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课时你在看什么？
这个问题乍听之下确实无

聊。可能是黑板，可能是投影幕
布，可能是教学白板，还可能是人
手一台的平板电脑。

但若把时间倒推40年，对大
多数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只
有一个——黑板。

教学载体的变化，诉说的是
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进程。

从无到有，从 1.0 到 2.0，从
1978年 4月的《关于电化教育工
作的初步规划（讨论稿）》到2018
年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技术与教育的融合一直在回答着
时代给出的命题。

正如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指
出的，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和引领
教育现代化，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教育现代化是实
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
有教育信息化就没有教育现代
化”，要“以教育信息化驱动教育
现代化”。

上世纪 80 年代，永丰中学生化教研组专

门写了篇文章，分享他们用幻灯片进行教学的

经验。

中学化学内容多、理论深、难度大，光凭口

头讲解和板书，学生还是弄不明白。于是，老

师们自制了一套幻灯片，在讲解电子云这一概

念时，以氢原子为例，使用几张单片和复合动

片，来表示电子绕核运转时所出现的几率，又

按几率密度用小亮点来表示电子云的形象。

这样一来，就把电子云具体化了。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幻灯片，可不是现在

大家熟悉的微软 Office 系统的 PowerPoint，拿

鼠标点点就能做——它是需要绘制或摄制

的。八九十年代的学生应该还有印象，老师得

将一张张幻灯片放入机器卡槽中，调试圆形按

钮放大缩小；看完一张，再换另一张。有老教师

回忆，一节课下来，光换幻灯片都能换到手酸。

在 1979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的几

年，教育部门对电化教育的推动主要就是幻

灯、投影等技术手段的使用。当时还发布了几

个重要文件，比如《关于教学幻灯片编制工作

的几点意见》《关于中小学教学幻灯片编制工

作的暂行规定》等。

之后，广播电视教育也引起了党和国家的

高度关注。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提出，广播电视教育是我国教育

事业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1995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中甚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展卫星电视教育

和其他现代化教学手段，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优

先安排，给予扶持。

与此同时，计算机的存在感也越来越强，

并成功登上“大雅之堂”。

1984 年，邓小平同志说，计算机的普及要

从娃娃做起；同年，教育部就发出通知，中小学

要进行计算机教育试点工作，并很快拨款 20

万元购置 300台计算机，装备了 30所小学作为

实验点。

一节课下来，换幻灯片换到手酸
八九十年代上学的学生应该还有印象，老师将一张张幻灯片放入机器卡槽中，

调试圆形按钮放大缩小；看完一张，再换另一张。一节课下来，光换幻灯片都能换

到手酸。

从一师一黑板到学者无疆
——40年中国教学载体旧貌新颜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根据 1999 年底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平均

每 121 名中小学生才拥有一台计算机,每年接

受信息技术教育的学生不足 3000 万人,而我

们有 2 亿中小学生。”2000 年，在全国中小学

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

的陈至立在发言中表示，要用 5 至 10 年左右

时间，在全国中小学基本普及信息技术教育，

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以信息化带动教育

的现代化。

所谓“校校通”，就是让全国 90%左右独立

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上网，使中小学师生都能

共享网上教育资源。

这次会议也被认为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

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学生上课时能看到的，不再只是老师提前

准备好的课堂资源。在网络的世界，知识传播

的藩篱正在被拆除。

曾经，有搞电化教育的老师在展望教育时

这么写：如果请那些研究了一辈子语文教学的

老先生们一起录个纪录片，在电视上播映，作

为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倡导，以飨国人，该

有多好。

在那个年代，他或许还未曾预料到，互联

网的出现，能让网课变得这么平常。

有了慕课，全世界教育资源在你面前
用慕课上课时，你看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老师，你能获得的也不仅仅是自己所

在学校能够提供的知识服务。在你的面前，是整个世界的教育资源。

技术改变的，不仅仅的是学生接触到的教

学资源，还有课堂互动的方式。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指出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基础，依托各类智能设

备及网络，积极开展智慧教育创新研究和示

范，推动新技术支持下的教育模式变革和生

态重构。

如果学生的学习数据能够被存储、被分

析，“因材施教”“个性化”就不再只是一种美好

愿景——因为，这正是人工智能擅长的。

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优秀老师。要知道，

好老师太少、学生数量太多，是教育领域长

期存在的问题。人工智能脑子里能装下特

级教师的学识与经验，它还能找出学生在听

课、做题中出现的短板，为他们进行个性化

学习内容推荐；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打造智慧

课堂和智慧校园，能变革数据采集的手段，

对课堂教学场景进行分析，为学校管理决策

提供大数据支撑。同样的，人工智能也在给

时代、给教育提出新的尖锐问题。杜占元曾

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为教育变革带来

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面对这一新形势，

就必须主动求变应变，以在新征程中走得更

快、更远、更好。

课堂不再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回到家

里，掏出手机，刷几道题，你也能和人工智能来

次深入接触。

诸多教育科技公司推出了各类有人工智

能元素的教育产品，有的教你背单词、学英语，

有的让你拍照就能搜题，有的为你整理出专属

题库……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数学教师王鹏

远在分析人工智能和教师关系时指出，教学

是复杂和灵活的，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在 可 预 见 的 将 来 ，人 工 智 能 无 法 像 教 师 那

样，随机应变、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灵活地

与学生交互。“但可以预计，随着人工智能的

进步，它将会给教师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

所以教师需要与时俱进，挖掘技术在教学中

的 潜 力 ，借 助 技 术 的 进 步 创 设 更 优 质 的 教

学。”王鹏远说。

实际上，现在的教师和人工智能的距离并

不遥远，应该从现在开始拥抱人工智能。

上课时你在看什么？

你能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用到的技术越

来越炫酷。而在这背后，其实是构建网络化、

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

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的宏大目标。

人工智能让因材施教不再遥远
诸多教育科技公司推出了各类有人工智能元素的教育产品。掏出手机，刷几

道题，你也能和人工智能来次深入接触。个性化教学不再是种美好的愿景——因

为这正是人工智能擅长的。

沙有威是中国最早的中小学计算机信息课教师。1978年，他从原首都师范学

院数学系毕业，偶然机会到了北京景山学校任教。景山学校是一所以教改为建校

之本的 12年制学校，也是全国最早进行教育创新的前沿实验基地。

沙有威还记得，1979 年学校就给教师发放了日本的一种可编程计算器，并学

习叫做 APL 的编程语言。沙有威自己学了几个月，再手把手教学生编程计算。

198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访美归来，带回了一台美国刚上市的家用电脑，并

送给了景山学校。它外接磁带机和硬卡，连接电视做显示屏。沙有威接手这台电

脑后，也成了中国中小学第一个教电脑编程的教师。

后来这台机器被遗忘在灰尘堆里，景山学校迁校址的时候，沙有威将它从库房

里“抢救”到自己家。现在，这台电脑在景山学校的校史展厅里见证着历史。

有这样的老资格，沙有威对“信息技术课”应该是怎么一回事了然于胸。他说，

中国的机器人教育至少从 1996 年开始，其实并不落后。2000 年，沙有威参加了恽

为民博士在上海举办的最早的机器人教育培训，深感机器人教学是大势所趋，之后

就在景山学校开设了全国最早的智能机器人课。

从当初教计算机课到现在教机器人课，沙有威说，当学生们为了机器人的成功

和失败而欣喜和懊恼；当他们在团队攻克任务中意识到分工与合作的价值时，现代

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填鸭式教育就远去了。

教了十几年机器人后，沙有威也感到，落后地区的孩子们在传统课程中或许难以

与发达地区的孩子一拼高下，但机器人教育是弯道超车的机会，落后地区完全可以先

行一步。退休后，他便踏上旅途，带着机器人去往偏远地区，碰到合适的学校就上课。

机器人可以在一分钟内让教室安静下来。课堂一般是这样的：两张课桌拼出

一个平台，几十个学生在不大的教室里围拢，后排的学生为了看清楚，站在凳子和

桌子上。一开始会有孩子叽叽喳喳，很快孩子们就不再说笑，而是盯着机器人的动

作。沙有威一直在修改自己的课程，琢磨如何更好地吸引学生。他的演讲越发简

单清晰，与孩子们的互动也越发自如。当学生们为不可思议的机器人活蹦乱跳，他

也越发精神抖擞。

近几年的沙有威，自费开车周游全国；而许多孩子第一次见到机器人，就是在

他的机器人普及课上。每去一所学校，他就盖学校印章留念，他有一个本子，上面

盖了 100多个章。

80年代那台电脑

已被遗忘在灰尘堆里

本报记者 高 博

随着“校校通”工程的推进，网络建起来

了，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库建设也启动了。有了

能够共享的优秀教育资源，才能真正实现教育

的“低成本、高效益”。

2003 年，北京中小学因为“非典”停课。

为了做到“停课不停学”，北京市教委就利用

自己的网站开通了“课堂在线”，还指定了 8

家重点中学网校承担网上教学任务。人们评

价，这也是“校校通”工程实施两年的一次应

用实战。

而在高等教育方面，借着互联网东风兴起

的，是与国际几乎无缝接轨的 MOOC（慕课），

也就是大规模开放在线课堂。

2008 年，慕课的概念由两位加拿大老师

提出；2012 年为世界慕课元年；2013 年，我

国也启动了慕课建设，同年 10 月，我国第一

个慕课平台上线；2014 年 4 月，教育部在清

华大学成立了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多

家慕课平台开始提供服务。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司长此前透露，我国慕课数量已位居世

界第一位。

上课时，你看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老师，

你能获得的也不仅仅是自己所在学校能够提

供的知识服务。在你的面前，是整个世界的教

育资源。即使身处偏远乡村，只要有网络，你

也能离教育平等更近一步。

图①① 2018年云南基诺山基诺族乡民族
小学的学生在上计算机课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图②② 小学引入平板电脑教学
视觉中国

图③图③ 上世纪80年代的教学幻灯片
图④图④ 1984年，云南基诺山的学生在上

课。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图⑤⑤ 上世纪 90 年代，老师用筷子当
教具。

图⑥图⑥ 在网络的世界在网络的世界，，知识传播的藩篱知识传播的藩篱
正在被拆除正在被拆除。。 视觉中国

图⑦图⑦ 机器人教学课上，老师为学生讲解
机器人挑战赛的相关知识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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