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33 No.1 2023 

5 

【“教育数字化转型”专栏】 

教育数字化转型系统工程笔谈 
编者按：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国内外各领域、各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热点话题。

二十多年来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发展中，热点曾不断出现，围绕热点的研究、争论和实践创新也热闹非凡，

但热过之后能够留得下来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有多少？这是值得认真反思的。经验与教训告诫我们，在热点兴起

之时，要善于进行理智、科学的“冷思考”。本专栏围绕这一话题，特约 4 位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理论与实践结

合的对策思考，并请桑新民教授（简称“桑”）以专栏主持人的形式组织对话和点评，这种文体的新风格也希望

读者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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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化转型：热点中的“冷思考”*
 

桑新民 

（1．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南京 210093； 

2．杭州银湖书院 未来教育研究所，浙江杭州 311400） 

 

当前国内外围绕数字化转型展开的研究复杂多元，如何厘清其中的理念混乱、实践困惑、

技术瓶颈、政策及其背后各种利益的博弈？我们从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这三个基本概念及

其相互关系的解读入手，请不同背景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阐述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与价

值导向、内涵与评价体系、技术路线与知识图谱、学习者画像等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及其在教育

领域应用的个案与启示，教育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中的体制创新与管理流程优化再造等专题，力

图展现和透析教育数字化转型系统工程的全貌与攻坚战。 

一 热点、痛点、生长点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教育改革发展系统工程，对其中热点问题的思考必须从

现实存在的问题出发，在理论、实践、技术、政策的系统思考和整体把握中，寻求破题之道和

解题之术。能否选准有价值的“真”问题，是最难也是最关键的。现实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很多，

既有长期积淀的老大难问题，又有大量信息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要从中筛选出严重制

约当前教育发展的“痛点”问题，同时又必须是有条件、有可能解决的现实难题，这往往正是

当前教育创新发展的“生长点”。 

比如因材施教问题，这是古今中外教育家共同追求的理想。但工业文明造就的千人一面、

千篇一律的学校、课程，将教师、学生都变成了流水线上机械化的“操作工”和“标准件”，并

在“应试教育”评价体系和政策机制、习惯势力的影响下，成为影响教育健康发展的“老大难”

问题。在信息化的新时空是否有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破解的思路何在？这显然是教育数字化转

型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如何思考和破解这一难题？从理论和方法论入手，有必要梳理清楚三

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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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三者关系解析 

当前倡导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理论和政策导向中，对这三者关系的认识并不清晰。

要克服实践的盲目性、保持政策导向的科学性、稳定性，就必须在贯穿历史、现实、未来的大

视野中，持续不断地深化理论建设，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简要概括这三个基本概念的关系：信息化是上位的大概念，智能化是信

息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数字化是前两者的技术基础，并在“化”（应用过程中的广泛深入普及）

的过程中成为信息时代的工作、学习、思维、生活方式。对此做进一步深入解析，需要从“信

息时代”这一重要历史哲学概念的解读入手。 

信息化和教育信息化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时代的转变。

只有将此过程置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看清其价值和本质，更清醒地认识教

育决策、管理者和广大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时代挑战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历史哲学研究的课题，其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涉及生

产方式范畴和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唯物史观是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划分历史时代

的客观依据，以制造生产工具的物质材料之变革作为区分不同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

据此深刻地揭示了石器、青铜器、铁器的更替所导致的生产力发展之质变，以及由此决定的生

产关系之变革。当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工具之后，生产力的质变又以什么为标志呢？唯物史观剖

析了以蒸汽机、电动机的诞生为标志的两次工业革命和生产力质变引发的生产方式之深刻历史

变革，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历史转变的过程和规律。工业革命减轻了人的体

力劳动，却使生产过程中需要迅速处理的信息量剧增，这又同人的脑力发生了尖锐矛盾，计算

机的诞生延伸了人脑，使得生产过程中信息处理和控制系统发生质变，计算机在生产过程中的

普遍采用，势必要求信息传输、加工、存储、选择利用等系统随之发展，从而推动了计算机、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当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历史哲学将当代生产力技术构成的最主要因素

归结为材料、能源和信息三要素，在不同时代，这三者对生产力发展之影响是不同的，主要表

现为以下规律：生产力的质变先后以材料、能源和信息为标志，这是生产力内在矛盾运动的必

然结果，体现了生产力发展中主要矛盾的转移。这一理论告诉我们：物质、能源、信息被视为

现代社会的三大战略资源，它们分别是人类肢体器官的延伸、动力系统的延伸、大脑和神经系

统的延伸。随着人类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时代的历史发展，信息资源的战略地位也日益凸显，成

为比物质、能源更重要的战略资源[1]。当代历史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理

解从工业文明向信息社会转变这一历史过程，也可称之为“信息化过程”的战略视野。这是当

代各领域、部门，各层次领导决策者、管理者都必须具有的视野、意识和历史使命。 

对信息社会和社会信息化有了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就可以进一步探讨信息化与智能化、

数字化的关系问题了。 

信息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人工智能理念和技术的诞生，开启了从早期的信息化

向智能化攀升的希望之旅。面对爆炸式剧增的知识，人工智能在海量数据的搜索、挖掘中大显

身手，人的智慧创造出比人脑强大亿万倍的“算力”，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终端等

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支持下，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机器翻译、数据挖掘、深度学习以及将这

些人机交互技术整合在一起的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创生了人机结合的“增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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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工智能技术依靠越来越强大的算力和不断创新的算法，对海量数据所包含的信息进行的

深度挖掘，远远超越了人类加工信息的能力，使人类个体和群体的创造性学习与实践能力获得

了巨大的提升。数字革命的预言者、数字化生存教父——尼葛洛庞蒂[2]在风靡世界的代表作《数

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中，对数字化转型的深层含义做了通俗的解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

文明，世界的 DNA 是原子（物质实体的基石）；而在信息时代，世界的 DNA 则是比特（数据

的最小单元）。其中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物质、能源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开发和利用过

程中还会带来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信息是可再生资源，只有在快速流通、共建共享过程中，

信息才会迅速增值，并促进物质资源和能源的合理配置与开发利用，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社

会价值、生态文明价值。 

三 实践、技术、体制、文化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科技创新历来都是“双刃剑”。互联网创生的数字化新时空既带来了

急剧增长的丰富信息资源，又制造了最大的“文化垃圾厂”，这里充满机遇又布满陷阱。在信息

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时代挑战面前，人类必须更快地学会辨真伪、明善恶、识美丑，这当然

是人类特有、不可替代的智力内涵与功能，但面对与日激增的“信息海洋”又必须借助具有超

强算力的智能化“外脑”，才可能适应这种新的生存环境。这在科技和人文的结合点上更深刻地

揭示了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边界，展现了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双向建构、携手创新发展的广

阔前景。人工智能绝不仅仅是一种新技术，其本质是在对人类智力进行深入研究、深刻反思基

础上的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文明觉醒。这是教育领域从信息化向智能化攀升的目

标追求与时代使命，也是师生进入数字化生存新时空的通行证和护照[3]。 

更深入的探究我们请到三位学者分别从技术、教育、体制创新的不同视角，做理论与实践

结合的阐述。为聚焦本专栏主题，我将进行必要的插话和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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