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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变革和教学模式转型上的研究
黄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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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块链技术已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距离其在教育教学模式上的应用似乎还有一段距离。本文对如何让区块链技术

更好地在教育变革和教学模式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进行了粗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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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继蒸汽机、电力、信息和互联网革命后，

引发第五次人类社会颠覆性变革的技术，虽然目前尚处在发展

和应用初期，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势必会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

深刻的影响。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0 年 12 月 5 日印发《关于开

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并于 12 日在中国政府网全

文公布。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的大背景下，

如何利用好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分布式记账”“信息不

可篡改”的特点，更好服务于教育教学模式转型是一个值得研

究的问题。

一、浅谈现有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教育取得了较

大发展。但是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指出的，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教育必须改革，

还原自己的本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有教育体制和教学

模式仍存在一些弊端和失误。

（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教育公平难以得到真正保障

1. 长期以来，各地纷纷投入大量资金建设重点中小学，造成

学校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人为性不公平。

2. 无论从师资配备还是教育基础设施构建上，东部沿海地区

和中西部地区差距巨大，这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地理性不公平。

（二）应试教育仍占主导，素质教育难以真正推行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教育资源相

对稀缺”等特点，应试教育较适合我国国情。但现在，我们对学

生的评价制度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模式上。虽然教育部一再强

调要推行素质教育，做到全面评价，但学生的思想品德、身体素

质等都没有刚性指标，再加上高考制度仍将长期存在，于是大家

仍然被迫走在应试教育这条路上。

（三）学术抄袭之风盛行，尊重学术成果任重道远

近年来由于物质水平的不断发展，加之急功近利思想作祟，学

术抄袭事件屡有发生。但是现在尚缺乏统一且完善的学术甄别机制，

对他人学术成果的“滥用”和“抄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学

术水平的提升。如何建立完善的学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迫在眉睫。

二、区块链技术简介及发展现状

中本聪于 2008 年第一次提出了区块链的概念，最早是比特币

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是一串使

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块。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

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

区块链区块链技术主要特征如下：

1. 去中心化。

2. 开放性。

3. 独立性。

4. 安全性。

5. 匿名性。

现阶段，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物联网和物流领域、数字

版权领域、公益领域等均有所应用。

三、区块链技术对助力优化现有教育教学模式的探究

（一）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和教育公平的问题

由于区块链技术具备“去中心化”的特点，区块链技术可以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教室，每一位学

生和每一位教师都会成为其中的参与者，并可以进行点对点的实

时交流沟通。具体来说，由于打破了平台的限制（去中心化），

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整合全国的教育资源，学生可以很快地找到

最优和最新的教育资源，教师也可以了解到学生实时的学习情况。

因此，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人为性和地理性不公平现象可以得到一

定程度的解决。

（二）解决应试教育占主导素质教育难以推行的问题

目前我国应试教育占主导，素质教育难以推行的原因之一是

难以落实一套完整齐备的综合评价标准。结合区块链技术中“去

中心化”和“分布式记账”的特点，在综合评价标准落实的过程中，

一旦进行了某项标准的评价，评价结果将通过区块链技术让参与

其中的所有学生和教师在同一时间获得评价的结果，且信息无法

被篡改。这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评价标准，并确保其公平

公正地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

（三）解决学术抄袭的问题，尊重学术成果

区块链技术的特点可以极好地应用在反学术抄袭和知识产权

保护上。“去中心化”的特点可以让学术抄袭查重覆盖全网，抄

袭无处躲藏。“分布式记账”和“信息不可篡改”的特点又可以

让学术研究成果第一时间被所有区块链终端同时记录，记录结果

极难被篡改，这对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可以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借助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特点，学术付费将从使用端直接

支付给创作端，学术成果可以更方便地转化为创作者经济利益，

有利于激发“原创学术研究”的热情。

四、结语

综合来看，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变革和教学模式转型上会起到积

极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区块链技术推广的过程中，计算机

等终端设备的配备会成为一定的阻碍，这个问题在中西部欠发达地

区更为突出。另外区块链技术对现有体制的冲击也需要时间去消化，

区块链技术在教育教学阶段的大规模应用仍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