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计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
“技术更新、知识裂变、全球化、
大数据”等正推动着我们生活和
工作发生变革。未来社会将变
得更加智慧。

美国的丹尼尔·平克在《全
新思维——决胜未来的 6 大能
力》一书中认为，未来社会属于
那些拥有全新思维的人，他们要
具备设计感、娱乐感、意义感、故
事力、交响力、共情力等能力。

伯尼·特里林在《21 世纪技
能——为我们所生存的时代而
学习》一书中指出，21 世纪的人
才必须具备三大技能：学习与创
新技能、数字化素养技能、职业
和生活技能。

托尼·瓦格纳在《教育大未
来》一书中提出，21 世纪教育所
培养的人才必须具备七大关键
能力：批判性思考与解决问题的
能力、跨界合作与以身作则的领
导力、灵活性与适应力、主动进
取与开创精神、有效的口头与书
面沟通能力、评估与分析信息的
能力、好奇心与想象力。

“ 这 样 的 人 才 ，在 衡 水 中
学这样的‘超级工厂’里是培
养不出来的。”郑州的一位高
中校长说。

未来需要
什么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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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或将建首个未来学校

不久前，在天津召开了首届国际未来学
校研讨会，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规划、设
计未来学校。郑州二中校长王瑞在会上作
了主题演讲。

“演讲的内容是郑州二中的移动课堂。在
我看来，移动课堂是构建未来学校的第一步。”

在王瑞的脑海里，未来学校，是个什么
样子？“也许是一个图书馆的样子，也许是一
个商城的样子，也许是一个咖啡馆的样子，
也许是一个电影院的样子，我们现在要把所
有的想象力运用出来。不是生搬硬套的，是
根据教学的需要。”

“比如，一个班上四十多个学生，大家的
经验不一样，学习进度不同，从网络上获取
资源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学生可能需要静
下来听，有的学生需要静下来写，有的学生
需要分组讨论，有的学生想展示，通过答辩、
演讲等方式，学生的这些需求可能是在同一
时间出现。”王瑞说，在现在的课堂上，一个
时间段内只能进行一件事，而未来课堂可能
就是并行的，很多课堂形态是同时完成的。

据了解，郑州二中正在为创建这样的课
堂、这样的学校而进行着实践。“可以说，我
们离未来学校是最近的。不排除我们将来
是河南省第一个未来学校。”王校长说，改革
和创新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需要更多
家长们的倾心支持，对此深信不疑。“我相信
在这样的学校中，这样的环境下，学生的成
长是幸福的。”

在对河北省衡水中学的争论越来越激烈的同时，不少教育界人士也在思考，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学校？未来需要什
么样的学校？不久前在天津举办的首届国际未来学校研讨会上，参会的世界各国教育界人士都把目光看向了未来学
校。省会一所知名中学校长认为，衡水中学的模式势必会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淘汰，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
什么样模式的未来学校。 郑州晚报记者 张勤

在高考指挥棒下，在升学硬比拼中，在
抢招最佳生源的节骨眼儿上，“玩学式”的
创新学习会浪费很多精力。

不过，王瑞不这么想。他认为，学生不
是“罐子”，将一堆学习资料灌装进去，不启
迪，不搅拌，所填资料是变不成知识的，这也
是应试教育之殇。而素质教育是让学生自
主、创新学习，不扼杀孩子们的个性、创造
力，鼓励学生具有超前的梦想。

近百年前，名教授林砺儒兼任北京高师
附中校长的就任演说中，他就曾批驳了中学
教育不过是通往大学之路这样的谬见。林
教授很精辟、形象地说，若有人问我中学毕
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
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可为士，可为农，
可为工，可为商的人。

不靠成绩一决高下，而是让校园和课堂
洋溢出创造的趣味、求知的快乐，让教与学
生动起来，活泛起来，这是被王瑞看作不枉
校长之任的教育理想：“一所中学如果不能
给予学生人格、精神上的影响，枉谈教育。”

昨日，正在思考未来学校
的一位高中校长给本报转来
一个帖子，专访《大数据时代》
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
格教授。他被誉为“大数据时
代的预言家”，在做客华东师
范大学“杏坛高议”文化讲坛
时，畅谈大数据时代学习和教
育的未来。

未来的学校什么样？

舍恩伯格教授在书中说，
今天的学校和几百年前的学校
相比没什么变化，而校园外的
世界早已变得几乎面目全非。

在他看来，一所典型的大
数据时代的学校，其学校的功
能将发生重大改变。“未来的学
校仍然会存在，不会完全转移
到线上。不过，学生们将在家
里通过观看网上视频等形式接
受信息，然后到学校去和老师、
同学就自己学习的内容进行讨
论。学校将变成一个社会性的
场所，是一个互相讨论、互相学
习的所在。”

未来的老师怎么当？

在大数据时代，翻转课堂
会削弱老师在学习过程中的重
要性吗？

舍恩伯格说，大数据只会
帮助老师的工作。以前老师不

知道哪些部分的内容是学生面
临困难的，哪些学习材料是学
生感兴趣的，接下来的教授重
点应该是什么。大数据可以帮
助老师，提供这些信息。

当然，翻转课堂（重新调整
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
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需要
老师们的教学技能发生改变。
以前照本宣科的传授、宣讲知
识的技能，要让位于组织学生
讨论的技能；要让位于从数据
中获取学生学习信息的技能；
要让位于根据数据对学生进行
个别引导的技能。

未来的学习如何变？

在现行的教育中，从幼儿
园到大学，反馈随处可见，最常
见的就是考试。“然而，这种教
育反馈系统的几乎所有方面都
存在很大的缺陷：我们并不是
总在收集正确的信息，即便是，
我们所有收集的数量也远远不
足。”舍恩伯格教授说。

大数据正在改变这一现
状。我们能够收集到过去无法
获取的学习数据，并用于学习
过程的处理。我们还能用新的
方式组合数据，并充分发挥起
作用以提高学习理解和学业表
现，同时分享给教师和管理者
以改善教育系统。

大数据与教育的未来

◆微信转帖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局长
刘根平在他的文章中写到：“通
过活动让孩子描述其心目中的
未来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在
孩子画笔下，未来学校校园五
颜六色，像城堡，外围有游弋的
飞船，整个校园悬浮在空中，海
底教室大鲨鱼就在透明的窗前
游荡……”

孩子眼中看到的未来教育：
充满了童趣，教室作为物理空间
已经去除“边界”，师生可以在这
个空间里无拘无束地讨论；高科
技的信息环境，为孩子们学习知
识、获取信息以及动手操作提供

了几乎是“随处可取”的便利；可
以说，教育的“娱乐性”将越来越
受到学生喜欢……

他认为，未来的学校，从形
态上看，新技术将得到广泛运
用，建筑更智能，更生态，课堂由
30个人的班级走向31个学习者
的会议室；课程将实现电子化、
虚拟化、MOOC化、精品化；教师
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与组织者，
而非领导者与监督者；学生的年
级界限将模糊化，学生可以越来
越多地选择弹性课程和个性化
课程，混合学习成为学生学习的
主流形态……

未来的学校可能是这样的

◆专家

教育，是让学生感到求知的快乐

◆声音

◆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