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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技术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我国正在

逐步步入信息社会。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教育信

息化的不断推进，知识形态的不断转变，社会对于人才

的培养也是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培养具有终身学习能力

的创新型人才。但是我们所沿用的工业社会产生的教育

模式与教育形态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新要求。因此，教

育的变革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智慧教育”这种高度信

息化支持发展的教育新形态应运而生。

二、智慧教育的发展

国内对于“智慧教育”的相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

到钱学森院士于 1997 年提出的“大成智慧学”。钱老认

为，任何知识的创新与巨大成就的产生都是基于学科交

叉点上，只有集大成，才能得智慧。其次，对智慧教育

的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的是 2008 年，IBM 提出的智慧

地球战略。智慧地球战略主要是对于如何运用先进的信

息技术来构建这个新的世界运行模型的一个美好愿景。

智慧地球的战略思想渗透到不同的领域，催生出了例如

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新的概念，而当它渗

透到教育领域时，就产生了“智慧教育”。然后随着，我

国教育信息化 1.0，教育信息化 2.0 政策方针的不断推进，

智慧教育已然成为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育的最高形态。

教育信息化 1.0 的口号为：三通两平台，即宽带网络校校

通，优质资源班班通，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教育资源

共享平台和教育管理平台。教育信息化 2.0 的口号为：三

全两高一大，三全是教学应用全覆盖，学习应用全覆盖，

数字化校园全覆盖，两高是老师和学生使用信息化教学

的素养和学习素养提高，一大是建设教育大数据平台。

从教育信息化进程的推进，我们也可以窥见智慧教育的

发展方向，即从硬件建设到软件建设；从环境创建到模

式创新再到体制变革。

三、智慧教育的研究概况

为了了解 2010-2021 年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热点与

研究趋势，笔者以“CNKI 中国知网”为数据源，以“智

慧教育”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以“核心期刊”和

“CSSCI”为来源类别，检索时段设为 2010— 2021 年进行

检索，共检索到 242 篇论文。剔除会议评述，会议通知

等无关论文，最终得出所有与智慧教育发展相关的期刊

论文共 160 篇。

（一）发文量分析

在 2010— 2021 年期间，我国学者所写的与智慧教育

研究相关的文献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而我国学者对

于智慧教育的研究也在逐年加温。2014 年是关于“智慧

教育研究”的一个转折点，从 2014 年开始，与智慧教育

相关的文献发文量开始显著提高，尤其在 2019 年发文量

高达 41 篇。通过对于所检索到的文献的阅读，笔者认为

在这 11 年期间，有 3 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对我国学者关

于智慧教育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1.  2012年，我国教育技术学界著名学者——祝智庭

教授发表了论文“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在

这篇论文中，祝智庭教授详细论述了智慧教育的内涵特

征，绘制了智慧教育的理解图式，此外，他还对智慧教育

发展过程种将存在的机遇和挑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观

点。这是我国学者首次对“智慧教育”进行系统且完整的

论述，这篇论文的发表，为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

多有益的启示，同时也点明了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道路。

2.  2014年12月1日-12月3日，中国教育学会在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中国国际智慧教育展览会。这次会议

进一步促进教育信息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智慧教育

的发展。所以这次会议之后，在2015年，我国关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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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文献数量首次突破了个位数，实现了很大的增长。

3. 教育部于 2017 年 4 月出台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

计划》，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开

启了智能时代的新征程。而智慧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的航标，在一定程度上又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高

度重视，所以 2017 后（包括 2017 年）又掀起了新一轮的

“智慧教育”研究热，与智慧教育相关的论文文献发文

量，再一次有了更高的提升。

（二）期刊分析

与智慧教育相关的论文大多数都发布在教育技术类

的期刊上，其中发文量前五的期刊，都是教育技术的期

刊。所以得出结论，教育技术学界的学者对智慧教育的

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由此可以看出，智慧教育也是

一种综合，创新型的教育，它所包含的内容，不是单一

的，而是全面的，广泛的，跨学科的。所以，智慧教育

也是一种集大成智慧的教育。智慧教育，既要研究智慧，

也要研究教育，还要把技术与智慧更加高效的相融，以此

来推动学习者智慧的养成，全面提高学习者的综合素质。

（三）关键词分析

通过对所得的有效论文进行分析统计，最终得出结

论：我国学者所发表的与智慧教育相关的论文中，总共

出现了 383 个不同的关键词。它们涵盖了智慧教育的多

个方面，有理论研究，环境建设，技术支持，实践研究

等。其中智慧教育是最高频的关键词，总共出现了 132

次。接着是教育信息化，出现了 24 次。人工智能，出现

了 17 次。智慧校园，出现了 8 次。智慧学习出现了 7 次，

智慧出现了 7 次。

通过对分析统计所得的历年关键词词频和 10 年以来

总的关键词词频的研究，笔者发现智慧教育在发展中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1.“教育信息化”作为关键词首次出现是在 2012 年，

在 2014 年之后，它每年都会出现在与“智慧教育”相

关的论文的关键词中，而且出现频数逐年增加。此外在

2018 年，教育信息化上升到了教育信息化 2.0，而教育信

息化 2.0 依然是智慧教育的研究热点。由此看出，智慧教

育的发展是被教育信息化不断推动的，智慧教育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信息化相辅相成，二者关系密切，

密不可分。

2.“人工智能”作为关键词首次出现是在 2017 年，

出现了 3 次，然后在接下来的 3 年时间内，与它相关的研

究在不断变多，并在 2019 年达到了巅峰。在 2019 年“人

工智能”作为关键词总共出现了 7 次。由此可以看出，

在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革的“互联网 +”新时代，

在 5G 技术的推动下，“人工智能”做为智慧教育的技术

支持，在建构智慧教育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3.“智慧校园”作为关键词首次出现是在 2013 年，

在接下来的 2014 年，2015 年，它都是当年排名第二的

高频关键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发现各位学者对

“智慧校园”的研究热情，似乎有所下降，它出现的频

率开始变得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更多的是对“智慧课

堂”，“智慧学习”，“智慧教师”等方面的研究。由此可

以看出智慧教育的发展方向，即从对硬件设施建设的研

究转向对教育业务本身的研究。各位学者也逐渐开始从

人的角度出发去研究智慧教育，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环

境建设和支持技术。

四、我国智慧教育的研究成果

因为“智慧教育”产生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它还算

是一个比较新的术语。新术语一般是用来总结新发展的，

学界对它没有正式的定义，但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都曾

对“智慧教育”各个方面的研究和建设发表过不同的看

法与解释。下面，笔者将从“概念研究”，“体系结构”

这两个方面来汇报我国学者对智慧教育研究现状的一个

大致状况。

（一）概念研究

祝智庭教授，可以说是我国智慧教育研究领域的带

头专家，他曾在所发表的“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的

新境界”这篇文章中，首次详细论述了智慧教育理论方

面的相关内容，为我国智慧教育未来的研究绘制了蓝图。

祝智庭教授认为：信息时代智慧教育的基本内涵是通过

构建智慧学习环境，运用智慧教学法，促进学习者进

行智慧学习，从而培养具有高智能和创造力的人。从该

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祝智庭教授认为“智慧学习环

境”，“智慧教学法”，“智慧学习”这三者在智慧教育的

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即我们需要关注教师的教，

学生的学，教学环境的建构。其中智慧学习环境是智慧

教育的技术支撑、智慧教学法是智慧教育的催化促导、

智慧学习是智慧教育的根本基石，只有这三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智慧教育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陈琳教授与祝智庭教授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陈琳教授提出了智慧教育 1.0 和智慧教育 2.0 之说。她认

为智慧教育 1.0（技术角度）是依靠新一代信息技术所打

造的具有物联化、智能化、感知化、泛在化特点的教育

信息生态系统，即杨现民教授对智慧教育所下的定义。

在智慧教育 1.0 这一层，大家更加关注技术在教育环境中

的应用，即如何把技术更加全面深刻的融入教育，实现

技术和教育的和谐统一。而智慧教育 2.0（哲学角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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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信息化基础之上建构的信息时代教育新秩序，它是

信息时代教育的新形态，是将信息化元素充分融入教育

以后，在“时代催化剂”的作用下教育所发生的“化学

反应”，而不仅仅是“物理变化”。建构信息时代的教育

新秩序除了要关注技术的应用，还要对教学本身投入更

多的关注，即关注教师的教，学生的学，课程的评价，

课程资源的组织与建设等。祝智庭教授对于智慧教育的

解读，就比较偏向于 2.0 层面。

而黄荣怀教授则是将智慧教育放在了具体的情境中

来论述，他认为智慧教育（系统）是一种高效的教育行

为系统，它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学生、教师和家长等

提供一系列差异化的支持和按需服务，从而提高教学效

率，孕育教育的卓越。

（二）体系结构

智慧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 2014 年的研究热点。在这

一年，我国很多学者对智慧教育的体系框架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钟晓流教授认为：从体系结

构上看，智慧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集成性大平台，它包括

五个系统，分别是基础支撑系统、智慧环境系统、智慧

资源系统、智慧管理系统和智慧服务系统。而杨现民教

授则把智慧教育体系概括为“一个中心、两类环境、三

个内容库、四种技术、五类用户、六种业务”。这两位

学者所建构的智慧教育体系在本质上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唯一比较大的差别就是杨现民教授认为：智慧教育不是

一个孤立的体系，它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需

要通过标准接口来与智慧城市中的其它系统进行对接，

他把对智慧教育的研究放在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里。

笔者通过分析近几年来与智慧教育相关的论文发现，

现在我国很多学者所做的与智慧相关的研究都是基于这

个体系框架之下的。大家都在对这个框架下的内容进行

细化研究，例如智慧课堂，智慧教室，智慧教学等。

五、结论

智慧教育是为了适应新一代数字土著的学习习惯而

产生的新的教育模式。最终，通过对智慧教育相关论文的

分析，笔者想提出几点对我国智慧教育研究发展的建议：

首先，智慧教育虽智在技术，但现在大家对技术的应用过

于统一，且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并没有很多的创新，大家

几乎都千篇一律，例如智慧白板，智慧笔等。所以，教育

领域在对技术进行应用时，需要注重创新。其次，虽然智

慧教育已经转变了研究热点的风向，从对技术的追求转向

了对教育业务本身的研究，但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完整且系

统，并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理论模型，所以我们需要加快

研究速度。毕竟，从人这个带有复杂认知情感的生物开始

研究，本来就有很大的困难与阻碍，所以我们要努力攻

克。最后，在信息时代，因为技术的发展太过迅速，导致

大多数人的认知速度跟不上技术的发展，所以大多数人不

能更好的应用新型技术。因此，这就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所以社会应该加大对教育工作者的培训力

度，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知识素养和综合素质，只有教育工

作者自身的知识素养和综合素质提高了，他们才能更好的

培养出新时代所需要的创新型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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