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3.0时代的教育新图景



AI对人类社会的颠覆，大水已经没过膝盖



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学校形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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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数字画像，升学将基于信任而不是分数，教育进入后文凭时代

未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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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给每个孩子都制作了数字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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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位教师都有一个人工智能助手，教师角色发生重大转变

进入学校３.０时代，教学不再依 靠传统教师。人技协同课堂

的涌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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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每一门课程都有知识图谱，自适应学习得以实现

知识图谱技术深度嵌入学习系统，将会开发出针对不同内容的自适应学习系统，从而让大规模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四）每一项业务都可能被技术公司瓜分，课程外包将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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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每所学校都是虚拟学校的组成部分，虚拟学校与实体学校无缝融合，
满足人人时时处处可学

在学校３.０时代，虚实交融的泛在 学

习将是学校的常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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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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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每一次阅读都被记载，屏读成为常态，技术深度融合会极大提升认知效率

在未来社会，信息传输方式也将多元化，借助AR/VR的超媒体世界带领学生多感官参与，认识效率将极大提升。



（七）每个人的作业都不一样，基于大数据的学习分析，支持面向人人的个性化学习

每位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学习路径将被记录，通过学习分析技术，形成分析结果并及时反馈给学生和教师；结合语义web和

自适应引擎技术，通过自主选择或系统智能驱动的方式，为学生按需提供个性化服务，促进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

每个学生的学习路径不同，
系统按需定制个性化服务。



（八）每个人的学程都是定制的，学制的概念将基本消亡，学习就是一段不一样的旅程

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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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每一种学习都被尊重，学习更加多样，创客学习、混合式学习和合
作学习将成为主流，群智发展成为共识

可以与任何人进行交流

获取社会网络和动态知识地图



（十）每一所学校都将成为人们的精神栖所、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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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3.0时代，需要厘清的几个元认知问题

1. 我们为什么还要到学校去？

（交流、印证，发现自己）

2. 学习到底如何发生？

（在与人、与物、与环境的交互中建构概念、经历过程、交流
情感、增强体质、建立信念、发现自己）

3. 技术可以帮助教育做什么？

（加快建构、丰富资源、加强刺激、增进反馈）

4. 技术不能帮助教育做什么？

（代替情感、代替体验、代替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