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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演进，放眼全球，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

变革，呈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特征——

在中国西部，宁夏大学的《农业微生物》课在智慧教室开讲，

老师的提问学生可用手机抢答，不仅师生高频互动，分组讨论的

结果也实时多屏分享，目前，单门课程的线上浏览量已超480万

次；在英国，医学生利用基于飞行模拟的触觉技术，在虚拟世界

练习口腔诊疗，感受治疗牙齿的反作用力；在新西兰中小学生

课堂上，学生通过数字技术学会存钱、投资等技能，提升财经

素养……

昨天举行的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来自全球的学者嘉

宾汇聚一堂，共话数字教育的应用、共享与创新。在不少学者看

来，数字教育正在徐徐打开教育变革之门，同时，也将打开通向

数字文明星辰大海的希望之门。

弥合各种鸿沟，需用好数字技术利器

当下，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教育体系和教育生态。此次大

会上，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嘉宾不约而同地谈到一点：数字技术

是破除各种壁垒、弥合各类鸿沟的利器——无论是城乡之间，还

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教育差距，抑或是老年人与年

轻人之间的知识鸿沟，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来弥合。

教育部教育数字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武汉理工大学校

长杨宗凯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他所在的团队参与了宁夏回

族自治区融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工作，在宁夏建

设了345个教学点，用以推动当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以及教

育的城乡均衡发展。在导入国家级和省级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

后，宁夏银川市十五中学近三年学生人数增长62.5%，学校毕业

生就读普通高中比例由14.9%提升至65.46%。此外，该校教师

近五年获国家级奖项27项、自治区级奖项128项。

数字教育技术的应用，也有望弥合不同国家在教育水平方

面的差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教育与技能司司长安

德烈亚斯 ·施莱歇尔介绍，他所在的团队调查发现，各国学生的

学习时间存在很大差距。比如，摩洛哥学生一周的学习时间约

50小时，而瑞士学生一周的学习时间不到30小时，但从学习内

容来看，瑞士学生学习内容远远多于摩洛哥学生。“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教育资源和教育效率的不平衡，而未来，在

数字教育的推动下，这类现象有望得以改变。”

打开教育新图景，新技术蕴藏巨大潜力

数字教育，也是开启全球教育变革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

世界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已出台教育数字化发展战略。比如，

欧盟推出“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以及“2030数字罗

盘：欧洲数字十年之路”，德国推出了“数字世界中的教育”，法国

制定了“2023-2027年数字教育战略”，新加坡制定了“2030教育

技术总体规划”等等。特别是在全球经历新冠疫情后，世人更看

到了数字教育在危机时期提升教育和学习有效性的重要功能。

数字教育，确为人们带来无穷想象。受邀参会的伦敦玛丽

女王大学校长、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科林 ·贝利展示了2018年

该校通过全息技术，让千里之外的嘉宾仿佛真实地和现场师生

坐在一起交流——这样“零距离”的交流方式，受到了学生的欢

迎。目前，学校正在进一步推动全息技术在课程中的应用。

更多发生在世界各地高校的教学新图景，也让人眼前一

亮。在牛津大学医学院，学生通过数字模拟为临床工作作准备，

比如通过虚拟增强现实，模拟可能遇到的各种急症患者，不断练

习、提升救生技能，且不会对真正的患者带来风险；在新墨西哥

州立大学，老师引入数字技术，教学生如何调查犯罪现场；在普

渡大学，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天文专业的学生已经能模拟飞行穿

越太空。

在提升学生的软技能方面，数字技术也被认为蕴藏巨大潜

力。比如，斯坦福大学就已通过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帮助学生掌

握面试技巧，此外，还有高校利用数字技术，教学生如何应对充

满挑战的职业环境。

数字教育在未来的重要地位，也可以从预期投入中一窥全

景。贝利还展示了一组最新数据。单从全球教育中投入数字技

术的资金来看，用于AR和VR技术的投入预计将从2018年的

18亿美元上升到2025年的126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在教育中

的投入将从8亿美元上升到61亿美元；用于机器人的投入将从

13亿美元上升到31亿美元。

数字教育前景无限，但挑战同样不可小觑

“尽管数字教育蕴含无限前景，数字学习也可以带来诸多好

处，比如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让个人为不断变化的世界作好准

备，但它也同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比如公共数字学习平台的开

放度、可及性，以及隐私保护、用户安全和数据安全等。”此次大

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西蒙娜 ·米库列斯库的观点，

同样引发众多学界专家的共鸣。

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参会者直言不讳：“几乎可以预见，我们

教给学生的任何技能，在未来十年内就会过时。”他以当下风靡

全球科技界的ChatGPT为例，过去一年多，大模型迅速迭代，给

全世界各个行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相比之下，教育的影响

往往有滞后效应。“面对这样的挑战，教育作好准备了吗？我们

该如何利用数字教育、加快教育变革？”

作为对这一思考题的补充，不少嘉宾在大会期间提出，重视

数字教育不仅仅是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数字教育工具

的开发，而是要重视培养未来一代的数字胜任力，比如，培养学

生具备强大的知识迁移能力和思辨能力；再如，要让学生具备在

信息饱和环境中自我导航的能力等等。

破解数字教育带来的新难题，需要凝聚全球智慧、需要新的

平台与抓手。由此，也有学者发出建议，最新在中国上海设立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可以为数字教育的

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合作平台，推动STEM教育的创新研究、信

息交流和能力建设。

数字教育：打开通向数字文明的希望之门
■本报记者 姜澎

人工智能（AI）催生教育形态的变革，也为教育工作者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AI能否取代教师，它会给课堂与教学带来哪些颠覆性的变

化？如何利用数字教育助推教育包容与公平，让更多人群得到

终身学习机会？在昨天举行的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三大平

行会议上，与会专家学者聚焦这些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数字化转型中，教育如何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报记者 吴金娇 张鹏 王星

数字教育时代，大学的知识教育很难以人文社科、理科、工

科来进行划分，尤其是语言类高校受到的冲击不小。在未来的

人文社科类高校，跨学科、跨专业的人才培养将成为趋势。以上

外为例，外语院校特色的文文交叉、文理交叉、文工交叉或将成

为未来学校的改革方向。

对于高校而言，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教育技术的更新，而要营

造数字教育的文化，建设智慧校园，从师生的教育理念、到基础

设施的建设、到教学科研都要进行数字化融合共通。

眼下，上海外国语大学正探索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建设数

字化语料库研究，学校通过数智赋能，融合语料库、可视化等信

息技术，集合汉外平行语料库、知识库、文献库等多语种、多类型

的语言数据，提供内容的在线检索与分析。

与此同时，学校还在建设多语种智慧教育重点实验室。通过

转变教学模式，培养人才适应AI辅助的工作场景，教师与AI系统

共同参与教学过程，相互协作，实现个性化、精准化语言教学。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不能再技术性地把语言能力仅仅看作

人和人之间交际的工具，而是要强化学生创造性理解、掌握和综

合运用语言技能及数字技能的能力，有必要建立语言即数据的

观念。从这个新的视角来看，传统意义上的“终身的语言学习”

应成为“终身学习”。

应对挑战冲击，大学需要新的尝试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

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当前，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更加紧密。这种融合在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对教师产生了多方面冲击。可以说，从来没有一

个时代像人工智能时代一样，对教师的学习能力有如此高的期

待和要求：不学习，就淘汰；不持续学习，就落伍。

新技术冲击重新定义了教师的角色，但教师也要对自身进

行相应的调整，使自己成为人工智能新时代下的合格教师。

无论技术环境如何变化，教师应永葆育人初心，精准把握和

了解学生的成长需要与个性特质，及时给予个性化关怀和呵护，

使学生在“冷冰冰”的人工智能世界里，依然能够感受并持续传

递人性的温暖，真正成为学生“灵魂工程师”。

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未来教师的立身之本。教师应从信息意

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履行信息社会责任等方面提

升自我。要培养学生具备甄别信息的能力，同时也要保持对法

律和伦理道德的尊重。

此外，教师还要在保证新技术应用合理的前提下，敢于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主动带领学生感受数字化的优势和人

工智能的趋势，在数据挖掘、情感计算的基础上进行跟踪式的过

程性评价，推动个性化教学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智能世界里老师仍是“灵魂工程师”

熊璋（对外经贸大学信息学院院长）

当老龄化遇上数字化，如何通过有效的老年教育，提升老年

人的数字素养，助力他们跨越数字鸿沟？

我们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上海老年人在数字化学习中，有

一成老年人从不使用智能手机；仅有近四成老年人数字化学习

意愿较强，但在数字化学习过程中存在缺乏指导、不能坚持等情

况；老年人最想学习的内容是怎样使用智能手机、如何线上打

车、预约看病等。

目前，上海已构建起便捷可及的数字化学习途径，创设了立

体多维的数智学习场景，建设了智慧助老系列课程资源，并拓展

了数字化主题线下教学。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竞

速发展，老年生活和老年教育将出现以下重大变化：一是老年教

育模式将从传统的师生二元主体转为师机生三元协同模式；二

是资源供给方式将实现从“人找资源”到“资源找人”的双向促

进；三是学习生活空间将从线下、线上的混合式到人机共生的融

合化。

沉浸式、游戏化、高交互，不断涌现的虚拟社交平台和智能体

将帮助老年人实时融入智能社会发展，成为智能社会的“新住民”。

助老年人成为智能社会“新住民”

贾炜（上海开放大学校长）

从家庭到社区、从工作环境到在线学习，终身学习如今正越

来越多地在教室以外进行，并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在上

海和中国其他一些大城市，近几年，夜校非常流行，人们可以在

那里学习烹饪、跳舞、结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欧洲的很多大城

市，同样如此。

但如果放眼全世界，我们会发现，仍有7.6亿人缺乏基本的

识字能力，有三分之一的人还没有接入互联网，其中不乏很多残

疾人、老年人乃至难民，他们并没有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学习方

式。这些最需要终身学习与教育机会的群体，恰恰是最缺乏学

习机会的。

对于终身学习事业而言，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如何能将

数字化技术和扫盲更有效地结合？如何能让互联网更快地连通

世界上更多的人？我们大力支持各个国家发展自身的终身学习

生态系统，也希望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最终能让终身学习作为

一项优质的公共产品，更包容、更平等地惠及世界上更多的人。

为最需要终身学习群体创造更多机会
伊莎贝尔 ·肯普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终身学习研究所所长）

本报讯（记者姜澎）2024世界数字教育
大会昨天在上海开幕。会议期间，世界数字

教育联盟正式宣布成立。

据联盟发起方代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会长刘利民介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

会等中外机构在2023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

发出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的倡议，得到各

方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球41个

国家和地区的104个大学、国际教育组织、研

究机构及企业加入联盟。

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将围绕促进教育数字

化转型核心任务，建立数字教育国际合作长效

机制，推动各利益相关方共同促进教育的数字

化变革，助力所有人享有更加公平、更加包容、

更有质量的教育。联盟将聚焦服务联盟成员，

搭建高质量对话平台，推进数字教育资源共

享，推广数字教育成功实践经验，并进一步扩

大联盟成员规模，汇聚全球优质数字教育资

源，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将联盟打造

成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公共服务平台。

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

本报讯（记者姜澎）在昨天举行的2024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国际版正式发布上线。

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是

由教育部指导建设、面向全球学习者的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平台以“数字教育惠及所有学习

者”为愿景，遵循联结为先（Connection）、内容

为本（Content）、合作为要（Cooperation）的“3C”

理念，坚持应用为王，聚焦集成化（Integrated）、

智能化（Intelligent）、国际化（International）的

“3I”方向，广泛汇集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打造学

习新空间，提供公益性学习服务，满足学习者全

面个性化发展需求。

据介绍，平台国际版支持中文、英语、法

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联合国六种

官方语言，设置资讯专栏、资源服务、政务大

厅三大板块。其中，资源服务板块首批上线

约780门课程，涵盖文学、工学、理学、艺术学

等12个学科门类和17个专业大类，授课教师

来自清华大学等百余所高水平学校。

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上线

在上海，PISA测试（国际学生评

估项目）享有极高的知名度——2009

年和2012年，上海学生曾两度在PISA

测试中夺冠，上海基础教育的实力一

度让全球瞩目。

“未来，PISA测试的评估标准可

能要变一变了，除了学业表现之外，还

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适应力、幸福

感、抗挫力，包括与同伴的关系、处理

学习和生活的平衡等其他综合指标。”

昨天，在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全

球数字教育发展趋势与指数评价”平

行会议上，经合组织教育与技能司司

长、素有“PISA之父”之称的安德烈亚

斯 · 施莱歇尔透露，PISA测试范围有

望扩容，通过教育数字化的技术支持，

不仅将评估学生学会了什么，更将开

启“过程评估”，即把学生如何学习的

过程纳入评估。

不言而喻，步入人工智能（AI）时

代，技术更迭速度远超常规理解，教育

评估的迭代也紧随其后。

技术赋能，让学习过程
和评价结果“破镜重圆”

一些对PISA测试结果的最新分

析，足以引起学界的关注。

在昨天的平行会议上，安德烈亚

斯给出一组不同国家学生PISA测试

的对比数据。结果显示：日本学生的

学业表现十分优异，各学科测试项目

接近满分，但学生在心理健康、抗压

能力等方面的测试结果并不理想；巴

西学生在学业表现上并不突出，但

心理健康测试结果很好，幸福度很

高；而芬兰学生不仅在学业表现上

突出，还在心理健康、抗压能力、

校内外关系平衡等其他诸多方面均

有良好表现。

“我们不能用20世纪的评价标

准，来评估21世纪的学生了。”安德烈

亚斯直言，过去，学生学习过程和评估

结果相互割裂，而如今，时代在变，信

息技术发展迅猛，“我们要做的，就是

通过技术的方式，让学习过程和评估

结果‘破镜重圆’。”

那么，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安

德烈亚斯认为，未来开展对学生学习

的评估时，不仅要关注学生知道了什

么，还要通过教育技术为学生创造真

实的学习体验——在此过程中，要收

集学生在系统中的每一个动作的数

据，并使用学习分析和机器学习模型

来理解这些数据，从而了解学生习得

知识的过程。

这也意味着，学生如何使用数字

工具、如何思考开放性的问题、如何将

各自的想法转化为创造性的数字创作

等，都将成为评估的内容。

“我们甚至可以在测试过程中，向

学生开放相关数据，或者允许学生与

一位智能导师互动，看看他们在遇到

困难时是如何获得帮助的，这些才是

考查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因素。”安德

烈亚斯说。

  开启教育领域的巨
大可能，但必须小心使用

“未来，学生的学习方式可能看似

传统，但背后拥有强大的技术支持。”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安德烈亚斯多次

谈及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如今，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

式AI，开启了教育领域巨大的可能

性。比如，通过与之对话，学生可以得

到复杂问题的答案、轻松获得一份信

息摘要等等。

“要知道，当你使用搜索引擎时，

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

错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和

ChatGPT聊天时，它只会给出一个答

案。但若过度依赖于机器，缺乏问题

意识，学生就可能变得懒惰，甚至放

弃自主思考的能力。”他指出，当前，

教育评价也必须顺应技术的发展，尽

快做出变革。简言之，对学生的评

价，不能再强调学习的结果，而要重

在提出正确的问题、培养批判性思维

能力。

在面向未来的学习中，如何处理

好人机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安

德烈亚斯对上海一所学校的书法课印

象深刻：学生们在桌子上使用传统的

纸笔学习写字，而桌子内部设有智能

扫描仪记录学生的行为。在智能学习

后台，不仅学生可以得到习字质量的

反馈，老师也能看到不同的学生如何

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迈入数字时代，未来的教师也变

得越来越重要。安德烈亚斯指出，在

PISA测试中，上海对数字技术的使用

相当领先。上海的老师们不仅能够使

用这些新技术作为教学工具，还利用

其设计了创新的学习环境。然而在全

球不少国家和地区，学校或教师只是

单纯地购买工具。“如果教师没有参与

教育工具的设计，就很难得心应手地

使用它们。因此，教师的数字素养也

将直接影响教育的质量。”

“但要注意的是，并非用上了智能

设备，就一定能为学生的学习带来积

极影响。事实上，一些人可能会被电

子设备分散注意力。”安德烈亚斯也直

言，从现有的一些研究看，部分学生由

于在休闲时间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在

PISA测试中的表现不佳。

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安

德烈亚斯特别强调一点，当前，既要积

极推动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变革，也

要看到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未

来，学生不是被动地消费数字内容，而

要将新技术用于创造性工作。

“    之父”、经合组织教育与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 ·施莱歇尔
透露，    测试有望纳入适应力、幸福感、抗挫力等综合指标

  浪潮下教育评估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 张鹏 储舒婷

安德烈亚斯 ·施莱歇尔。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2024世界数字教

育大会以“数字教育：应

用、共享、创新”为主题。

▲平行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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