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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周刊·教育时空 

 

  面对“互联网+”的挑战，教育不能坚守避战，也不能任由互联网“肆意妄为”，
而应从教育变革的真正需求出发，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让教育在“互联网+”的
“风口”飞得更高、更稳、更远—— 
 

“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对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赵国庆 
 

  如果要评选 2015年度热点话题，“互联网+”无疑会成为有竞争力的候选。 

  随着“互联网+”在年初的两会上被纳入国家战略，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而来，

各行各业莫能避之。 

  不得不说，教育是最为保守的行业之一。尽管信息技术培训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开展了一轮又

一轮，“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通了一年又一年，网络课程建了一茬又一茬，但只要你走进

大中小学的课堂，你会发现，课堂还是那样的课堂，除了 PPT替代了传统的板书外，与十几年前

相比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这是教育本身的错，只能说是之前的互联网发展

对教育的冲击力度还不够，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的生态环境。 

  但如果您认为互联网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估计您又错了!进入到 2015 年，互联网的发展

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连接一切”的特征开始展现得淋漓尽致，以“横扫一切”的霸气向

传统行业发起了攻击。 

  那么，“互联网+”会给教育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在迎接“互联网+”的挑战时，教育又将面

临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又该如何做才能享受“互联网+”带来的红利大餐，而又不会成为车轮碾

过的孤魂野鬼呢？ 

  旧教育生态的毁灭，新教育生态的重建 

  我们不可低估“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能深至骨髓，直接摧毁传统守旧

的教育生态，重塑一个开放创新的新的教育生态。 

  “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

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

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育资源正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这些资源

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随时、随事、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

的效率大幅提高，获取成本大幅降低，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师和学生的界限也不再泾渭分明。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师、

教材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因其拥有知识量的优势而获得课堂控制权。

可在“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的“互联网+”时代，学生获取知识已变得非常快捷，师生间

知识量的天平并不必然偏向教师。此时，教师必须调整自身定位，让自己和学生成为学习的伙伴

和引导者。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甚至有可能彻底消

失。社会教育机构的灵活性正对学校教育机构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也不再分

工明确，而是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上。一方面，

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从传统一个优秀老师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扩大

到能服务几千个甚至数万个学生。另一方面，互联网联通一切的特性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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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重复，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在“互

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因地域、时间和师资力量导致的教育鸿沟将逐步被缩小甚至被填平。 

  “互联网+”加速教育的自我进化能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系统

的自我进化能力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传统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落

后、教学效率低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自我进化能力低下的原因在

于教育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互联网+”敲开了教育原本封闭的大门，也就加速了教育的自我进化。

人人都是教育的生产者，人人又都是教育的消费者，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必然会更加适应社会的

发展。 

  教育将面临三大挑战 

  互联网给教育生态圈带来种种利好，但在这种强有力的冲击下，教育自身也将面临着一系列

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开放教育生态中，教育的育人功能面临被弱化的危险。传统的教育中，教师面对面将知识传

授给学生，在此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会将德、智、体、美的育人工作融入其中，给孩子以美德、

艺术等层面的熏陶感染。然而，在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中，师生之间更多是知识和信息层面的交互，

教育的育人功能被弱化。 

  学习者，尤其是低龄学习者，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道德判断能力，若在没有教育工作者的引导

和熏陶下独自面对开放的鱼龙混杂的互联网信息，如何保证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良

好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外事问百度，内事也问百度”，如此一来，学习者几乎可以

在网络上找到任何他们需要的学习资源。然而，长此以往，凡事一“搜”了事，真的有利于学习

者对知识的加工和学习者本身的智力发展吗？长期运用各种互联网设备辅助学习，网络游戏逐渐

替代了日常的线下游戏，对学习者身体健康的影响也不言而喻，如何增强体质、强健体魄、培养

意志力？“足不出户遍知天下事”的互联网时代，学习者的学习方便快捷，但是他们与学习伙伴

日渐疏远，与大自然渐行渐远，真正用多种感官去接触世界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么学习者的艺术

教育何来灵感呢？ 

  学习的碎片化让学习者专注度下降，学习深度下降。互联网降低了人们学习的门槛，随处可

见的知识分享和信息传播给人们的学习提供了便利，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知识

进行学习。学习的广度大大增加，人们可以涉猎学习自己熟悉的、不熟悉的各领域知识。然而，

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却严重碎片化，学习者会利用乘坐公交车、课间休息、睡前十分钟等等的零

碎时间，学习了解一些零碎知识。学习时间的碎片化会导致学习者养成懒于思考和知识加工的坏

习惯，对于唾手可得的大量碎片化知识和信息一目十行而不加以思考；学习内容的碎片化会使得

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联难以建立，从而学习者学习到的都是很多零散的点，而难以加工成为有意

义的知识网络。如此，学习者的学习深度很难保证。 

  在海量信息和知识前，学习者学习能力面临巨大挑战。传统教育中，学习者面对的知识量相

对固定，知识的复杂度不高，学习资源匮乏，因而传统教育下的学习者会以这些固定的需要学习

的知识为核心进行深入思考挖掘和反复练习。而互联网下的教育与各行各业的知识在不断融合，

知识不断更新拓展，知识的复杂度加强，信息以指数式增长，可用的资源虽丰富却也鱼龙混杂。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快速学习大量新知识？如何应对指数式增长的信息？如何选择自己需求的

资源？这对传统学习环境下成长学习能力和信息加工与处理能力不足的学习者而言，将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 

  “互联网+教育”：我们需要冷静应对 

  面对“互联网+”时代给教育带来的这些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冷静应对。 

  第一，要坚持“教育为体、互联网为用”。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我们

要始终牢记教育是核心目标，互联网只是用来提升和变革教育的技术手段。因此，我们要坚持“教

育为体、互联网为用”的指导原则，从教育的核心需求出发合理使用互联网，而非任由技术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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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为，让教育自身褪了色。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互联网的变革作用，要积极防止不良信息、网络犯

罪、网络沉迷等现象对教育造成负面影响，要及时通过健全法律、加强监管等方式净化互联网环

境，让互联网更好地为教育所用。 

  第二，要发挥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主体作用。“互联网+”时代，要想充分利用“风口”，就不

能把“风口”堵死，顺势而为是最佳选择。新兴互联网教育企业是“互联网+”时代改革教育的

重要力量，我们要充分尊重并保护其自主地位，要避免从政策层面对其进行多重限制，从而束缚

这一新生力量的发挥。同时，为了避免互联网企业、高校、中小学进行重复的低水平建设，政府

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也不可少。政府要把握好情报员和裁判员的角色，而非直接冲进赛场参加比赛。 

  第三，学校教育要敢于从知识教育向思维教育转变。面对“互联网+”的冲击，学校教育与

学校以外的教育应该有明显的分工，学校教育更多地承担起“授人以渔”的责任。而要想实现这

一目标，学校教育就得在知识内容上删繁就简，将教育的核心从知识为主的教育向思维为主的教

育转变。 

  总之，面对“互联网+”的挑战，教育不能坚守避战，也不能任由互联网“肆意妄为”，而是

应该从教育变革的真正需求出发，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让教育在“互联网+”的“风口”飞得

更高、更稳、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