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2页 

光明日报/2015年/8月/18日/第 015版 

教育周刊·基础教育 

 

环境演变怎样影响教与学 
 

点评  黄荣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整理  靳晓燕 
 

  近几年来，智慧校园、学习型学校、生态校园、绿色学校等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那么，学

校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环境？这些问题始终是许多教育家、教育领导者

及相关支持者共同探讨的话题。教育变革的真正发生，在于营造一种宽松的鼓励创造的文化环境

与学习氛围，使得教育改革自下而上地发生在教学一线，发生于每一个学校，而不是简单机械地

移植一所学校成功的经验。 

  教育部—英特尔信息技术专项科研基金“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项目（2014-2015年度）

重点研究内容之一聚焦于学习环境的发展演变及动态，并基于国内数字学校及未来教室的建设现

状，结合国际典型设计案例等方面，分析总结学习环境（尤其是教室空间与智慧学校）设计理念、

建设思路等，以促进广大教育实践者与研究者对学习环境建设的认识，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物理学习环境的设计原则是安全、绿色、环保、智能、开放、舒适、幸福。 

  点评：物理学习环境以面向师生个性化服务为理念，学校建筑设计上注重绿色、环保、开放、

安全等理念，在环境的声、光、温等物理学习环境上应遵循舒适等理念；学习环境考虑充分吸纳

最新智能化技术，能全面感知物理环境，识别学习者个性特征和学习情景，提供无缝互通的网络

通信，有效支持教学过程分析、评价和智能决策的开放教育教学环境；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为学

生营造出在情感上的幸福感，丰富学校的校园文化，真正拓展学校的时空维度，为学校构建人性

化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2.空间布局逐渐优化，单一形态的普通教室转型为多功能、多形式的学习区。 

  点评：教学理念及模式的转变对学习及教学空间提出了新的需求，原来单一形态的普通教室

逐渐转型为多功能、多形式的学习区，满足学生发展的不同需求。如欧洲学校联盟 2012 年成立

未来教室实验室，在物理空间上是由一间会议室和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空间组成，但由六个学习区

组成，分别为互动区、展示区、探究区、创造区、交换区、发展区，每一个学习空间侧重于特定

的教和学领域，如探究区在物理空间上，能够灵活地、快速地改装成便于小组学习、配对学习或

者独立学习的形式，并在一个设计和布局精巧的互动演讲区域内，鼓励互动与反馈，支持结果分

享。 

  3.信息化学习环境朝着智慧学习环境发展，高度互动、自然交互等信息设备渗透在课堂之中，

并成为学校与外部世界相互交流和相互感知的渠道。 

  点评：学习环境的建设与优化有赖于新技术的应用，信息技术支持的多媒体教室朝着智慧学

习环境发展。学习环境中交互设备的改善，促进师生之间的深度交互，促进课堂学科教学效果；

情景识别与环境感知、校园移动互联、学习分析等技术的发展，促进学习环境的建设，在多种技

术的支持下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4.学校信息化对促进家校联系、学校管理、学校发展有显著性作用。 

  点评：学校信息化水平对于保持学校与外界、学生之间信息的透明度与及时性，通过案例我

们发现信息化水平高的学校能够利用技术等手段及时与家长互动联系，同时对于学校日常管理信

息化水平有利于学校高效管理工作，对学校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5.学习环境优化与教学创新之间具有双向促进，且逐渐注重与当地的文化及理念的融合。 

  点评：信息技术在学习环境中的地位逐渐显现，促进了教学环境的物理空间、资源空间和社

交空间全面整合。文化传承是教育的功能之一，在优秀文化传承方面的学习环境，需要根据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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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需求来进行设计规划学习环境创新教育教学。在引领学校变革的过程中，学校领导的支持

是教学创新与学习环境建设及优化的关键推动力量，具有效能支持的行政支持举措能够促进学校

教学变革。 

  6.物理学习环境的设计应符合学生发展特征，如为低龄儿童设计具备家庭氛围的学习空间。 

  点评：学习环境应具备到处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关注学生的身心发育的特点，尤其是中

小学生处于生长发育关键阶段，休息、游戏、交往等都是正常的活动内容。如美国圣地亚哥科技

中学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公立高中，但校园布局却处处体现创意而又不失家庭式的温馨气息。教室

的地板上全都铺设了暖色调的地毯，教室并不是统一规格，大小教室一应俱全，教室与教室之间

仅用帷幕作为隔离的材料，方便随时隔出各种大小的教学空间。而一个个类似飞机座舱的东西取

代了传统的椅子，每个教室都增加了一扇直接通往户外的门，毕竟在学生们的心里，户外活动才

是最令人无法抗拒的。 

  7.虚拟学习空间在面向不同的人群（在校学生、教师、家长、社会学习者）应突出应用特色

并有较好的助学策略。 

  点评：“网络学习空间”是中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一大特色应用，为学生、教师、家长提供

一个网络化的互动交流平台，支持教师备课、教学、教研和学生自主学习，建成实名制、组织化、

可控可管的网络空间服务体系。 

  8.国家应重视智慧学习环境及个性化学习环境的研究，加强科研支持力度，逐步引导各地开

展典型示范实践，探索规模化的发展策略。 

  点评：当前各地开展的“智慧教育”的探索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大量伪概念充斥，很多公司

打着“智慧”的旗号却“新瓶装旧酒”，急需国家的积极引导与规范。国家应重视智慧学习和环

境与个性化学习环境的研究，利用云计算等技术，逐步推动与区域教育资源平台和企业资源服务

平台的互联互通，共同服务于各级各类教育，为资源提供者和资源使用者搭建起网络交流、共享

和应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