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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

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有革命性影

响，必须高度重视。”国家级政策性文件中

提出这一命题，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

性，尤其是在教育技术领域，对这一命题

认识得正确与否，和今后事业的发展、工

作的开展更有直接关系。如何认识信息技

术对教育发展具有的革命性影响，这是教

育技术工作者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力  是社会

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

起生产关 系的变革。信息技术在当前信 息

时代，意义与作用不仅是作为某种手段、

 程式与方法以改善和提高工作与生产的质

量与效率，还是当代最  先进、最活跃、最

伟大生产力的代表和具体体现，因而它将

引起生产关系乃至经济基础的变革，从而

导致整个上层建筑的改变。自20世纪90年

代信息技术日渐普及以来，人类正在进入

“信息社会”，经济基础和整个上层建筑都

发生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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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技术与人类认知方式及人类认

知能力发展的关系来认识信息技术对教育

发展的革命性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

中国科学院的戴汝为院士和北京师范大学

的余胜泉教授。戴汝为院士认为，“在信息

时代，人—机结合的思维将会取代我们个

人为主的思维方式”“人脑和计算机都是信

息处理的工具，人脑通过经验积累与形象

思维，擅长不精确的、定性的把握，而计

算机则以极快的速度，擅长准确的、定量

的计算，两者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又互

相结合，既能达到集智慧之大成，又由于

通过反馈的作用，来提高人的思维效率，

从而增强人的智慧”[1]。余胜泉教授强调：

“当基本认知方式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在此

基础上建立的教育大厦必然发生意义深远

的改变。”[2]

能够正确认识信息技术为何  对教育发

展有“革命性影响”是一回事，而要能够使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真正产生出“革命性影

响”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迄今为止，世

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

使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真正产生出“革命性

影响”。2010年12月7日，“国际OECD”发

布每三年进行一次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

项目）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介绍了对世

界上比较发达的65个国家和地区的47万名

15岁中学生进行的测试情况及数据，结果

表明：美国在全球教育水平排行中只居中等

地位—阅读成绩排名第14位，科学成绩

排名第17位，数学成绩排名第25位。2010

年11月，美国制定并颁布《国家教育技术

计划》，该计划的标题 为“改革美国教育：

技术支 持的 学习”（Transforming American 

Education: Learning Powered by Technology—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 2010，

NETP）[3]。从第7部分“生产力：重新设计

和改造”中引出一个全新   的命题，即：教育

部门可以从企业部门学 习的经验是，如果想

要看到教育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就需要进行

由技术支持的重大结构性变革（fundamental 

structura l changes），而不是渐进式的修修补

补（evolutionary tinkering）。

由于这一命题与信息技术能否对教育

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密切相关—事实上，

能否运用信息技术实现教育系统的重大结

构性变革，正是信息技术能否对教育发展

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根本原因，所以这一命

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教育系统结构

性变革”到底是什么？教育生产力的显著

提高，必须体现在对具有21世纪能 力素质

的大批优质人才的培养上，而人才的培养

最终必须落实到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上，

即学校各学科教学质量与学生综合素质的

提高。以这一基本认识为前提，可以看看

下面的简单逻辑推理。

由于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众

所周知，这是除远程教育以外各级各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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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阵地），所以“课堂教学”应该是“学

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既然“课堂教学”是

“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那么“课堂教学

结构”自然 应当是“学校教育系统的主要结

构”。既然“课堂教学结构”是“学校教育

系统的主要结构”，那么实现“课堂教学结

构的变革”自然就等同于实现学校教育系统

的最主要的“结构性变革”，这应是合乎逻

辑的结论。上述简单的逻辑推理表明，“学

校教育系统结构性变革”的确切内涵是要实

现课堂教学结构的根本变革。

那“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是指什

么？中国学者创立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深

层次整合理论”明确指出，所谓信息技术

 与课程整合，是通 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

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信息化

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充分发挥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又能突出体现学

生作为认知过程主体的以“自主、探究、

合作”为特征的新型教与学方式，把学生

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发挥出

来，使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发生根本性变

革—由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转变为

“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结构。

这一定义包含三个基本属性：营造信

息化教学环境、实现新型教与学方式及变

革传统课堂教学结构。只有紧紧抓住这三

个基本属性， 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信息技

术与课程整合的内涵，真正把握信息技术

与课程整合的实质。这三个基本属性并非

平行、并列的。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是信

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本内容。所谓信息

化教学环境，是指能够支持真实的情境创

设、启发思考、信息获取、资源共享、多

重交互、自主探究、协作学习等多方面要

求的教与学方式的新型教学环境。整合的

具体目标是要实现以“自主、探究、合作”

为特征的新型教与学方式；整合的最终目

标是要变革传统课堂教学结构—将教师

主宰课堂 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

改变为既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突

出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主导—主体相结

合”的教学结构。

教学结构的变革不是抽象、空洞的，要

实际地体现在课堂教学系统四个要素（教

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媒体）的地位

和作用的改变上，使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真

正落到 实处。由此可见，“整合”的实质 与

落脚点是要变革传统课堂教学结构—将

教师主宰课堂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

教学结构，改变为既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

用，又能突出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主导—

主体相结合”的教学结构。这表明，“课堂

教学结构的变革”是学校教育系统“结构

性变革”的最主要、最核心内容。对“教

育系统结构性变革”的确切内涵有了较清

晰的认识与理解后，就能顺理成章地找到

实施“教育系统结构性变革”的应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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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也就是使信息技术能够对教育发展真

正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应对 举措。这个应对

举措是要“改变课堂教学结构，并在此基

础上实现教育质量提升方面的跨越式发展”。

如上所述，课堂教学结构是教师、学

生、教学内容和教学媒体四个要素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所以，教学结

构的变革要具体体现在课堂教学系统四个

要素地位和作用的改变上，即：教师由课

堂教学的主宰和知识的灌输者，转变为课

堂教学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学生建构意义

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及学生良好情操的培育

者；学生由知识灌输的对象和外部刺激的

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

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和情感体验与培育的

主体；教学内容由只是依赖一本教材，转

变为以教材为主并有丰富的信息化教学资

源，如学科专题网站、资源库、案例库、

光盘等相配合；教学媒体由只是辅助教师

突破重点、难点的形象化教学工具，转变

为既是辅助教的工具，又是促进学生自主

学习的认知工具、协作交流工具与情感体

验与内化的工具。

根本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需要

运用多年来通过研究探索所形成的信息化

教学创新理论，以及在此理论指导下开发

出的丰富教学资源和一整套有效的教学模

式与教学方法，把这套理论、模式、方法

与教学资源切实地运用于课堂教学过程。

事实上，这种能达到基础教育质量大幅提

升目标（能够让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真正

产生出“革命性影响”）的“跨越式发展”

创新试验研究，只有在信息化教学创新理

论的指导下，通过根本变革课堂教学结构

才有可能完成，最终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在

质量提升方面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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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根据笔者《教育信息化成败

的关键在哪里—如何认识信息技术对教

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中国教育科

学》，2013年第 8期）、《让信息技术对教

育发展真正产生革命性影响—实现信息

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教育信息

技术》，2014年第 1期）、《如何实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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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建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