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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的智慧本质探讨 *

———兼论智慧校园“智慧缺失”及建设策略

陈 琳 王 蔚 李佩佩 李冰冰

（江苏师范大学 智慧教育研究中心； 江苏省教育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徐州 221116）

[摘 要] 教育从信息化走向智慧教育是历史大势。 作为智慧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且是主要支撑的智慧校园， 在新

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地位重要，然而，人们在智慧校园认识和建设方面存在思想混乱、乱贴智慧标签的倾向，任

其发展，将有损国家形象、教育声誉，有碍学生发展。智慧校园“智慧缺失”的深刻原因，既在于将“Smart”错译为智

慧所致，又在于企业的故意为之以及人们的急功近利。 应当从智慧时代的高度，以智慧教育的视角研究分析智慧

校园的智慧本质以及战略构建方案。 当代智慧的核心是创新创造，智慧教育的最大智慧是造就创新创造之人，智

慧校园的智慧本质是为造就创新创造之人提供支持、支撑和服务。 智慧校园的设计与建设要以现代化、智能化、

创新化、引领化、社会化的“五化”为目的，实施机制创新、队伍提升、标准规范、以评促建等策略，并通过智慧校园

达标、智慧校园先进校、智慧校园示范校等综合评估政策，来确保智慧校园智慧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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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校园研究与建设高潮迭起而智慧迷失

人类正由信息时代走向智慧时代，智慧地球、智

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放眼世界，从信息化走向智慧

教育已成为历史大势 [1]，智慧校园应运而生，而且智

慧校园的研究与建设远比教育其他方面的智慧研究

与建设势头更猛、声势更大，可谓浩浩荡荡。 教育其

他方面的智慧研究主要是在学术界， 而智慧校园吸

引了企业界、教育主管部门、各类学校领导的目光和

力量，各界都在抢占智慧校园的制高点。
仅仅 2015 年，我国召开的全国性的智慧校园专

门会议就有：“2015 全国智慧校园建设高端论坛”、
“2015 智 慧 校 园 规 划 与 建 设 暨 高 校 信 息 化 峰 会 ”、
“2015 高 校 智 慧 校 园 建 设 与 管 理 暨 高 校 信 息 化 峰

会”、“2015 中国（北京）国际教育装备及智慧校园展

览会”、“全国中小学智慧校园建设经验交流研讨”、
“2015 全 国高校 /职 校 智 慧 校 园 建 设 论 坛”、“‘互 联

网+’ 时代的智慧校园建设研讨会”、“‘大道至简’高

校智慧校园大数据应用研讨会”、“全国高校第二届

智慧校园研讨会”等若干种。 此外，在各种信息化会

议中，还有智慧校园的专门论坛或分会场或议题。 许

多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智慧校园的建设规划、
建设指南、建设规范、建设标准，许多学校不遗余力

进行智慧校园建设。 仅中国知网收录的 2015 年发表

的智慧校园方面论文，就多达 100 多篇。
无论是传统纸质媒体还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

媒体，都在对智慧校园助威呐喊、推波助澜。 例如，
“中国教育信息化网” 在智慧教育专栏的新闻中，标

题包括“智慧校园”的报道就多达 66 则，而以下三则

报道尤其吸引眼球并似乎令人兴奋：2015 年 5 月 29
日《半岛都市报》报道，“青岛完成 294 所学校数字智

慧校园建设， 占全市学校总数的 24%”[2]； 青岛市在

2015 年年初教育工作会议上确定目标，青岛半数中

小 学校 2015 年 将 建 成 数 字 智 慧 校 园 [3]；2015 年 12
月 2 日《北京晚报》报道，国内近百所高校实现“智慧

校园”[4]，而且特别提到北京邮电大学、同济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5 所高

校在此之前就实现智慧校园。 该报道特别有影响，因

为一是说高校，二是覆盖全国范围，三是新华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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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中国教育信息化网都对该

报道进行了转载，一定程度上得到专业认可。 智慧校

园，似乎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但这些报道也使许多人对已经实现的智慧校园

存疑， 还有许多人则对智慧一词乱用无度感到不解

与困惑。 现在智慧校园还远未到实现的时候，因为，
智慧校园是数字校园的高端形态， 是数字校园发展

的理想追求[5]，“智慧校园是教育发展的‘高级形态’，
更是学校建设的理想目标”[6]。 理想的东西不是轻易

就可实现的，建成真正意义上“智慧校园”注定需要

一个漫长的过程[7]。
只要稍加分析智慧校园与数字校园的区别就会

发现，目前，所谓智慧校园的实现并不靠谱。 陈丽教

授认为，数字化校园是一个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有机结合的新型教育、学习和研究的校园平台[8]。 按

此分析，现在所说的已实现的智慧校园，甚至还没有

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校园的水平。 一些媒体对智

慧校园过于乐观的报道，许多网络媒体竞相转载，说

明现阶段人们对智慧校园的认识是模糊的， 甚至有

些误解，误将数字校园当成智慧校园。 我们认为，对

智慧校园过于追求，并不是一件好事，有必要进行匡

正，以免影响教育信息化的健康发展。

二、智慧校园“智慧缺失”辨析

（一）智慧校园“智慧缺失”原因分析

我国最早提出智慧校园建设的是南京邮电大学

宗平教授，2010 年， 他在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智

慧校园的概念[9]。最早将智慧校园纳入学校建设整体

规划的是浙江大学，2010 年， 该校就计划五年中建

成一个智慧校园 [10]。 但总体来说，目前，对智慧校园

的研究还缺少理论的建构与深入的探讨， 现阶段已

经发表的论文，较多是实践探索型，探讨如何将一种

种新的技术在智慧校园中应用或应用的情况展示。
比如，在 CSSCI 期刊、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众多论文，
大多探讨物联网在智慧校园中的应用 [11－12]、云服务与

智慧校园 [13－14]、智慧校园的系统与环境建设 [15－16]等问

题。 尽管对数字校园如何向智慧校园转型 [17－19]、智慧

校园的智慧性 [20]等也有所涉猎，但其探讨仅是初步

的，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 理论研究的不足，是目前

智慧校园智慧性缺失的一个原因， 但不是原因的全

部，还与以下几方面相关联：
1．错译误导

“智慧校园” 一词的起源可追溯到 IBM 公司提

出 的“智 慧”地 球（Smarter Planet）。 2008 年 11 月，
IBM 公司提出 Smarter Planet 理念，2009 年 1 月起，
Smarter Planet 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2009 年

8 月 7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无锡视察时，指

示要迅速在无锡建立中国的“感知中国”中心。 基于

这种“智慧”的理念，学校作为知识与信息服务机构

的前沿，应该抓住机遇打造智慧校园[21]。 而智慧校园

中的“智慧”就来自于 Smarter Planet 中的 Smart。
Smart 一定表示智慧吗？非也。Smart 中包含智慧

吗？ 亦非也。 因为 Smart 作为形容词，只有聪明的、敏

捷的、 漂亮的、 整齐的意思。 再看 IBM 公司提 出

Smarter Planet 的原意主要包括三个维度： 一是能够

更透彻地感应和度量世界的本质和变化，即感知；二

是促进世界更全面的互联互通，即联通；三是事物、
流程、运行方式将实现更深入的智能化，即智能。 因

此，Smarter Planet 的核心是感知、联通、智能，并不包

含智慧，其最高层面是智能。 事实上，智慧属于具有

意识、思维的人，而物止于智能。 当然，不排斥未来的

机器人也具有智慧， 但至少目前还无法与人的智慧

相提并论。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将 Smarter Planet 翻译为

智慧地球，超出了 IBM 公司的原意，显而易见，这是

翻译错误所致。 “感知中国”同样受 Smarter Planet 影

响，但没有翻译成“智慧”，显得更为科学、严谨。 如果

确定是翻译错了，就必须将智慧校园、智慧教育中的

“智慧”， 换成真正代表中国人所特指智慧的“Wis-
dom”加以表达，相应有 Wisdom Campus、Wisdom E-
ducation 等。

2．故意为之

智慧校园最强大的推手是 IT 企业 /IT 行业，他

们所推出的一个个智慧校园解决方案， 确实让许多

校长/院长心动，但事实上，许多企业所推出的智慧

校园方案，似乎与智慧没有什么关系，水分比较多，
仅仅是戴了一顶华丽的帽子。 即一些企业在智慧校

园推销方面存在炒作、推销的嫌疑，为引诱教育消费

者购买而打造了一个个漂亮的“智慧”花篮。
在我国的信息化进程中， 始终伴随着 “唯商倾

向”的问题，即以商论、企业的言论当作决策的依据。
但许多企业言论中无疑含有商业动机，对此，我们必

须保持一定的清醒。 商论智慧校园，通常喜欢借助大

众媒体来包装成学术活动发声与展现，无可厚非，但

这样会使其商业动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让人难以

识别。 一种常见的现象是，一些媒体被企业“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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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又被媒体所忽悠。 我国在信息化

建设、投入方面造成许多浪费，与这类“俘获”不无关

系[22]。

3．急功近利

智 慧 教 育 是 教 育 信 息 化 高 度 发 展 的 教 育 新 形

态 [23]，智慧校园属于智慧教育的一部分，由此，也使

得智慧校园带有教育信息化发展中总是存在的 “唯

‘新’倾向”[24]，或跟风赶时髦，或标新立异，以吸引人

们眼球。
近年来， 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形式主义与浮躁

现象比较严重，如，“浮肿病”和“多动症”，口号不断

翻新，新模式、新理念层出不穷 [25]。 在智慧校园乃至

智慧教育方面发展之快， 让一线教师难以适从，智

慧本该理性，结果反而使得不够理性。 此外，没有将

智慧校园建 设放在国际 信息化发 展 趋 势 和 经 济 社

会发展目标下，从创新人才培养需求的大背景下去

通盘考虑 [26]，也是智慧校园智慧缺失的一个重要因

素。

（二）智慧校园“智慧缺失”的负面影响

中华民族是充满智慧的， 教育领域理应是诸多

领域中最具有智慧的， 可现在的教育却将本不是智

慧的硬包装成智慧，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
当国外人士看到我们不断出现的智慧校园， 其建设

水平与他们的数字校园水平相当甚至还不如他们的

数字校园时，他们会如何感想？ 另一方面，当教育将

不智慧的说成是智慧， 或将数字化、 智能设备应用

“升级”成智慧，将稍有点先进就说成智慧，会让教育

外界的人士认为是故弄玄虚，虚火过旺。 我们曾经参

观了一个学校的智慧校园， 其介绍说智慧校园的核

心在于智慧教室，可是，该智慧教室与普通教室的区

别，仅仅多了能够“物联”感受温度、湿度、照度，并在

教室的门头上以 LCD 屏显示。 如此的智慧校园、智

慧教室，其“智慧”又有多大实际价值？ 还有的学校，
将开学新生入学注册只需要用 QQ 扫一扫校园号的

二维码，就说成是建成智慧校园；也有将学校能够实

现在新生入学前就可以收集到包括生源地、 身高体

重、兴趣爱好等依据进行宿舍分配、军训服订制、社

团迎新准备等，说成是智慧校园……凡此种种，均降

低了智慧校园的“智慧度”。
智慧是事物的最高境界，将不智慧说成智慧，是

缺少智慧、 无知无畏的表现。 智慧是不能掺杂虚假

的，是不能随意包装的。 同理，将数字校园和智慧校

园混为一谈，是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误。 所以，我们

认为，乱用智慧不是一种科学、严谨的态度，当务之

急是需要为智慧正名，需要以严谨、科学与踏实的态

度来建构名副其实的智慧校园。

三、对智慧校园智慧本质的探讨

智慧的前提是科学，科学是智慧的基础，探讨智

慧校园的智慧本质， 首先要搞清楚智慧一词的真正

含义，然后从智慧时代和智慧教育的高度加以认识。
关于智慧一词， 研究国内外多种版本词典发现，《现

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最为简洁明了，即“辨析判断、发

明创造的能力”[27]。 所谓智慧，很显然是人的智慧，而

不是物的智慧，物只有智能，但物的智能可促进人的

智慧。 我们认为，该智慧的定义是深入探讨智慧校园

智慧本质的依据，唯有如此，才能使智慧校园的智慧

名副其实。
（一）从智慧时代的高度认识智慧校园的智慧本

质

认识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出路。 只有从人类社会

的智慧化发展高度认识智慧校园的智慧性， 才能摆

脱技术至上的技术主义倾向， 才能立于时代而不受

狭隘的技术思维束缚。 处于不同时代的辨析判断及

发明创造的内涵、 要求是不同的。 即智慧具有时代

性，脱离时代谈抽象的智慧是无意义的，在具体时代

下论智慧才有其意义和价值。
通常人们认为，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农业时代、工

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发展，当前正处于信息时代。 对

此观点本文并不完全认可和赞同。 我们认为，智慧时

代是人类正在迈入的时代， 信息时代是智慧时代的

子集，智慧时代将是漫长的历史，如果将智慧时代比

作多幕话剧，信息时代只是该话剧中的序幕，所以应

该说，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现在

正在步入智慧时代。
工业时代起于蒸汽机，起于蒸汽机的时代起初

叫 蒸汽机时 代，后来随着 时代的发展，在更长的历

史长河中加以认识，人们将从蒸汽机开始的几百年

改称为工业时代。 同理，起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

时代，初称为信息时代无可厚 非，但 时 代 发 展 到 今

天， 仍称为信息 时代就难以 让人 们 把 握 时 代 的 脉

搏，难 以 更 科 学 地 谋 划 未 来 发 展 ，因 此 ，将 之 适 时

改 为智慧时代，有其必要 性和迫切性，理由至少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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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具及软件的智能化支持人类更多转向智慧

发展

在工业时代，机器更多地替代人类干体力活，而

随着智能化的发展， 现有工具和软件开始越来越多

地帮助人们干技能活、 干有一定智商要求的活，比

如，机器人陪伴人打羽毛球、踢足球、下棋，为人们提

供端饭送菜等餐饮服务， 提供宾馆的接待与客房服

务，进行电力系统的电网巡查，还诞生了翻译机器人，
出现了无人驾驶汽车，软件可自动撰写新闻稿、可进

行基于大数据的分析以及给人诊断疾病等等。有些机

器人和软件不仅帮助人类、代替人干高技能活、干职

业性很强的活，甚至干人们想干而干不了的活（如，基

于大数据的精准化学习分析）。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

是，机器可进行深度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像人一样不

断积累经验，其本领和能力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超，已

“不满足于”干蓝领的活，又开始“抢”白领的活，机器

换人以及软件替人，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事情本来是人做的，劳动创造了人，人天生爱劳

动，但现在的劳动更多被机器和软件代劳了，人更多

地从劳作中解放了出来， 但人会向更高级的劳动发

展，因为人类如果一味地坐享其成，必将退化。 人类

社会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更智慧地发展。
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 智能化使人类从劳作中

解放后， 人将更多地由器物层面的关注转向方式方

法的关注和发明创造，将做更崇高的事，做更为复杂

多变的工作，做研究的事，做创造的事。 人类社会发

展是无止境的，人们将会把更多的精力转向研究，研

究深空（如，宇宙生活、星际旅游、近空航运）、深地、
深海、深微（由微米级到纳米级再到分子原子级）、深

蓝（探讨人的大脑，探讨不同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

的信息复制），探讨人类社会的绿色友好，不断发明

创造更多更好的机器人和软件， 而发明创造将更多

地体现为体系庞大的、深度变化的、学科交融的，更

多地借助于高精尖技术、依靠大协作团队、不断挑战

人类极限。

2．时代的创新特征呼唤大智慧

《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有一幅表示人类社会

万年发展的速度变化图（见图 1），直观表现出蒸汽

机出现后的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 而在蒸汽机出现

之前社会发展极为缓慢。
图 1 中并没有包含进入 21 世纪的新近 10 多

年，是因为如若将新近的发展加以反映，则前几千年

的发展曲线就与横轴重合， 即 300 年前的几千年相

对于现在的发展速度而言太慢太慢，以至于有人说，
农业时代一天就是一天，工业时代一天是一个月，当

今一天等于一年。事实上，现在一天的发展远不止过

去的一年。 如果将农业时代的发展速度比作马车的

速度， 工业时代的速度就相当于高铁甚至于飞机的

速度， 而当今时代的发展速度更像火箭发射的宇宙

速度（9km/s 以上）。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

人类的创新欲望、创新努力、创新投入、创新方法、创

新成效都是过去无与伦比的。如此迅猛变化的时代，
本质是创新时代，特别需要人们具有创造发明能力，
而这正是智慧的体现，现在是时代呼唤智慧。人类呼

唤智慧时代，而当代智慧的核心在于创新创造。
知识管理理论认为，数据、信息、知识、智慧之间

是递进关系，数据所处的层级最低，信息比数据稍高

之，但信息比知识低一个层次，比智慧低两个层次。
显然，将当今时代一直称为信息时代，就无法将新时

代的高层次性加以凸显。信息的作用是巨大的，但社

会不能止于信息，必须向知识、向智慧跃迁。
事实上，站在时代高度论智慧，我国当代伟大科

学家钱学森是先驱， 他的大成智慧学是走向智慧时

代的理论宝藏，先于 IBM 公司若干年提出“智慧教

育”问题，而且探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智慧校

园的研究和建设者们应当把握其主旨， 自觉地以其

为指南。
（二）从智慧教育的视角探讨智慧校园的智慧本

质

智慧校园是智慧教育的一部分， 而且是非常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智慧教育的重要支撑，教育部文件

智慧校园的智慧本质探讨 荨荨理论前沿

图 1 人类社会万年发展速度变化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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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未提及智慧教育，但多次出现智慧校园 [29]，说明

智慧校园是智慧教育的基础和保障。 同时，许多省市

和地方已在捷足先登式地大力推进智慧教育 [30－33]，业

界和学界对智慧教育更是表现出极大热情， 智慧教

育国际展览已形成品牌 [34]， 江苏省建立了省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平台智慧教育研究中心。 人们

对智慧教育的基本内涵 [35]、智慧教育发展战略与路

径 [36－37]、智慧教育的体系技术 [38－39]、智慧教育模式 [40]、
智慧课程[41－43]、智慧教育创新[44－45]、智慧教育设计 [46－47]、
智 慧 微 课 设 计 [48]、智 慧 教 育 管 理 [49]、智 慧 学 习 [50－51]、
智慧教育资源及学术平台 [52－54]、教师智慧成长 [55]等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但迄今未对智慧教育的智慧

所在作深入探讨。
正因为智慧校园是智慧教育的一部分， 所以智

慧校园的智慧与智慧教育的智慧具有一致性， 而且

只有智慧校园的智慧才能保障智慧教育的智慧，也

只有将智慧教育的智慧论述透彻和清晰， 才能明晰

智慧校园的智慧本质。
教育的智慧是与时代相辅相成的， 因为教育不

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但是在人类走向智慧教育的

时代，教育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处于优先

发展的地位。 在教育的规模巨大、办学层次很高（高

等教 育大众化， 硕 士与博士研 究生教 育 有 很 大 体

量）、基础扎实、在人的生命周期内占时越来越长（走

向终身教育）的情况下，教育必须实现由适应社会为

最高追求转变为引领社会发展为基本目标， 教育兴

省、教育兴国、教育兴世，应该成为人类的新共识，时

代的最强音。 这种转变的核心是教育由培养知识人、
实践人向培养知识人、实践人、创新创造人的高复合

型人才转变，因此，智慧教育区别于已有教育的最根

本之处， 是要新增将培养创新创造之人作为重要任

务，而不是原来可有可无的任务。相应地，智慧校园的

本质在于为造就创新创造之人提供支持、支撑、服务。

四、彰显智慧校园智慧本质的建设策略

智慧校园是全新的事物， 而非智慧的 “智慧校

园”建设已形成很大的力量，要将智慧校园的航船拨

向正确的航道，必须有超常措施，有必要采取如下策略：
（一）机制创新策略

在学校， 智慧校园是少有的具有特别庞大体系

的工作，其体量和重要性绝非是校园网、数字校园以

及通常的信息化建设可比。 智慧校园建设直接关系

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和教育的创新发

展，因而，在学校建立“三个一”的组织机制加以保障

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即将其作为学校的“一把手工

程”，设立副校级的首席智慧官（CWO，Chief Wisdom
Officer）这“一新职务岗位”进行统管，建立由学校多

部门参与的信息化与智慧教育中心的 “一个综合机

构”加以建设。
创新的伟大工程离不开先进的理论指导， 要在

全国和省市层面上建立相应的智慧校园、 智慧教育

研究机构。 建议国家和省教育主管部门设立智慧教

育及智慧校园专家指导委员会， 对智慧教育及智慧

校园建设进行科学指导；在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国

智慧工程研究会设立智慧校园方面的二级协会，分

别在方法、技术、理论等方面进行研讨交流，推进智

慧校园建设的科学发展。
（二）队伍提升策略

智慧校园是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支持的，为

造就创新创造之人提供支 持、支撑、服务 的，因此，
“新”、“创新”是其最大特征。 相应地，要求学校领导

以及智慧校园的设计者、建设者、管理者、使用者们，
都要站到时代高度来认识它、把握它。 从电化教育到

教育信息化的我国教育技术的百年发展史表明，当

新的教育变革方法出现时， 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促进其快速提升、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可加速发展、
不走弯路的科学发展，彰显大国教育特色的经验，而

智慧校园发展更需要将以队伍提升促发展的经验进

一步发扬光大。
（三）标准规范策略

要对智慧校园进行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 必须

制定能够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建设智慧校园的标准，
以《标准》规范学校的建设行为，让智慧校园的设计

者、组织者、建设者知道正确的路向，不必让每个人

都在智慧校园建设方面摸着石头过河。 智慧校园标

准的制定，要慎之又慎，精心打磨，切不可操之过急。
各地各校已出台的智慧校园建设规范、指南、实施意

见等规定，有必要回炉重铸。 智慧校园标准的制定，
建议以“五化”为准绳：

1．现代化

我国 2020 年将基本实现的教育现代化，是从信

息时代走向智慧时代的教育现代化，是“互联网+”的

教育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教育现代化，而

不是发达国 家曾经实现 过的工业 时代 的 教 育 现 代

化。 迄今尚未有任何国家实现走向智慧时代的新型

Theory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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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 智慧校园的标准制定，必须为引领新时

代的教育现代化服务， 要有颠覆性的创新理念、思

想、内容、措施、方法和指标。

2．智能化

在 2016 年 3 月的围棋人机大战中，机器人阿尔

法狗（AlphaGo）以 4:1 的 比分战胜韩 国棋手 李 世 石

九段，标志着世界的智能化水平已达到相当高境界，
机器人已可向人们提供过去难以想象的高超服务。
智慧校园的标准制定， 一定要充分体现智能技术以

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教育资源建设、学习评价、教师

评价、教育决策、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以通

过此实现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3．创新化

“化”是一种状态，而且是总体状态而不是局部

状态，智慧校园既要为造就创新创造之人提供支持、
支撑、服务，又要以创新为旗帜，通过它实现教育理

念、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学习

管理、学习空间等方面的全面创新。

4．引领化

就总体而言， 我国近 200 多年的教育在世界上

以跟进为主，自主的原始创新的理论、方法、方式、模

式极其稀缺， 这与鸦片战争以后国家的衰弱是分不

开的。 斗转星移，将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由弱

变强， 中国教育由跟进向并进再向引领发展的时代

前进。 在此新时代，智慧校园必然要对学校的诸多方

面进行颠覆， 如果没有全面超越和引领的勇气与自

信， 就无法建设好真正意义上的与智慧时代匹配的

智慧校园。

5．社会化

这里的社会化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智慧校

园的建设要置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定位思考，将

之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 使教育由通常意义上的适

应社会为最高目标， 向引领社会为最高目标方面发

展，这既是教育已由小变大、由低层次走向高层次、
由弱变强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又是创新已成为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创新社会的必然要求， 因为创

新驱动的核心是人才驱动， 而人才培养和造就靠教

育；另一方面，智慧校园的标准制定，要采用社会化

软件平台集聚群智。 智慧时代“智慧”方面的建设，要

有智慧的办法。 利用社会化软件平台进行开放式讨

论、逐渐形成共识的过程，也是宣传、推广、提升先进

的智慧校园理念、理论、方法的过程。

以上“五化”对智慧校园而言，是有内在联系、不

可分割的统一体，只要缺其一，所规划建设的就无法

保障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校园。

（四）以评促建策略

评价对于个人和组织而言，都具有激励、导向等

功能。评价始终是各类管理的重要手段，人人在乎评

价，任何管理者都使用评价。 要通过设计智慧校园的

建设评估，调动各方面智慧校园建设的积极性，将智

慧校园建设真正地导向智慧化方向。

1．评估的类型设计

在分析评估的有关理论以及借鉴各类评估经验

的基础上，建议设计三类评估：一是智慧校园达标评

估。 这是在一定时间内有关学校必须通过的合格评

估，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属于导向性评估；二是智慧

校园先进校评估。 在智慧校园达标评估的基础上让

学校申报的选择性评估，属于激励性评估；三是智慧

校园示范性评估。 也是在智慧校园达标评估的基础

上由学校申报的选择性评估，属于创新性评估。 先进

性评估更主要着眼于整体的先进性， 示范性评估既

着眼于整体的示范性，还特别关注创新性和特色性，
为建设更高层次的智慧校园而树立榜样。

2．以评促建的制度设计

以上三类评估，都要设计严格的建设评估周期。
每一项评估都要提前至少一年申报， 科学设计具体

的建设目标和建设方案，实施建设的提升工程，对教

育教学进行流程再造和方法重构，踏踏实实建设，以

通过此真正强化过程性的评估， 真正实现智慧校园

的以评促建。

3．科学建构评估机构

从我国国情出发，可依托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

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以及省级、 国家级的教育信息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智慧教育研究中心，设立智慧教

育建设评估中心， 开展可发评估证书的智慧校园评

估，以此保障对智慧校园中“智慧”的坚守，并通过评

估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科学发展。
以上智慧校园智慧彰显的设计策略， 可用图 2

直观表示。

五、结束语

以上在对智慧校园智慧迷失原因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 从智慧时代的高度并以智慧教育的视角深入

分析智慧校园的本质， 得出智慧校园智慧本质在于

智慧校园的智慧本质探讨 荨荨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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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造就创新创造之人提供支持、支撑、服务，进而提

出智慧校园的设计建设要以现代化、 智能化、 创新

化、引领化、社会化的“五化”为准绳，实施机制创新、
队伍提升、标准规范、以评促建等策略，以及通过智

慧校园达标、智慧校园先进校、智慧校园示范校等评

估综合施策来推进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校园建设与实

现。研究和论述实现了智慧校园本质的认识突破，有

助于智慧校园发展方向的匡正， 对于拨正智慧校园

的建设航向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智慧校园是庞大体系， 是各级各类学校中少有

的巨型工程，因此，不可能通过一篇论文将智慧校园

的理论穷尽。 以上研究应该仅仅是智慧校园拨乱反

正研究的开端，根据彰显智慧校园本质的要求，将进

一步在智慧校园的框架体系、建设内涵、评价指标、
方法支持、 技术保障、 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深入研

究，以真正发挥智慧校园在支持、支撑、服务造就创

新创造之人方面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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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的智慧本质探讨 荨荨理论前沿

Discussion on the Essence of Wisdom about Wisdom Campus：Also on “Wisdom Missing”an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Wisdom Campus
Chen Lin， Wang Wei， Li Peipei & Li Bingbing

（Research Center of Wisdom Educ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From informationization to wisdom education is a historical trend of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and the main

support of wisdom education， wisdom campu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But there is a ten-

dency of ideological confusion and mislabeling in the aspect of wisdom campus understanding and construction. If let it be， it will

damage the national image， harm the reputation of education，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deep reasons for the wisdom

missing of wisdom campus lie in the mistranslation of smart， the intention of wisdom campus enterprises and the eager for quick suc-

cess and instant benefits of people. We must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essence of wisdom of wisdom campus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ic

program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wisdom education from the height of wisdom age. The core of contemporary wisdom is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The core wisdom of wisdom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talents. The essential wisdom of wisdom cam-

pus is to provide support and service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talents.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wisdom campus

should aim at“five trends” including modernization， intelligent， innovation, guidance and socialization. Moreover, it should implement

strategies such as mechanism innovation, team promotion, standard specification, promoting construction by means of evaluation and

carry out standard wisdom campus, advanced wisdom campus, demonstration wisdom campu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wisdom of wisdom campus.

【Keywords】 Wisdom age； Wisdom education; Wisdom campus； Wisdom design；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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