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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渊源论

陈 琳， 孙梦梦， 刘雪飞

（江苏师范大学 智慧教育研究中心，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 起点决定行动方向，智慧教育的渊源直接影响其科学发展。 由 IBM 公司“智慧地球”派生的“智慧教育”，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教育，其实质仅仅是较高层次的教育信息化。 真正的智慧教育是“互联网+”教育的新形态，是智慧

时代所呼唤的与时代相匹配并以引领时代为己任的新教育。 人类走向智慧时代、国家创新建设、学界自觉以及教育要素

改变引发的新需求等，呼唤和推动教育走向更大的智慧，走向智慧教育。 智慧教育一定要从相当程度上已被误入歧途的

“器”和“术”的层面，跃迁到“法”和“道”的层面，还中国人高度认可、以创新创造为最大特征的智慧的本来面目，从而真

正建构培养时代之人的教育新制度、新秩序、新模式、新方式，让教育真正具有时代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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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智慧教育风起云涌。 一方面，智慧教育研究

成果数量不断增加、层次不断提升，从中国知网的论文

数据库统计分析可知，2000 年前我国发表的论文题目

中有“智慧教育”的仅有发表于一般刊物的 2 篇，2000—
2013 年的 14 年间增至 52 篇， 而且近 1/3 的论文发表

于 CSSCI 来源期刊，2014 年后的两年多时间更是新增

160 多篇，成为“急剧上升型”的新兴研究领域 [1]，也成

为“智慧”研究的重点[2]，发表于《教育研究》《电化教育

研究》《中国电化教育》的占有相当高比重[1，3-14]。 另一方

面， 智慧教育政策竞相出台，2014 年许多地市将智慧

教育纳入施政计划，2015 年江苏省出台推进智慧教育

的省级文件， 并建立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智慧教育研究中心，2016 年许多省市将智慧教育纳

入“十三五”规划。 此外，智慧教育活动总是人头攒动，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智慧教育国际展览，2014
年的首届参观人数就高达万人，2015 年的第二届参观

人数扶摇直上至 3 万人[15]。 许多行业对智慧教育表现

出极大热情，不断推出新的智慧教育解决方案。

在智慧教育研究与建设热火朝天的时候，对智慧

教育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 我们在各种场合所听到的

对智慧教育的质疑， 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
（1）教育本智慧，提智慧教育是多此一举、哗众取宠；
（2）智能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发展到能支撑智

慧教育的程度；（3） 现在所说的智慧教育并无智慧可

言；（4）所谓智慧教育是教育信息化的翻版，只是新贴

了智慧教育的金字招牌而已。
“热”与“疑”并存的根本原因，是在事关智慧教育

核心方向的智慧教育起源方面认识不清，甚至于认识

是错误的。 起点通常决定事物的高度，对起点的认识

如果是模糊甚至是错误的，对事业的发展将是致命性

的。 因此，本文对智慧教育的起因、起源进行探讨，以

尝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一、源于智慧地球的“智慧教育”
不是真的智慧教育

当前许多人误以为智慧教育源于智慧地球。 自从

13



电 化 教 育 研 究

IBM 公司提出“智慧地球”后，在我国掀起了 智 慧 热

潮，似乎各行各业都智慧了，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

慧健康、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智慧物流、智慧民生、智

慧社区、智慧家居……好似“忽如一夜春风来，各行各

业智慧开”。教育是最为贴近智慧的行业，受此智慧浪

潮裹挟，智慧教育粉墨登场也就天经地义了，这也同

时有了智慧教育旗下的智慧教室、智慧校园等教育智

慧子项。
然而，IBM 公司所说的“智慧地球”，英文“Smarter

Planet”，其原意中并不包含“智慧”。 因为 Smart 通常

的含义是聪明的、敏捷的、漂亮的、整齐的等，并无“智

慧”的任何成分。 按照 IBM 公司对“Smarter Planet”的

界定，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即感知———能够更透彻地

感应和度量世界的本质和变化，联通———促进世界更

全面地互联互通，以及智能化———事物、流程、运行方

式将实现更加智能化 [16]。 显而易见，感知、联通、智能

化与智慧并不搭界，因为智慧通常是指人，是指人的

辨 析 判 别 和 发 明 创 造 的 能 力 [17]， 而 IBM 公 司 的

“Smarter Planet” 所有指向都是物， 最高层级是智能

化， 这也可从图 1 所示的 IBM 公司的智慧教育框架

中得到验证。物的智能化并不代表人的智慧化，因此，
人们质疑智慧教育无智慧，是针对来源于智慧地球的

“智慧教育”而言的。

图 1 IBM“智慧教育”框架[18]

信息技术的智能和人类的智慧具有本质性差异[8]。
正因为“智慧地球”中只有智能化而无智慧，因此随后

派生的“智慧”之物也就最高止于智能化。既然核心是

智能化，人们认为智能化远未发展到支持智慧教育的

程度也就顺理成章了。
正因为“智慧地球”的核心是感知、联通、智能化，

与信息化“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培育、发展以智

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
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智慧地球所派生的“智慧”建

设，并没有超出教育信息化的层次和范畴。 许多人认

为，当前由智慧地球延伸而来的智慧教育事实上就是

教育信息化，问题是看得很准的。
教育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智慧教

育更是代表教育的时代发展方向的，如果如此高大上

的智慧教育是由一个公司的一套方案而引发，这只能

说明本该智慧的教育真的不够智慧了。
综上不难得出结论，由“智慧地球”引发的“智慧

教育”远不是人们期待的智慧教育，不是真智慧教育，
只能说是误导、歪曲了的智慧教育。 教育是培养人的

神圣事业，绝对不能戴顶假智慧的帽子，智慧教育到

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将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地球”说成是智慧的，是

国际上技术中心主义思潮的狂欢，是技术思维登峰造

极的反映。

二、智慧教育兴起的真正推动力量

以上论述表明，当今的智慧教育被源于智慧地球

之说玷污了。 那么，智慧教育究竟起因何在、起于何处

呢？
事实上，早在 IBM 公司 2008 年提出智慧地球之

前，我国学界就在呼吁智慧教育，到 2008 年论文标题

中含有“智慧教育”的论文已多达 20 多篇，探讨教育

智慧的论文更是多达上百篇，我国科学巨匠钱学森先

生早在上世纪末就提出系统的大成智慧教育的理论。
这说明我国的智慧教育起源并非 IBM 公司的智慧地

球，而有着更为深邃的背景和深刻的推动力量，且有

着至少四种强大的力量共同推动着真正意义上的智

慧教育。
1. 人类走向智慧时代的强力推动

人们通常认为，当今时代为信息时代。 但是，如果

我们站到时代发展的前沿， 以更大的视野审视时代，
则不难发现，人类正在迅速走向智慧时代，信息时代

只是智慧时代的子集、前序[19]。
大时代的名称必须具有高度概括性、 统领性，要

能高度概括抽象其社会特征，具有大包容性并能够引

领社会发展方向。 大时代往往由使社会发生根本性变

化的大技术而引发， 且最初将以其技术命名新的时

代， 但会逐渐地发展为由包容性更大的名称所替代。
工业时代是由蒸汽机引发， 最初称为蒸汽机时代，后

逐渐变迁为更有包容性且能够反映社会特征的工业

时代；同理，当今时代是由数字化、信息技术引发，最

初称为数字时代、信息时代，但是无论称为信息时代

还是大数据时代， 都不能反映当今时代创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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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需要智慧，智慧的时代内涵为创新，现在到了用

包容性更大且能够反映社会更需要智慧创新发展特

点的智慧时代的时候了。
走向智慧时代是高度信息化以及智能化高速发

展的必然。 以多媒体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云技术、移动通讯、高清显示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

术的高度发展，导致人类的工作方式、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必然要求人

类发展新智慧，以更大的智慧引领社会的发展。 信息

化推动智能化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智能机器人和高

度智能的应用软件将越来越多地代替“蓝领”和“白

领”的工作，将迫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原先熟悉并十分

擅长的岗位上“下岗”。 以劳动不断发展进化的人，将

会远离通常意义上的劳动，人将从肢体式劳动创造世

界向智慧式劳动创新世界发展，人类正处于劳动形式

产生质的提升的关键时期，正进入职业全面更新与兴

替的新时期，进入人类历史上职业变化最为迅疾的历

史时期。
智慧时代的最大特点是人更多地从事创新创造，

人类走向更大的创新创造。 因此，智慧时代的教育必

然走向以培养创新创造之人为新任务、为重要任务的

智慧教育。 教育要担当智慧时代重铸新新人类的重

任，然而当前的教育离此非常遥远。 当务之急是要根

据时代发展的需求重构时代化的教育，重新建构教育

的理论，创新教育的环境和模式，真正将工业时代的

教育升格为智慧时代的教育。
在知识管理界，通常认为数据、信息、知识、智慧

之间有着如图 2 所示的递进关系， 智慧是其最高形

态。 现在，人们说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都仅仅着眼

于技术层面的考量，可是知识才是力量，智慧具有更

大力量，数据和信息如果不转化为知识和智慧，则是

没有力量的。

图 2 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的关系图

在时代的认识问题上，如果只看到技术本身变化

对事物的影响而就事论事，不能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

高度审视时代，就有一叶障目的局限，就会出现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的尴尬。
2. 国家创新的推动

我国通常将智慧分为两大层次，初级层次智慧是

“辨析判别”的能力，高级层次智慧是“发明创造”的能

力。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更多的是培养和发展

以知识拥有作为基础的“辨析判别”智慧，或培养“能

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智

慧[20]。 现在要向既培养“辨析判别”智慧又要兼顾培养

“发明创造”智慧方面发展，且更要强化发明创造智慧

的培养，这是因为创新是新时代发展的原动力。
当前我国对创新的需求， 比任何国家都更为迫

切。 要将 1978 年人均 GDP 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二的

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跃居世界前

列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靠创新发展。 因

此，我国确立了创新驱动战略，并将其处于战略之首，
将创新列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提出了创新是引领

发展第一动力的科学论断，大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氛围，制定了“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

列、203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 年成为世界科

技创新强国”的国家创新强国发展规划。 创新强国建

设，必然呼唤创新教育，必然呼唤智慧教育。
创新强国建设呼唤智慧教育，同时又会给智慧教

育的发展以强大的驱动力和推动力量，因为创新将促

进国家发展，国家加速发展会更加重视教育，并有更

大财力投入教育，从而更好地支持教育的不断改变和

创新。
我国正在努力推进教育现代化，但我国将实现的

教育现代化与发达国家曾经实现过的教育现代化有

着本质的区别。 教育现代化具有时代性，发达国家已

经实现的教育现代化是工业时代的，我国将实现的是

信息时代走向智慧时代的，我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

个实现第二次教育现代化的国家。 第二次教育现代化

与智慧教育本质上是一致的。
3. 学界自觉的推动

钱学森教授提出的大成智慧学，是学界自觉推动

智慧教育的范例。 大成智慧学是引导人们在新的时代

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理论，核心是“集大

成，得智慧”，让人们面对浩瀚的宇宙和神秘的微观世

界，面对时代各种飞速发展、变幻莫测而又错综复杂

的事物时，能够迅速作出科学、准确而又灵活、明智的

判断与决策，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大成智慧的

核心要意是四个结合，即“量智”和“性智”的结合，科

学与艺术的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思维

的整体观与系统观的结合 [21]。 可以说，大成智慧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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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给出了为什么要进行智慧教育、什么是智

慧教育以及如何进行智慧教育的答案。
钱学森于 20 世纪末提出大成智慧学， 在时间上

早于 IBM 提出智慧地球并派生出“智慧教育”十年以

上。 很显然，将智慧教育说成是源于智慧地球之说，是

时空错位。
大成智慧学所论述的智慧教育，远远高于由智慧

地球派生出的“智慧教育”。 智慧地球派生出的“智慧

教育”只是着眼于“器”和“术”的层面，因此，可将之看

成是教育信息化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同理，智慧地

球是信息化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大成智慧学更加侧重

于“法”和“道”的层面，很好地体现了智慧教育的本

质。
误导人的伪智慧教育大行其道，而更能体现智慧

教育的大成智慧学未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这究竟

是“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习惯思维影响，还是大成智

慧学的理论太超前， 抑或是媒体不明事理的推波助

澜，或是 IT 公司的恶意炒作，无论是哪种原因，这种

现象都值得人们深思。 智慧时代的人不能不明不白就

被伪智慧教育迷惑甚至俘虏。 智慧时代对任何问题都

要有智慧化思考， 绝不能不假思索地跟风赶时髦，否

则与智慧时代极不相称。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批

判一些人将别国的过程当必然， 将别国的走势当规

律，这对我们很有启示：绝对不能将企业的营销方案

当成教育事业的行动指南。
4. 教育要素改变的需求推动

计算机、多媒体、网络问世几十年来，使教育发生

了深刻变化， 导致部分教育要素已发生根本性改变，
特别是教育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近几年入学的

小学生，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数字新一代，是数字公

民，而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数字移民，对于数字新

一代的教育再沿用过去传统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教育模式是行不通的， 教育不仅要进行通常意义上

的与时俱进，更要发生时代性的跃迁。2016 年 6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

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将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从过去的下限 10 岁调到 6 岁，这

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法专家已认为现在 6 岁的孩子

具有过去 10 岁孩子就具有的许多能力， 这种变化也

意味着学习对象变化之大。 人类要以更高超的智慧重

新设计新生代的教育问题，相应地更加智慧的教育成

为学习者的普遍诉求，这也特别要求要训练学生如何

利 用 自 身 的 智 慧 大 脑 和 以 信 息 技 术 支 撑 的 智 能 之

“脑”。

三、立志智慧教育中国引领

1． 智慧教育是中国引领世界教育的时代机缘

农业时代的教育是私塾或家庭教师教育制，工业

时代的教育是普鲁士式教育，智慧时代的教育将是智

慧教育。 真正的智慧教育是与人类走向智慧时代相匹

配的教育，然而迄今尚没有国家从智慧时代的高度设

计教育，这就给我们富有智慧的文明大国引领世界教

育以天赐良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巨

大机遇。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曾长期引领世界教育，纸张的发明、活字印刷的

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促进了人类教育的发展，但是

近千年我国对世界教育的创新发展贡献太小。 按照智

慧时代的发展要求重构教育的智慧教育，将是对教育

的革命，是将现今的沿袭工业化时期的教育跃迁为真

正与时代匹配的教育。 这种以智慧教育为特征的发生

在教育领域内的深刻革命，为国人创造了引领世界教

育变革的历史性机遇[22]。 正处于伟大祖国由跟跑世界

向领跑世界跃迁时期的教育人，要有担当、有抱负、有

勇气，要以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因时而谋，顺势而为，
趁势而上，创新新时代的智慧教育之路，走中国特色

的智慧教育之路。
2． 中国引领智慧教育得天独厚

我国以智慧教育引领世界，既是机遇，又是必然，
因为我国引领智慧教育具有其他任何国家无与伦比

的强劲发展势头、经费增量保障、跨越发展经验、创新

驱动需求、上下齐心协力等五大优势。 （1）伟大祖国最

近几十年发展势头强劲，创造了世界史上持续高速发

展的壮举，“势不可挡”，这种“势”将成为教育变革的

强大推动力量。 （2）智慧教育的开展要靠教育经费增

量作保障，最近十几年全世界教育经费的约 1/4 在我

国，而且这种比例会持续若干年，这就使我国率先开

展和实现智慧教育有着足够的经费支持。 （3）智慧教

育是教育的时代跨越，而我国几十年跨越式发展为其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数量庞大的人力资源。 （4）
实现伟大中国梦使我国成为当今世界对创新最为渴

求的国度。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将创新置于五大发展

理念之首，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完

善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路线图，这些都是我国渴求创

新的“溢于言表”，并有系统化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5）
我国的举国体制能够形成智慧教育发展的强大行动

之力量。
3． 中国引领世界智慧教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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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国已在局部引领智慧教育。 一师一优

课 活 动 [23]、智 慧 课 程 的 创 设 [24-25]就 是 这 种 引 领 的 尝

试。 现在关键是要加快由局部引领向整体引领的转

型与发展 [4]。
“互联网+”教育近似于智慧教育。 我国有关“互

联网+”教育的路向论述已很多 [26-37]，从这些论述中不

难得出智慧教育的路向： 教育功能定位由适应社会

提升为引领社会； 教育基本遵循由知行合一走向知

行创统 一 [26]；教 育 目 标 由 培 养 信 息 人、知 识 人、学 科

人转向培养能力人、创新创造人、现代社会人，培养

“内外脑”并用的智慧人；学习评价由简单评价向基

于大数据的创新与发展性评价转变； 教师转变自身

为创新创造的激励之师、指导之师、协同之师、引领

之师，教师走向新型专业化；课程成为支持创新创造

人培养的智课、创课；学习内容更多地走向跨学科、
时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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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the voice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ers are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a is at the crossroads of
transformation, and it doesn't just follow the research trend of new technologies, but focuses on the core
theor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reflections. What demands are made on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hat should we research? How to research? How can the research results
transform into educational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the
knowledge base, research orienta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puts forward some viewpoints as well.

[Keywords]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formationization; Research Method; Transformation
of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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