelsvik 指出，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要求人们持续学习新技能以适应新

职业，并利用数字化工具如人工智能来推动个性化学习、减轻教师负担。国家开放大学副校长

李松从六个方面分享了本校服务教育强国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对策与行动，即强化体系协同、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速数字化赋能、强化实践应用、探索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新路径、深

化国际合作交流。 

数字技术迭代推动教育供给体系的重构，需要解决终身学习面临的诸多挑战。国际开放与

远程教育协会大洋洲地区质量网络协调中心主任Rajni Chand提到，部分地区由于地理区域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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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有限、数字鸿沟等问题，正面临教育不均衡、师资匮乏等挑战，无法

实现数字教育和终身学习。巴布亚新几内亚戈罗卡大学副校长 Teng Waninga 提到数字科技带来

了机遇，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太平洋小岛国家在发展数字科技方面面临巨大挑战，缺少适

当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教师培训课程不足、资源和资金不足、语言文化障碍、政策的不稳定性

等都是制约数字教育推动终身学习的因素。 

三 强化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全要素数字化转型涉及教与学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包括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模式、

评价方式、教师能力、学习环境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将会影响我们的教学、学习乃至整个社

会发展的方式，而建立有效的教育环境、培养面向未来的学生和师资队伍、创新数字化教学模

式和方法、改革数字化管理和评价反馈、建设有韧性的智慧教育系统、制定完善有效的数字化

政策并进行统筹规划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 

1 智能化教学，实现未来教师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赋能的未来学校，将更加注重师生的个体差异与体验，以智慧“诊断”作为提供

人本服务的依据，以“富媒体”化形式提供多样服务资源与服务路径[10]。而教师是教育发展的

第一资源，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影响教师的角色。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局长张治发布了“教育

资源的智能化改造——最美的‘光合作用’教学资源颗粒”研究成果，该成果由网龙智慧教育

产品“未来实验”团队运用 3D 教育引擎技术、AI 自动化生产工具等研发，是一个陪伴学生成

长的智能体，能够根据学生的特征、个性、学习进展而呈现不同的形态，并推送适合的资源或

任务。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一级调研员鹿旭忠提出了教师角色塑造的四点建议：①加大政策支持，

开辟教师队伍建设新赛道；②强化数字素养，塑造未来教师新角色；③依托智慧平台，探索教

师专业发展新模式；④加强国际交流，共享教师智能培养新经验。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祝智

庭认为智慧教育重在教育智慧，而教育智慧主要包括数据智慧、教学智慧和文化智慧，还提出

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型——融智课堂，旨在将人工智能融入课堂教学，促进师生之间的多向互动。 

2021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2021 年数字教育展望》，强调教师的数字技能不仅仅

是掌握技术的能力，还包括将数字技术、工具和数字资源融入教学法的能力[11]。未来教师需要

不断学习和适应、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充分利用这些技术提升教育效果。教师是建成高质

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如何应用人工智能为教育强国建设培养优秀的未来之师是重要的时代

命题。华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胡小勇指出，为教师

培养全过程赋能，一方面要把握未来之变，将培养教师的智能教育素养纳入教师培养目标；另

一方面要应用人工智能，为优化教师培养的新途径注入新动能。香港教育大学人工智能和数字

能力教育中心主任江绍祥认为，问题解决能力是计算机思想教育的核心，教师需要指导学生学

会自主解决问题，并提醒大家要保持人类的智慧和独立思考能力，避免过度依赖 AI。 

2 数字化成长，促进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 

智能技术扩展至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给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其深

度与广度均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睿道 CEO 南昊提到，目前在心理健

康领域率先实现了多模态融合的垂直应用，此应用将大模型作为核心控制器，强调智能体与信

息之间的动态交互、推理与规划能力的整合、记忆与反思机制的建立、工具使用与执行任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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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提高，以及与外部交互过程中能力的不断提升。上海体育大学校长毛丽娟分享了本校面向

家长和学生打造的上海市学生体育素养监测、分析与智慧服务平台，以及自主研发的 3D 智能辅

助训练系统，可以监测青少年运动员的大脑活动，建立不同运动项目、不同竞技水平运动员的

最佳心理状态模型，以此实现对神经和心理的调控。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其以青少年身心健康和成长问题为导向，坚持自

主创新，加强原创性基础理论成果和技术的应用示范，以引领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要强调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到 2035 年要实现建成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目

标。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杨大研提出要科学应用数字技术，加强对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的研究，智能化发展数字技术，赋能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圣雄甘地

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所长 Obijiofor Aginam 表示，教育系统必须具备解决学生心理健康

问题的能力、必须加强对心理健康的支持。 

智慧阅读是培育青少年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更是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边玉芳提到，要引导广大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从阅读中享受乐

趣、感悟人生、获得成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指出，受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人

工智能等的影响，数字阅读、智慧阅读迅猛发展，并已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阅读方式；从国际

层面来看，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倚重科技、人才、知识等智慧领域的竞争，而阅读是其

基础，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高度重视阅读特别是青少年阅读，以提高本国在创新发展方面的

引领作用。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小学图书馆与阅读处处长樊汝来阐释了中国语

言文字数字博物馆、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中小学读书阅读服务平台的作用，并指出这些数

字平台在开展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方面也取得了积极成效。 

3 科学化评价，促进教学、育人的深度融合 

教育评价是衡量教育质量、引导教育方向的重要标尺。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教育评价

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新，更是一种理念的迭代——从“知

识本位”到“素养本位”进而发展到“主体本位”的评价理念[12]。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

副司长舒华提到，从人才的成长来看，人才是国家竞争的核心要素，而教育评价是促进人才成

长的关键环节；从教育的发展来看，评价是教育领域的重要环节，教育评价直接关系到教育的

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董成认为，从发展历程来看，综合素质评价数字化是推进

教育评价改革的必然要求；从综合育人角度来看，综合素质评价数字化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必然

要求；从实施层面来看，综合素质评价数字化是保障综合评价科学实施的必然要求。 

智能技术的应用，为破解长期存在的教育评价难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更新评价理念、改

革评价内容、创新评价方法、丰富评价手段，智能技术可以实现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科学

判定，确保教育目标的实现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勤华提出，智能技术在赋

能评价的过程中要重点从三个方面来突破：一是基于智能技术生成整个学生任务场景，二是解

决数据的采集与处理问题，三是具有科学精神、实践能力。河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刘志军针对

综合素质评价谈了三点建议：①评价目的非常重要，要区分不同类型的综合素质评价；②核心

素养导向的综合素质评价要强调以核心素养为基础；③数智赋能综合素质评价，在综合素质评

价过程中要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提升效率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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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进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支撑智慧教育创新实践 

随着智能技术生态的持续升级，科技与教育两大领域都在以主动的姿态向对方渗透，即科

技为教育赋能、教育为科技赋值。谋划数字教育，必须站在未来看现在，深刻把握数字技术变

革教育的时代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服务学生的适应性成长，助力教师的专业发展，支

持学习环境的智能升级，全面打造区域教育数字化新生态。 

1 科技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四个环节：需求、融入、演化、治理 

科技变革教育的需求、路径与成效依赖于其在不同场景中的推进，故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识

别变革场景是定义教育新需求的前提[13]。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王建华介绍了中国智慧教

育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并强调平台要坚持开放共享，以咨询诊断、合作开发、应用普及等多

种形式向社会提供开放式共享服务，不断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和重要驱动力，科技赋能是智能技术融入教育的主要路

径。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工业大学校长高翔指出，世界各国纷纷进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强调创新人才的培养，构建了 STEM 科教融合、科教融汇数字化等模式，未来需要将 AI、能源、

人才培养融合在一起，研发新的人才培养平台。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雷朝滋针对

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出了四点建议：①要大力推进有组织的科研，且科技创新要

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②要加强有组织的校企深度协同，攻克关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

③要协同推动高校科技成果的快速产业化；④要有效发挥科技支撑智慧教育创新发展的作用。 

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教育存在高度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开展变革推演是科技赋能教育

之价值体现的具体表征。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社会事业处处长王顺兵表示，新一代信息技

术正融入教育的方方面面，从原来的辅助支撑工具逐渐变为推动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科技与

教育正在形成系统性深度融合的格局。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和科学组织 ICT 部门主任 Mohamed 

Jemni 从变革推演的角度给出了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即战略性采用数字技术来改变教育进程并创

建新的教育模式，此过程涉及技术的整合，需要转变组织流程，并且树立新的教育理念。 

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不当使用，将带来伦理、隐私保护与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只有进行有

效的智能技术治理，才能保障教育系统变革有序推进。202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关注

数据：保护学习者的隐私和安全》，指出数据保护是一项基本人权，每个人享有免受他人任意干

涉其隐私的权利[14]。舒华副司长认为，数据算法是数字化赋能教育评价改革的基础和核心，也

是最大的风险点，要加强技术安全和伦理研究，确保算法的透明性、公平性，及时发现并解决

潜在的安全隐患，确保数字化政策合法合规。 

2 学习环境智能升级的两个关键选项：智能教育装备、智慧校园建设 

加强智能教育装备研究，促进教育装备行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智慧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秘书长李灜指出，教育装备是数字化时代激发教育创新、推动系统性变

革的必要条件，需要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

转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发挥关键支撑作用。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副主任曾德华针对

智慧校园建设和智能装备应用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抓住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机遇，给学校师生带

来更好的数字使用体验；二是进一步推进数字化教育的优质公共教学资源共享和交流，为实现

国内外基础教育的包容公平、职业教育的实习实训、高等教育的技术创新提供数字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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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需要拓展智慧校园应用场景，升级智慧学习环境，不断积累智慧教育

的实践经验。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于俊清强调，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在于“化”和“转”，在这个

过程中有三个平台必不可少——课程平台、教室平台和教育平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李艳燕和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庞明勇发布了《大规模智慧教室监测平台&立体综合教

学场建设指南》，其中大规模智慧教室监测平台可使学校、家庭、科技馆等学习场域的数据实现

联通，而立体综合教学场建设指南着眼于未来教育对“智联”的服务与功能需求。 

3 数字资源建设的一个核心要素：数字教材 

教材的数字化程度直接关系着教育数字化的整体水平，数字教材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2023 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

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创新教材呈现方式，加快以数字教材为引领的新形态教材建设”[15]。

数字教材是指利用先进数字技术发展成果，以各类电子终端为主要载体，将传统纸质教材内容

数字化、信息化的互动性教材[16]。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王泉提到数字教材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兼容并蓄，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且跨学科整合，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二是汇聚了多形

态、多维度的学习资源，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提供不同的资源；三是多方合作的建设

方式，即由学校、出版社、企业合作建设数字教材。 

规模化打造高质量的数字教材和智慧教材，需要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数字教材能够

加强师生交互、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效率，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学

校可以通过研发覆盖各学科知识单元、知识点的知识图谱，促进以知识图谱为基础的内容与资

源建设，助力数字教材的开发[17]。针对数字教材建设，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刘超分享了三点经

验：①筑牢战略基石，以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为目标；②重构组织体系，重塑数字业务板

块，构建适应数字教材选题研发、编辑出版、传播推广、运营服务的组织体系；③激活技术引

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为驱动，开拓数字教材建设新赛道。 

4 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三个前提条件：弥补数字鸿沟，促进多方协同，创新教育理念 

区域教育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消弭数字鸿沟、促进教育公平的关键所在。

“教育何为、教育该往何处去”不仅是全球命题，也是区域教育之问。智慧教育正在变革的“路

上”，需要扎根一线，利用好示范区这片研究和实践的“沃土”，积极应对数字教育变革的挑战，

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形成区域教育数字化新赛道，走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之路[18]。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代理局长 Svein Oesttveit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23 年全球教育

监测报告”，指出全球有 50%的学生在家中无法使用计算机，这也凸显了制定解决数字公平问题

相关政策的迫切需要，以及政府在确保所有学生平等获得数字资源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数字化赋能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规划引领、模式创新、典型示范，也需要多方协同。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杨银付分享了中国教育领域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所

取得的显著成效，如各级各类学校互联网接入率达到 100%，超过 3/4 的学校实现无线网络覆盖，

99.5%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特别是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访问量已超过 400 亿次，建成了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教育教学资源库。四川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胡卫锋阐释了四川省智慧教育示范区

建设的三个准入条件：①在“十四五”期间区域必须有明确的智慧教育发展规划，且执行规划

须一年以上；②区域应在国家级或省级智慧教育平台推广应用、教师信息化素养、数字化典型

应用场景方面有较好的工作基础；③区域要有完备的教育数字化领导机构，有资源共享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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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数字平台，有能够提供优质资源的生产机制，有完整的教育过程数据。 

基于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智慧教育的理念，积极打造区域教育数字化的新赛道、新模式，成

为区域管理者的共同目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主任顾小清认为，我们既要关注知

识点层面的学习追踪和智能干预，也要围绕学生的素养提升、长周期的知识能力培养来开展对

学生学习成长的数据追踪。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技术与信息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淑印从

创新资源供给机制、拓展网络学习空间、提升师生数字素养、助力教学模式改革、开展智慧教

育示范、推进新型创新应用等方面，阐述了深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应用的重要意义。此外，由

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牵头发布的《2023 国家级新区智慧教育发展研究

报告》通过 1+1 案例的多维刻画，汇集了 10 个国家级新区（如重庆两江新区、广州南沙新区、

南京江北新区等）的智慧教育实践样态，关注实践导向的发展效能，可为智慧教育系统设计提

供参考。 

五 结语 

“2024 全球智慧教育大会”的召开，推动了智慧教育的发展。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新

形态，智慧教育既是推进公平、包容和优质教育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选择。各类优质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汇聚流动，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优质资源开放、平

台建设应用、政策标准对接等方面综合发力，凝聚共识。对此，我们要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开

展共商、共建、共享，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新动能、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实现

教育可持续发展、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贡献力量。期待本次大会提出的“教育变革与国际理解”

新理念能够指导智慧教育的未来发展，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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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education, as an advanced form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lso become a topic of common concern of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d of education and the whole society, and the Global Smart Education Conference has built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 the launch of smart education. Based on the main viewpoint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at the Global Smart Education Conference 2024,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smart education 

in accelerat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digitization. Meanwhile, the ideal blueprint of smart education was described 

from the aspects of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all-field, and 

all-fact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formation of a sustainable smart education ec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support smart education innovation. In addition, the key paths to 

support smart education innovation practice we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practice of smart 

education on a global scale,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Keywords: smart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digi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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