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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个性化学习的技术曲解、

本源廓清与突围路径

韩 雪 童

渊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袁 湖北 武汉 430079冤

[摘 要] 大数据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广泛应用袁让人们对个性化学习的实现满怀期待遥 然而袁技术的滥用和误用袁将导

致个性化学习被曲解为主体离席的被动性学习尧层次薄弱的浅表化学习尧路向规训的预设性学习和交往断裂的单子式学

习遥 对个性化学习的完整理解袁应以促进生命个性化发展为导向袁强调学生主动参与尧学习程度层级深化尧学习过程开放

生成尧学习时空跨界混融袁建构集个性化助学外系统和个性化学习内过程于一体的学习模式遥 个性化学习的实现不但需

要借助建基于大数据的学习操作系统袁更需要培育独立于大数据的学习主体袁打造超越大数据闭环的学习生态系统遥

[关键词] 个性化学习曰 大数据曰 学习模式曰 学习主体曰 学习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韩雪童渊1996要冤袁女袁山东泰安人遥 博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尧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遥 E-mail院

hanxuetongccnu@163.com遥

基金项目院华中师范大学 2021年度教学研究项目野师范生教育实践素养及其培养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202102冤

DOI:10.13811/j.cnki.eer.2022.06.004 理 论 探 讨

一尧引 言

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研发重要分支的大数据渊Big

Data冤袁 因其具备的 4V 渊Volume尧Velocity尧Variety尧

Value冤特征而成为机器学习尧人工智能的核心基础遥

翻转课堂渊Flipped Classroom冤尧慕课渊MOOC冤尧在线辅

导 渊e-Learning冤尧 智能学伴 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rning Companion冤 等新型技术媒介对大数据的广

泛应用袁让小班化教学尧一对一辅导尧私人定制套餐等

学习方式从野空中楼阁冶变得野触手可及冶遥 其中袁数据

乐观主义者更是提出袁数据建构袁尤其是对学生发展

数据的收集尧整理尧分析袁使得教师对学生潜能的发现

与成长轨迹的追踪变得易如反掌[1]等言论遥

诚然袁大数据以其高速存储尧智能分析和定制推

送的优势袁试图将学生从标准化的班级授课中解放出

来袁但极度的数据狂欢袁转而又可能将其抛入技术漩

涡遥 大数据并非根治传统教育症结的锦囊妙计袁如何

让技术与生命双向互哺袁如何实现学习目标从野个性

化冶向野化个性冶的跃升袁是面对大数据这柄双刃剑时

研究者应当审慎思考的问题遥

二尧个性化学习的双重特质

人之为人的差异体现于个性之中遥 个性袁可被译

为 Personality或 Individuality袁是指野集兴趣尧爱好尧情

感尧动机尧信念尧价值观等思维方式尧心理特征尧心理品

质于一体的个性人格冶[2]遥 个性人格的生成袁既源于先

天的遗传因素袁又包括后天能力尧气质和性格的形塑遥

从野个性冶概念入手袁完整的野个性化学习冶被赋予野目

的要手段冶野外围保障与内生过程冶双重特质遥

渊一冤个性化辅助学习系统院个性化学习的外围保

障与实然手段

野个性化冶是对野个性冶的动词化袁是指以学生为中

心袁借助个性化助学系统袁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和

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过程遥个性化辅助学习系统为学

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时空尧个性化学习诊断尧个性化学情

分析尧个性化学习资源尧个性化学习方法尧个性化学习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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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尧个性化学习反馈等一系列外在的个性化学习服务遥

相较于依靠传统人力教师的因材施教袁 大数据以

便捷有效的方式对每位学习主体的学习行为加以追踪袁

进行数据画像尧创建数据档案袁野在充分考虑学习者基本

属性尧学习方式尧认知背景尧学习结果的基础上匹配学习

路径冶[3]袁以期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地认识自身遥

渊二冤化育学生个性人格院个性化学习的内生过程

与应然目的

野化个性冶是野化育个性冶的简称袁尊重学生的个性

差异袁挖掘学生的个性潜能袁引导生命独立而完整的

个性化生长是教育至关重要的目标之一遥为实现化育

个性的目的袁 学生需要在习得广义的基础知识之上袁

结合自身的兴趣和特长走向野精而深冶的个性化学习遥

为实现化育个性的目的袁个性化学习的野掌舵者冶

应当是学生而非技术遥 在存在主义看来袁人的本质并

不是事先给定的袁而是因野存在冶不断创生的遥同样袁人

的本质也不能被大数据给定袁人是自由选择尧自觉负

责和自我超越的存在者遥 为实现化育个性的目的袁学

生既要具备独立于大数据的主体性袁也要充分利用技

术手段袁在个性化学习过程中渐臻个性化发展遥

个性主要包括独立性尧独特性和主体性遥 独立性

主要指独立判断尧独立选择尧独立生活的能力袁独特性

主要指独特的思维方式尧独特的气质品性尧独特的审

美境界袁主体性主要指选择能力尧创造能力和交往能

力遥 个性是共性得以存在的条件袁共性是对个性自由

的伦理道德约束遥学习内过程主要包括兴趣激活与意

向唤醒尧理解吸收与经验建构尧反思创新与知识炼制袁

主体亲身参与的学习活动尧内化的学习内容尧实践的

学习表现袁才是将知识从符号转化为经验尧素养和人

格的关键袁也是个性化学习成功与否的锁钥遥

图 1 个性化学习模式

质言之袁个性化学习是指以学生为中心袁综合个

性化学习外系统和个性化学习内过程的尧以培育具备

个性人格的学习主体为目的的学习模式 渊如图 1所

示冤遥

三尧大数据对个性化学习的技术曲解

一味追逐个性化学习尖端系统研发的做法袁是对

个性化学习的概念曲解袁 导致目的要手段的分离袁诱

发人机关系错位的风险遥

渊一冤学习主体的离席院蛰居于数据洞穴的被动性

学习

主体性衰微的学生将沦为大数据的被动附庸遥王

道俊指出主体性的人性假设院野人以社会实践为中介

与外部世界形成双向互动的对象性关系袁即主体客体

化和客体主体化遥 冶[4]然而袁大数据依托强大的技术优

势袁颇有颠倒人机关系之势袁学生不仅丧失了对周遭

生活环境的改造能力袁放弃了选择权袁甚至退化为技

术主宰的客体遥

技术替代论消解了学生的选择能力遥一旦患上屏

幕迷恋症袁低龄段儿童的思维敏锐度尧理性判断力和

自觉意志力会下降袁过度依赖数据信息袁将学习的主

动权交给技术袁技术最终完全替代学生作出学习过程

的阶段性选择和终结性决策遥

技术决定论蚕食了学生的质疑能力遥个性化算法

推荐借助大规模的数据分析袁过滤掉它认为与学生无

关的内容袁对学生进行精准画像袁但是这种技术操纵

下的野私人定制冶却以野个性化冶名义斩断了多元信息

传播通衢袁让学生生活在野回音室冶中遥 学生被高精确

性的技术理性俘获后袁 在数据为王的时代作茧自缚尧

思维固化袁惟技术是从遥

技术权威论褫夺了学生的生命尊严遥 京特窑安德

斯渊Gunther Anders冤指出袁新时代的技术革命让人们

陷入野普罗米修斯的羞愧冶袁在人类与机器的现代较量

中袁人因先天不足而理性自卑袁更会在被技术排挤后

因野羞愧得抬不起头冶而注定踊跃地野叛逃到机器的阵

营之中冶[5]遥深陷数据权威论的学生正不断为成为技术

的一部分而抛却生命尊严尧消弭自我认同遥

渊二冤学习层次的薄弱院蜷缩于数据圈层的浅表化

学习

大数据力求将学生的学习表现分毫不差地转录

到系统中袁尼克窑申克特曼渊Nicole Shechtman冤等更是

研发出情绪仪表尧姿势分析座椅尧压力鼠标和无线皮

肤传导器以检测学生学习情感指标 [6]袁试图野对症下

药冶遥尽管数据竭力剖析人类复杂的心理机能袁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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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意义世界和精神空间岂能被简化为单一的数

字符号钥倘若大数据支持下的学习仅仅是停滞在答案

记忆和课业完成的浅表化学习袁学生不但无法形成个

性人格袁更难以适应未来的智能社会遥

技术万能论加剧了学生的思维惰性遥 野当人们高

度地被网络自衍理路制约安排后袁人们就愈来愈不需

要智慧了袁因为他不必跨越既有体系的自衍理路结构

的温室来寻找意外尧偶发尧创新的灵感为自己解决问

题袁甚至还要将意外偶发火花的机会都给剥夺掉遥 冶[7]

日益精进的技术袁既让学习对难题迎刃而解袁也让学

生用智能的解题 App和搜索引擎取代了思维过程袁以

致西奥多窑罗斯扎克渊Theodre Roszak冤声嘶力竭地呐

喊院野到处都是信息袁唯独没有思考的头脑遥 冶[8]

技术效率论阻碍学生高阶能力的培养遥为迎合应

试达标的需求袁依托于大数据的个性化学习被异化为

一对一的智能考试辅导与课程补习袁超前学习尧过度

学习尧重复学习等野假学习冶现象屡见不鲜遥 纵然考试

达标是对学生基本知识的考核袁但大数据辅助下的学

习如若以应试效率而非发展效益作为最终目标袁将无

法让学生对符号文字的低阶识记能力蜕变为关照实

践创新的高阶能力遥

技术局限论束缚学生对学习意义的追寻遥 卡尔窑

西奥多窑雅斯贝尔斯渊Karl Theodor Jaspers冤曾言院野所

谓教育袁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渊尤其

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冤袁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尧生命内

涵的领悟尧意志行为的规范袁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袁将

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袁使他们自由地生成袁并开启

其自由天性遥冶[9]无论大数据如何智能袁它永远只是野缸

中脑冶和野类人脑冶袁渴望通过数据分析对人类的意义

世界进行清晰而真实的了解是不可能的遥唯技术论的

学习袁以计算思维将知识背后的意义进行数据性简化

和符号性表达袁难以实现野意义家园冶的丰盈遥

渊三冤学习路向的规训院受困于模型操控的预设性

学习

预设性学习是追求稳妥尧低风险的学习袁却也是

封闭性尧 单一性的学习遥 在米歇尔窑福柯渊Michael

Foucault冤看来袁规训的新颖之处在于野对人体的运作

加以精心的控制袁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袁并强

加给这些力量以驯顺的关系冶[10]遥 大数据时代袁预设性

的学习方案让学生顺从于大数据的野零敲散打冶袁踏上

预先规划好的野私人定制冶航线遥

技术还原论肢解了学生的整全生命遥大数据将学

习表现还原为数据模型袁 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习路径遥

一旦学生的学习选择交由技术管控袁他们的成长将遵

从既定的道路前行袁无须自己作出选择遥赫伯特窑马尔

库塞渊Herbert Marcuse冤曾言院野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

成为解放的桎梏袁即迫使人也工具化袁导致人的片面

发展袁成为单向度的人遥 冶[11]

技术泛化论侵犯着学生的隐私利益遥大数据应用

时空的泛化袁使学生无时无刻不处于被隐性监控和记

录行为的野圆形监狱冶中遥居于中心瞭望台的大数据管

理者袁一旦逾越技术伦理底线将学生的数据信息泄露

给不良商家袁别有用心的非法机构便会从中获利遥 大

数据对学生野时下冶和野过时冶的学习行为识别尧编码尧

录入尧汇总和分析袁这种泛在监控的方式不免会让学

生对做出的每一个行为都诚惶诚恐袁对犯下的每一个

失误都心生忌惮遥

技术预测论限制着学生的发展阈限遥信息技术竭

力打开野学习的黑箱冶袁尽管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

性和连贯性袁但人的未完成性也预示着未来的可能性

与非连续性袁可是大数据却将对未来的算法预测建基

于过去和现在的行为之上袁程序规则设置的野除允许

之外都禁止冶的限度袁剥离了学生的创意和想象袁紧闭

起学生自由发展的生成性通道遥大数据的算法歧视也

让学生在技术的驱动下陷入教育偏见袁却不能自知遥

渊四冤学习交往的断裂院游离于程序孤岛的单子式

学习

在佐藤学渊Manabu Sato冤看来袁学习是与自身尧与

客观世界尧与他人互动性的对话袁是从个体出发袁经由

与同伴的合作袁又返回个体的过程[12]遥 数据为本的时

代袁网络成为横亘于师生之间的阻隔袁人与人之间面

对面的交往袁逐渐被人机交往和虚拟交往所替代遥

学生被禁锢在单调的数字园地遥大数据对学生的

图谱分析和精准画像袁 让学生抽离生命的人文性尧艺

术性和多样性袁被包围在由数据筑起的野铁墙冶之内遥

受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袁理性自负的思想家试图通过

科学真理的探析发现超验的终极实体袁对人存在境况

的关注越来越少遥 当学生被抛入无边的数据汪洋时袁

他们却未能从中寻找到价值根基袁 一旦课业任务完

成袁他们仍会不知所措遥究其原因袁乃是学生在学习中

缺乏意义感袁无从找寻适合自己的生命本质袁难以在

与自身的交往中实现人我和谐遥

学生被分离在孤立的蛋蒌格间遥 马丁窑海德格尔

渊Martin Heidegger冤在论述野此在冶时袁不仅揭示出其

野在世之在冶袁更指明其野与他人共在冶[13]的特征袁后者

致力于摆脱个人中心主义的唯我论困境遥 然而袁大数

据一对一的私人定制式服务袁却将个性化学习窄化为

个别化学习袁将学习主体分隔在各自的程序野孤岛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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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数据能够全方位地给学生提供帮助袁学生转而将

信任从同辈他人转嫁到技术袁甚至会排斥与教师和同

学的合作袁导致生生尧师生的交往关系受阻遥

学生被弃置在虚幻的网络世界遥由大数据创设而

成的网络世界袁让缺乏自制力的学生沉溺其中而无法

自拔遥 处于数字化生存状态下的学生袁在虚拟洞穴与

社会现实的巨大裂隙的撕裂下袁可能会因极强的不适

感而日益疏离真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袁野造成人情冷

漠袁历史感尧审美感和施爱力的丧失袁引发人类精神文

化空间里的生存危机冶[14]遥

四尧大数据时代个性化学习的本源廓清

大数据时代的个性化学习袁 要持守生命关怀袁以

个性化学习系统为个性化发展服务袁 激发学习兴趣尧

挖掘个性潜质袁助力个性人格的涵育袁让学生成为独

一无二的完整生命体遥

渊一冤跳脱信息陷阱院学习动机由技术驱动转向意

志主动

大数据时代的个性化学习不是技术崇拜式的被

动学习袁而是以学生意志为中心的主动学习曰不是学

生对技术的单向适应袁而是生命与技术的双向赋能遥

个性化学习的第一重表现院指向兴趣保全的主动

学习遥 约翰窑弗德里希窑赫尔巴特 渊Johann Friedrich

Herbart冤将野多方面的兴趣冶视作教育的一般目的袁并

指出袁野各种个性全部都包含在多面性中冶[15]遥 约翰窑杜

威渊John Dewey冤提出袁野谈话和交际尧探索与发现尧制

作与建造尧艺术与表现是孩童本能的四种兴趣冶[16]遥 学

生原初的兴趣是宽泛而多样的袁大数据不应以野一刀

切冶的聚类划分袁将学习主体的兴趣野化整合一冶遥自我

意志激活的主动学习袁是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爱好和个

性特长为旨归的学习袁大数据既要帮助学生寻找到适

合其学习的特长领域袁也要保全他们的业余爱好遥

个性化学习的第二重表现院人机协同决策的主动

学习遥虽然大数据能够为学生及时反馈学习进程中出

现的问题袁但大数据不能替代学生的学习决策遥戴维窑

保罗窑奥苏贝尔渊David Pawl Ausubel冤曾以野有意义学

习冶直击野机械学习冶的痛点[17]袁重申唯有学习的主动

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袁学生才能将新知与经验建立起实

质性联系遥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数据袁学生要强化反思

意识袁以审辨式思维区分数据真伪袁在审慎客观地考

虑数据分析结果后袁于学习过程的关键节点自觉作出

选择袁并对选择负责遥

个性化学习的第三重表现院注重知识创新的主动

学习遥自迈克尔窑波兰尼渊Michael Polanyi冤提出个体知

识由野个人性尧默会性与寄托三大支柱构成冶[18]后袁知

识的范畴得以扩充袁 也为个体对知识的个性化理解尧

建构和炼制提供了可能遥网络社会以高速的流动性带

来超载信息和碎片化知识袁将曾经被人们视如圭臬的

知识权威一举击溃袁结构松散的野软知识冶涌现却难以

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遥 为此袁学生不能局限于接

受式学习袁而要将学习视作野零存整取尧不断重构尧创

新胜于继承的过程冶[19]遥

渊二冤挣脱数据囹圄院学习层次由浅表化转向纵深化

让技术始终是人的延伸而非人类替代品的关键

在于高阶能力的发展袁而高阶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深度

学习遥深度学习旨在让学生通过知识符号感受其背后

的思维逻辑和文化意义袁活化为学生的认知方式和精

神力量[20]遥 通过个性化的深度学习袁学生建构起个性

化的情感体验和意义价值袁打破过程异质尧结果同质

的闭环袁让每个人都能扬己所长遥

野个性化的深度学习冶首先是思维深度炼化的学

习遥 层进思维是深度学习需要炼化的第一种思维遥 层

进是指从对知识表面的符号认知袁由易到难尧由表及

里尧由浅入深地走入知识内涵的文化背景尧学理逻辑

和学科方法的过程袁是对知识领会要解码要建构要表

达的思维过程遥关联思维是深度学习需要炼化的第二

种思维遥 学习不是为了纸上谈兵袁而是为了培养解决

问题的可行能力袁关联思维有助于学习主体在知识间

由此及彼尧由一及多尧由近及远地灵活迁移遥

其次是情感深度体验的学习遥基于数据编码的动

画程序能够生动尧具象地再现知识的形成过程袁却无

法替代学生基于过程实践的具身体验遥人文性和艺术

性知识的学习袁只有通过具身体验袁学习主体才可能

穿越历史时空的局限袁感悟到知识背后隐含着的文化

情感曰科学性知识的学习袁只有通过具身体验袁学习主

体才能在探究活动中领悟科学研究的严谨和坚持遥

最后是意义深度创生的学习遥蜻蜓点水式的学习

无法触及学生的心理结构袁 也无法促进其有效的发

展遥经大数据分析后的学习资源应让学生借助补充资

料加深对所学内容背后蕴含的时代精神的理解袁帮助

学生对知识赋予个性化意义遥大数据助学系统支持下

的个性化学习袁不是平均主义式的学习袁而是在达成

知识和技能基本目标后袁结合自身偏好后有所侧重的

纵深式学习遥

渊三冤解脱算法枷锁院学习路向由预设性转向生成性

人本质上是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性存在袁 而非一

成不变的流水线野产品冶遥 例如院有些学生年少聪慧袁有

些学生却大器晚成遥为实现个性化学习袁学生要从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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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学习走向容纳数据的学习和超越数据的学习遥

多元化学习内容是个性化学习走向生成的基础遥

人之为人的复杂性莫过于成长中的未知性与非线性遥

考虑到学生发展的过程性袁大数据辅助下的个性化学

习系统绝不可从片段性的学习记录中对学生终身的

成长路径加以定型袁反而应当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

内容袁以满足学生多样的学习兴趣遥

情境性学习方式是关键遥学习存在规律性与境域

性的张力袁情境性学习是指学生在特定情境中袁以情

境中突发性事件为对象的学习遥由于情境是无法实现

预知的袁学习主体要在参与大数据提供的预成性学习

轨迹之外融入基于情境判断的过程性学习遥

表现性学习评价是保障遥 表现性学习评价袁不是

追求单一的评分或评级袁 而是对学生显性和隐性尧即

时性和历时性学习实践的综合性评价遥隐性的学习体

验是难以被数据完全录入和转载的袁表现性学习评价

不只是根据算法程序将学生的学习结果划分到不同

的类别之中袁还包含着全过程尧多模态的整体性学习

评价袁以期指出学生的个性化缺点和改进策略遥

渊四冤摆脱智能依赖院学习时空由虚拟网络转向跨

界混融

人类终究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袁身份形态不会永远

定格在野虚拟存在冶袁大数据时代的个性化学习袁应从

一维的虚拟时空转向多维时空的跨界混融遥生态意义

上的野混融冶不是野并存冶野交替冶袁也不是野混合冶袁而是

野交融冶野和合冶遥

一方面袁跨界混融式的个性化学习袁跨越的是时

间界限遥迭代更新的信息技术袁能够让学生实现异时尧

随时的交往遥 个性化学习的跨界混融袁不仅是学生学

习时间的跨界袁更是学习内容的时间跨界遥 大数据不

能将学习资源的整合局限于对知识符号的还原袁更要

致力于将历史文化以创新的方式带入当下袁活化与学

习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袁带领学生走入人类文明的历

史长河遥另一方面袁跨越的是空间界限遥大数据依托的

云端平台和电子档案系统袁 将学生的选择范围聚拢于

虚拟的网络空间袁尽管互联网承载着海量的信息资源袁

但终究不是人类实然生存的空间遥 大数据时代的学习

空间袁应当是联通虚实尧汇通天地的双线混融空间袁学

生既隶属于网络学习社区袁 也是线下学习共同体的一

员遥

跨界混融实际上跨越的是交往界限遥尽管个性化

学习是由学生兴趣驱动下的学习袁但它并不是形单影

只的孤立式学习袁而是交往性实践活动遥 如果没有真

实的学习交往作为保障袁 大数据时代的个性化学习袁

只是哗众取宠袁无法让学生拓展理解视域袁更无法建

构起完整的个性人格遥

五尧大数据时代个性化学习的突围路径

大数据时代个性化学习若想真正实现袁防止被技

术绑架袁就不应将砝码全部抵押在技术的研发上遥 唯

有从技术取向转向育人取向袁才能在生命与技术的双

向耦合中培育个性人格遥

渊一冤培育独立于大数据的个性化学习主体

大数据时代个性化学习系统的研究热潮已经表

明教育技术研究者对野学习冶的关注袁但却缺少对学习

背后之野人冶的敏感与敬畏遥 破解野技术之于学习的神

话冶[21]的唯一出路在于依靠自身的主体性遥

牢牢守护生命在数据面前的尊严遥 叶反思教育院向

野全球共同利益冶的理念转变钥 曳重申野尊重生命和人格

尊严冶[22]这一经典的人文主义理念遥 无论是教育技术

研发者还是教育技术使用者袁都应当时刻铭记袁技术

终究是人为的袁也是为人的袁镜像化呈现的数据模型

与真实的生命有着本质的区别遥学生唯有拥有完整的

自我认同袁才会在大数据时代过上有意义尧有尊严的

生活遥

强化信息素养袁 建构审慎而理智的学习胜任力遥

一方面袁大数据时代的学习胜任力在涵盖基础的学习

适应力尧学习意志力尧学习转化力尧学习迁移力和学习

应用力之外袁还应当格外凸显旨在自我提升的学习动

力袁面对数据信息的学习审辨力尧信息筛选力以及融

入个人经验的学习创造力曰另一方面袁大数据时代的

学习胜任力袁还表现在学生对知识背后蕴含的文化精

神和道德价值的认知力袁以及对审美尧意义尧智慧尧自

由的学习诉求遥

重铸元认知能力袁掌握学习的主动权遥 学生只有

借助技术对自身有充分的认识袁具备优良的自我监控

力和灵敏调节力袁在厘清技术局限性的基础上袁将学

习的主动权尧调控权和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袁根据

自身的学习需要选择个性化学习资源和参与个性化

学习过程袁才是大数据时代应当培育的学习主体遥

渊二冤构筑建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学习操作系统

人类生命是完整的袁人类自发的学习活动也是完

整的遥 人类不应片面追求高精尖的助学系统研发袁而

应在生命与技术的交互共进中重构指向生命发展的

个性化学习操作系统遥

个性化学习操作系统是将外部助学系统与内部

学习过程加以系统性整合袁以期实现生命与技术双向

赋能的学习系统渊如图 2所示冤袁是对个性化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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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数据辅助下的个性化学习操作系统

的操作性应用遥它发端于两条逻辑线索院其一袁由内而

外的个性化学习兴趣曰其二袁由外而内的个性化学情

诊断遥两条线索并非截然对立的袁而是相辅相成的袁大

数据助学系统要从资源推送转向套餐推荐袁为学生灵

活的学习选择和学习决断服务遥

依托于大数据的个性化助学系统主要由个性化

学情咨询系统尧个性化学程推荐系统和个性化学习资

源云端筹备系统三方面构成遥为了给学生提供多元的

学习套餐袁个性化学习资源的筹备也不能仅仅停留于

常规的学科课程袁还可借助智库扩展主题课程尧域间

课程尧跨域课程与融和课程等遥 个性化学习评价反馈

系统不能仅仅依托于程序预先设定好的成绩等级袁还

要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性格特点给予差异性

评语和鉴赏性选拔遥

为实现建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学习模式袁教育信

息技术研发者一定要祛除技术野幻象冶袁清晰而透彻地

看到使用和创造技术的野大写的人冶曰大数据助学系统

的使用者也应结合信息识别尧信息判断理智作出独立

的学习决策袁以防技术凌驾于人类之上遥

渊三冤打造超越大数据闭环的个性化学习生态系统

大数据时代的个性化学习袁 实际上是以测评为

导向的分类式学习袁野它不仅以数据标注尧 预测尧评

定尧区隔学生袁也激化了教育竞争与教育焦虑袁加剧

了教育的功利化和工具化冶[23]遥 在信息技术横行的时

代袁 将学习完全寄望于技术研发的做法无疑是隔靴

搔痒袁个性化学习的实现需要全方位尧多主体的协作

互助尧多元治理袁共同营造超越大数据闭环的学习生

态系统遥

其一袁超越大数据闭环的学习生态系统是和而不

同尧美美与共的学习生态系统遥 人类作为学习生态系

统的核心生命袁 学习共同体的建立是助力其尊重差

异尧反对霸权尧走向民主的可行路径遥 野交响乐般的共

同体冶坚决驳斥野被迫的同一性冶袁主张在差异中让音

色尧音阶都不同的乐器和谐地奏响[24]遥 超越大数据闭

环的个性化学习袁 已不单单是一种具象的学习系统袁

更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导向袁需要全社会打造出理解个

性尧包容差异尧和睦共生的学习生态系统遥

其二袁超越大数据闭环的学习生态系统是数字孪

生尧人机交互的学习生态系统遥 个性化学习的完整实

现不能拘泥于虚拟的网络空间袁 而应实现虚拟与现

实尧历史与未来尧科技与文化的跨界混融遥 技术时代

人机关系应从相互博弈走向野联合行动冶袁学习主体

要在具备信息素质的前提下发扬自身的特长袁 既要

个性化地充分利用数据信息习得概念类尧 科学类知

识袁 更要在生活世界中个性化地主动学习技术无法

完全呈现的人文类尧艺术类和程序类知识袁将技术变

为人类的野延伸冶袁让人更加像野人冶遥

其三袁超越大数据闭环的学习生态系统是治理规

范尧协同育人的学习生态系统遥为实现更高质量尧更加

公平的新时代教育新期许袁技术研发者和技术主管部

门应尽快确立技术伦理规范和技术应用法则遥掌握研

发技术的信息化机构袁也应遵守数据隐私保护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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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Misinterpretation, Original Clarification and Breakthrough Strategies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 the Era of Big Data

HAN Xuetong

(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kes people look

forward to th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However, influenced by the misuses and abuse of

technology, personalized learning is misinterpreted as passive learning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ubject, superficial learning with weak levels, well-designed learning with regulated paths and single-form

learning with broken communication.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should be guided

by promoting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of life, emphasizing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deepening

法规袁严禁随意泄露学生的数据资料遥 信息技术的出

现袁让人类看到了个性化学习从幻想向实践落地的希

望袁但前行的道路险阻且漫长袁还需要学校尧家庭尧社

会野三位一体冶的协同合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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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ly from lower order to higher order; (2) critical thinking at different stages of online peer

assessment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olution of problem spaces; (3)

online peer assessment activities have an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ritical thinking of lear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line peer assessment, and

provides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Online Peer Assessment; Critical Thinking;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Problem Dissolution;

Lag Sequential Analysis; Epistemic Network Analysis

渊上接第 24页冤

explosive growth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and endogenous

mechanisms such as the obvious gap in teachers' roles, teachers' cognitive disorientation, and teachers'

inadequate role skills.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plight of teacher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roles of

teacher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identity, the posture of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eaning

what they should keep, so that teachers can maintain the filling of roles and the tension of their liv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rasping the pulse of the times, finding a "poetic habitat" for their roles

and becoming qualified teacher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er's Role; Social Role Theory; Role-playing

the learning level, opening generation of learning process, integrating learning space and time, and

constructing a learning model that combines the external system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assistance with

the internal process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Th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not only needs to

build a learning operating system based on big data, but also needs to cultivate a learning subject

independent of big data, and to build a learning ecosystem beyond the closed loop of big data.

[Keywords] Personalized Learning; Big Data; Learning Model; Learning Subject; Learning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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