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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发展个性的未来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余胜泉 
 

 
    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核心的特征是什么，“个性化、柔性
化、分布式”的制造。我们整个社会也进入到了“个体创新、知识创新”的时代，个性化发展的教

育将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 
    目前，我国的教育还处在一个流水线加工的时代，就像老师对着小猴子、小象、小猫说，“今
天我们要考试，考试内容就是爬树”。不管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特长，都用统一的模型去教育。 
    我们国家有课程标准，这是一种流水线的制造，这种制造就是教育的现实情况。大家觉得这个
很正常，教育就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种场景，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打一个比喻，假设餐馆的
老板说，今后你到我的餐馆吃饭会很受欢迎，但是一吃就要吃六年。就如同校长招生之前说他的学

校有多好多好，一学就学六年，这是一个固定的步骤，有固定的班级安排，让学生沿着固定的路径

走下来，学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校，是流水化的生产。如果真是去一个餐馆

吃饭的话，即便是五星级的酒店人们也不会想天天吃。 
    互联网为教育重组提供前提和可能 
    未来的教育是选择合适的课程和学习，以适应儿童的发展，还是让儿童去适应固化的教育?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动摇了传统学校赖以建立的两个基础。
以前我们的学校、班级教育，总是要把孩子集中在一个地方，让他们在固定的时间，学习固定的东

西，采用基于学科的方式组织学习。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传统学校赖以建立的两个基础不复存在。21世纪中后期，将会出现从
根本上重新设计的学校，展示一系列重组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学校会根据学生的能力、学习时间以

及其他因素组织学习。学校将为学生提供更个性化的学习，学校开始将网络学习融入其中，为学生

提供更多的选择性、适应性以及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是未来学校的基本前提。 
    互联网为我们重组学校教育提供了前提和可能，让数据和信息资源成为互联网现代学校组成的
核心资源，通过数据就可以精确了解学习者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此外，互联网还提供了新的社会分工形态、‘实时协同的通信网，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化协同，
可以为学习提供更好的支持、更多的反馈。另外，互联网还提供了新的四维空间、虚实结合的生存

空间以及线上线下融合的业态，为学生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教育重组提供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是可以解决当前我国教育当
中相互矛盾的悖论。以前我国的教育是想做到了大规模就做不到个性化，要做到个性化就做不到大

规模，大规模使得每个人都获得教育，实现公平，解决教育可以覆盖每个人的问题，而个性化可以

实现跟每个人能力相匹配的高质量教学。 
    因此，互联网解决了现在教育当中存在的一些悖论问题，这正是未来学校变革的原动力。未来
的学校或许就是学生、家长和老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价值观以及个人的情感来选择合适的课程、

合适的教育。 
    当教育更具柔性、更个性化以及让学生、家长和老师有更多选择性的时候，或许今后学生上课
可以在学校也可以在科技馆，因此，未来学校在具有更多的选择性的基础上，也会建立起促进个性

化发展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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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学校形态将可能是自组织形态 
    或许未来学校的形态将是一种自组织的形态，在对数据精确采集的过程中，学校可以了解每个
学习者的特征，然后根据这个特征和学习者的能力安排不同的学习形态，这样就可以实现个性化、

柔性的教育，建立适合学生个性成长的教育体系。这样的教育更多的是让学生参与，让他们在体验

中成长。 
    也或许未来的学校将校内校外融合在一起，既可以使学生增长知识，还能促进学生思维的成长，
这种对成长的助推是自组织形态的。或许未来学校的形态就是在完备学习数据基础上的一种自组织

的形态。 
    今后数据将成为学校最重要的资产，学校的教学环境将变成打破校园边界、虚实融合的智慧生
态的环境。在这种生态环境里，学生除了通过实体上接触老师、家长、同伴来接受教育，还可以通

过手机、平板接触到更大的学习共同体，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源，虚实交织在一起，融合在一起。

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学生彼此之间、与教师之间、与家长之间，以及与社会专业人士之间将会存在

不同于现代形态的互动关系。 
    未来学校里，学生的主体地位将明显地凸显出来，使学习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每个人既
是知识的生产者，也是知识的交互者。学校将是一个充满活力、人性化和高度社会化的，不再是静

态知识的储藏地，而是开放的、流动的，社会性的、分布的、连接智慧的网络和个性化的发展空间。 
    未来学校的生态环境也不是一个割裂的学习空间，而是通过网络连接学生和未来生活的空间。
学校是终身的、全面的、按需获得的。 
    学校教育开放将成为趋势 
    虚实融合的环境将是未来学校基本环境的演化趋势。学校的围墙正在被打破，学校的开放是大
势所趋。可能大家都知道MOOC，这不是技术进步，MOOC真正的价值在于关系的变革。 
    变革使得优质教育服务供给打破了校园围墙的边界。以前学生在学校边界里，必须要接受学校
的教育才能获得成长。现在学生觉得学校里的课不好，可以换别的课，可以获得社会上的服务。 
    实际上今后学校教育的核心业务，是要类似于现在学校后勤的社会化，有些教学的业务一定要
通过社会供给解决。可能某些社会供给的质量比学校本身提供的质量还要高。 
    今后社会将可能为学校供给教育资源、教育服务，学校的围墙正在被打破。学校的开放是大势
所趋。互联网时代的开放教育生态系统正在形成。以前学校里有教学内容和师生交流，有考核和文

凭。现在互联网让这些内容和要素出现了竞争，因为互联网上有更优质的内容、更好的师生互动，

也会有得到大家公认的考核和评估，还有开放的评分系统。 
    目前，学校的生态都在重构过程中，学习的消费者、内容的提供者、教学的服务者、资金的提
供者、考试的提供者以及证书的提供者都在发生改变，互联网生态正在形成，“互联网+教育”的变
革会重构学校教育的生态体系，这种生态体系是内容供给的重构，内容不只由学校来提供，而是学

校教育和在线教育相融合。 
    另外，学校的学习环境会变成智慧化的学习环境，学校会无缝地接洽学生的服务，移动终端会
作为丰富知识结构的一个工具。“教与学”方式的重构、管理和评价的重构会改变整个学校的运作

流程。很多互联网业界人士认为，今后有了远程教育，有了互联网教育，学校是不是会消亡，其实

这是不可能的。互联网不可能替代学校，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可以按照原来的流程运转下去，“互

联网+教育”就是教育的转基因过程。 
    互联网会改变整个学校的业务流程、运作模式、管理模式、管理方法。所以我觉得互联网教育
跟学校教育最佳的路径是把学校的围墙推倒，融合在一起，打造新的教育生态和教育模式，而不是

相互竞争，你替代我和我替代你的关系。互联网不可能取代学校，但是可以改变学校的经营，“互

联网+教育”就是互联网教育的工程。 
    (以上内容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余胜泉在“2016
互联网+个性化教育发展”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