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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能本位的学习范式作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源性力量袁为建设技能型社会尧培养高质量技能型人才

提供重要支撑遥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超越性尧人本性与转基因为学习范式的变革注入新的活力袁导致从知识本位到技能本

位范式的必然转向遥 鉴于教育改革历程中知识与技能之争影响深远袁文章从认识论立场出发袁辨析知识与技能之间的关

系袁形成关于知识奠基的技能层次理解袁进而明确技能本位学习范式之定位袁即以技能学习为主线带动知识学习与态度

价值塑造袁以促进个体核心素养发展曰从方法论视角勾勒技能本位学习范式的实践进路袁即通过构建终生学习生态尧研

制技能组谱尧设计个性化体验学习活动尧打造开放学习空间尧建立技能微认证体系等促进个体技能养成袁以期回应教育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认识论革命与范式创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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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自第四轮工业革命以来袁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
能技术引发颠覆性的产业变革和职业重塑袁促进社会
数字化转型并对人才培养提出新挑战遥麦肯锡全球研
究院预测袁到 2030年袁全球多达 1/3的技能变更可能
发生在中国袁超过 2.2亿中国劳动者将受自动化技术
影响而变换职业[1]遥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袁仅
仅让学生获得大量知识已远远不够袁以创新型尧复合
型技能引导学生获得面向未来的学习力袁是教育应对
社会变革与人才培养需求的应然使命遥作为社会数字
化转型的一部分袁教育数字化转型既是教育适应社会
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选择袁也是教育系统内部为适
应技术变革持续创变的内在需求遥新一轮信息技术的
发展成为催生教育结构性变革的驱动动因袁持续改变

着知识生产方式尧 人类认知形式与教学组织样式袁逐
渐从关注学生知识获得转向关注学生技能形成袁并为
学习范式的变革释放无限可能[2]遥
目前袁技能本位的学习范式正推动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内源性变革袁将技能人才培养作为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重点行动方向已然成为国际共识遥 OECD的叶教
育 2030院未来的教育和技能曳报告尧世界经济论坛提
出的教育 4.0框架[3]尧欧盟的野技能公约冶[4]尧德国的叶未
来技能院学习和高等教育的未来曳报告[5]袁均凸显了技
能优先培养的未来教育理念遥我国在数字化转型推进
中也十分重视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袁2022年 10月发
布的 叶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曳
指出袁要全面实施野技能中国行动冶[6]袁尽管该意见更强
调职业教育体系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用袁但
普教体系中培养技能型人才同样迫在眉睫遥 因而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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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的视角出发袁审视知识本位的教学范式成因与
局限袁理解数字化所催生的教育转型袁以及其中隐含
的认识论变革袁通过技能本位学习范式的创新促进个
体面向未来的技能养成袁有助于从学习论与方法论层
面回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目标遥

二尧从知识本位到技能本位院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要求

至于教育范式究竟以知识本位抑或是技能本位袁
围绕这一话题的争论旷日持久遥 历史上袁关于野知识冶
与野技能冶以谁为先的教育改革的钟摆始终在左右摇
摆遥例如袁美国经历了从注重技能的进步主义运动袁到
强调知识的野新三艺冶课程主张袁到重视技能的生计教
育运动袁到关注知识的回归基础运动袁再到面向未来
的 21世纪技能运动等多轮摆动[7]曰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中也有围绕野应试教育冶与野素质教育冶的野钟王之
争冶遥 由于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种范式变革[8]袁梳理知
识本位认识论倾向及其导致的教学范式的局限性袁分
析技能本位学习范式的应然袁有助于把握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现实要求遥

渊一冤知识本位认识论倾向的形成
教育源自于社会生产需求遥知识本位教育观的形

成肇自近代社会的开端袁机器大生产时期对大批胜任
工厂工作的劳动者的需求袁催生了大规模尧标准化尧统
一性的教育模式袁促使现代教育体系得以建立遥 从夸
美纽斯到赫尔巴特袁是知识本位教育观形成的重要时
期袁 也是科学哲学思想和近代认识论转向的重要阶
段遥在认识论层面袁从早期关注人的现实性尧经验性实
践活动袁将实践理解为获得知识的方式之一袁注重源
自实践尧基于技能的认识袁逐步过渡到近代哲学家所
关注的理性的尧先验性活动袁注重通过纯粹理性分析
与逻辑演绎获得基于野知识冶的认识袁并一度成为主流
的哲学现象遥 培根野知识就是力量冶的知识观尧笛卡尔
野我思故我在冶的主体性哲学袁是传统教学范式得以确
立的思想基础[9]袁掀起了一场知识崇拜的热潮袁直接奠
定了知识中心的教育地位袁并衍生出野教学就是将一
切事物渊知识冤交给一切人类的艺术冶等著名论题[10]遥
由此袁知识本位的教学范式近乎贯穿了自夸美纽斯之
后的整个教育发展历程遥

渊二冤知识本位下教学范式的局限
在知识本位的教学范式下袁教育以渊客观冤知识为

中心袁教学被视为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袁学生即为具
有可塑性尧可改变性的客体遥 这种教育理念造就了传
统的教学方式袁表现为教师在授导式课堂中拥有决策

权袁学生仅需依据教师的决策进行学习即可遥 随之而
来的问题是院

第一袁教师主体性的彰显容易导致学生主体性的
缺失遥 不可否认袁知识本位的教学范式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形成整齐统一的组织方式袁促进学生快速模仿与
强化练习袁然而教师主导权的私有化湮没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遥由于学生对所学的话题尧内容尧方式缺少话语
权袁仅是跟着教师的统一步调学习袁部分学生尚未达
到学习该内容所需具备的基本认识袁新知识仅仅附着
在先前知识体系的表面而没有进入头脑中袁阻滞了深
度目标达成袁也难以满足学生差异化需求遥

第二袁野脱境式冶渊Decontextualization冤的学习方式
导致知识难以转为技能遥学生获得信息的方式脱离真
实场景袁他们将附着于特定媒介中的符号化内容经分
析尧综合尧推理等思维过程存储在头脑中袁并将所学内
容野迁移冶至新的抽象情境中遥这些内容是从复杂的社
会生活经验中抽象提纯而来的间接经验袁背后的产生
过程与问题解决逻辑已被隐匿袁而学生野迁移冶的情境
往往也是由教师创设的伪情境袁因而缺乏从真实场景
中获得知识和将知识应用于真实场景的过程袁导致学
生获得的是运用所学知识应对考试的技能袁而非应对
真实场景中复杂问题的技能遥

第三袁简单将高分等同于高成就水平并引起学业
负担加重遥 学习的目标在于让个体达到较高成就水
平袁这一水平不仅可以通过高的分数表现出来袁还体
现在解决复杂问题的实践中遥知识本位的教学目标以
个体知识获得为主要取向袁多以纸笔测验的形式检查
学习内容掌握情况袁导致学生倾向于通过记忆尧理解
与反复练习等方式掌握书本上的概念规则等内容遥缺
少了技能性参与袁学生脱境式的学习过程难以支撑高
的成就水平袁导致他们只能借助于单纯的知识性训练
完成学习任务袁背负过重的学业负担遥 尤其是当前社
会信息爆炸尧野知识冶海啸喷涌而来袁引发部分教育者
和家长产生焦虑袁加速将书本尧网络上的信息野填满冶
学生的头脑并期望他们获得更多知识袁 造成 野鸡娃冶
野内卷冶等社会现象袁在场景缺失的条件下学习袁学生
所形成的知能体系就只能依赖于身体局部感官的参

与袁而难以实现整个身体的共同参与袁这必然引起个
体局部感官的认知负荷加重遥 在此背景下袁关注学生
技能养成的技能本位的学习范式呼之欲出遥

渊三冤技能本位学习范式的必然
野范式冶作为精神定向的工具袁被库恩视为由科学

共同体所共有的一组信念尧范例尧规制尧世界观与方法
论袁以及本体论承诺[11]遥 学习范式是学习者为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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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心智结构袁所共有的价值信念与行为方式
的总和袁以特定的学习模式和具体的学习样式等表现
出来[12]遥 关注技能本位的学习范式袁并非完全抛弃过
去所形成的其他学习范式袁而是强调多范式并存下如
何强化技能培养以促使学生形成面向未来的技能袁因
此袁这一范式既要坚守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这一野不
变基因冶袁同时也要充分体现教育数字化转型之野转基
因冶的关键内核遥

1.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超越性要求培养技能型人才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落实数字中国尧建设教育强国

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袁也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关键途
径遥 一方面袁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一
部分袁需要依照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塑造适应国
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人才遥由于未来社会将
更多地使用快速变化的智能技术袁自动化技术将取代
以重复性体力劳动为主的人工操作袁渊半冤自主化技术
将模仿人在特定任务场景下的认知加工表现袁模拟或
超越人的认知能力袁旧的岗位逐渐被取代袁而新的岗
位逐渐产生袁因此袁仅让学生摄取知识以获得较高学
业成绩的育人目标已不再适用袁培养人工智能难以取
代的创造性尧价值推理尧社会情感等技能袁是教育数字
化转型时代人才发展的刚需遥 另一方面袁教育不仅决
定人类的今天袁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13]袁应发挥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引领性与超越性袁以数字化转型促进人
的转型袁通过培养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尧具备数字化思
维技能和实践性技能的人才引领社会转型袁为构建技
能型社会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遥

2.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人本性呼唤技能本位的学习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超越性通过野人本性冶得以实

现遥 教育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活动袁将促进人的发展作
为基本价值袁这决定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人本性的
特征遥人本性强调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人的认识主
体性和实践主体性袁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超
越现实世界袁共同构造未来世界袁引领社会数字化转
型的发展遥 不同于知识本位教学范式的教育适应观袁
即以认识世界为目标袁 通过顺应和满足社会要求尧依
照社会生产需求塑造适应社会的野认识主体冶袁此背景
下个体获得的知识或技能可能会很快过时遥技能本位
的学习范式袁是从适应观向超越观的转变袁强调人是
社会文化的创造者袁 是促进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能动
者袁 关注个体作为认识主体适应外部世界的同时袁引
导个体及时更新并发展自身技能袁培养改造世界的实
践主体遥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是通过技能本位的学习发
挥人的野认识要实践冶主体性袁实现人的转型袁并通过

引导个体自觉发挥技能变革社会活动袁进而促进社会
转型遥

3.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转基因强调人的技能养成
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人为的社会文化 野转基因冶

工程 [14]袁 加速了工作场所的技术变革以及对持续学
习尧技能提升和再培训的需求袁并为教育注入新的文
化基因袁这些文化基因是促进个人发展和技能养成的
重要驱动因素渊如图 1所示冤遥 第一袁野学为中心尧适性
发展冶基因要求发展思维技能遥以学生为中心袁关注个
体差异性袁需要基于教师或适应性学习系统提供的可
选择的学习目标尧学习路径与资源工具等袁引导学生
发展诸如自主规划尧自我调节尧自我理解尧自主评估与
决策等思维技能袁 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路
径袁做出适应未来社会的专业表达袁并知道自己如何
成 为 想 成 为 的 人 渊 学 习 即 成 为 袁Learning as
Becoming冤遥 第二袁野需求驱动尧开放创新冶基因注重发
展创造技能遥在新发展理念与个体社会生活需求的双
重引领下持续开放创新袁 需要发挥个体的创造技能袁
通过以新颖方式表达尧寻找新的联系等袁创造新事物
以产生新的技术价值袁引领社会创变遥 第三袁野人机协
同尧技术赋能冶基因强调人机协同技能遥人工智能的出
现袁使得人类和机器之间的智能尧劳动力和权力等被
重新分配袁人机关系逐渐从支持智能到增强智能并达
到协同智能阶段[15]袁需要以人本人工智能为导向借助
技术智能发展人类技能袁如解释与理解 AI的技能尧与
AI协同决策的技能以及识别 AI伦理影响的技能等遥

图 1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野基因冶与核心技能的关系

三尧技能本位学习的认识论探讨院
实现知识本位的再升华

野技能冶与哲学认识论关注的各种核心话题密切
相关袁如野知识冶袁但两者在认识论层面却得到不同对
待袁且存在交叉界定尧关系不明晰等现象遥梳理认识论
中知识与技能之间的关系袁思考野以谁为先冶的关键问
题袁有助于为技能本位学习奠定认识论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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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思想争鸣院知识与技能的认识论之辩
知识和技能紧密相连遥科学家如果没有设计实验

的技能就无法获得新知识袁而技能娴熟的数学家也必
须在了解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才能熟练自如地表现所

获得的知识遥 尽管知识和技能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袁
但两者在哲学认识论中却得到不同的对待遥古希腊时
期袁亚里士多德将知识三分为理论之知尧实践之知与
技艺之知袁将关于世界本质性认识的普遍绝对的理论
知识置于优先地位袁使实践知识从关于野真理冶的知识
中脱离出来袁自此之后袁西方哲学史围绕野普遍必然知
识何以可能冶此类话题展开深入探讨袁知识被视为仅
借助理性分析即可对事物本质作出规律性把握的理

论之知袁而野技能冶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遥直至 20世
纪袁技能才在两场认识论争辩渊德性认识论之辩与野知
如何冶的本质之辩冤中占据重要地位袁尽管如此袁大多
数哲学家渊如德雷福斯冤在对技能的论述中袁没有作出
关于技能本质的肯定性阐述遥

对于知识与技能的关系袁认识论层面似乎有两种
论调遥 一种观点用技能作为工具分析知识袁以索萨为
代表的部分德性认识论者将知识视为凭借个人技能

而获得成功的适切的表现袁在这种理解下袁知识被视
为表现的某种实例袁技能的发挥导致成功的表现即为
知识[16]遥 类似地袁反智主义者迪奇持野技能先于知识冶
的观点袁认为只有诉诸技能才能解释拥有技能的主体
通过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知识袁即熟练的行动可能
是由技能引导的袁而伴随熟练行动的知识可能只是技
能引导的一种表现形式袁 这类知识 渊知如何袁Know
How冤是技能的产物袁独立于技能的获得[17]遥然而袁研究
者对于技能的获得是否可以独立于知识存在争议袁正
如有技能的医生需要具备大量医学知识那样袁有技能
的动作似乎需要知识遥 第二种观点认为袁技能可用知
识定义渊知识先于技能冤袁本森等人认为袁技能必须或
部分地建立在命题态度的基础上袁即技能需要一些智
力活动的参与袁而智力又涉及知识袁这些知识一定程
度上保证了个体熟练技能的行动[18]遥 同样地袁斯坦利
等人则指出 袁 技能是一种知道 /求知的倾向
渊Disposition to Know冤袁倾向于拥有适合引导行动的知
识袁涉及野Know-wh冶的知识状态袁即个体知道如何尧何
时尧在哪里尧是否要做某事[19]遥

渊二冤关系解析院知识奠基的技能层次理解
上述两种观点之争袁盖因研究者以局部认识过程

为判断依据袁关注认识活动的某个侧面袁必然涉及从
知识到技能还是从技能到知识的问题遥如果像皮亚杰
那样追溯到个体智慧的起源去思考的话袁就会发现受

遗传机能影响袁个体最初经过吮吸尧感知尧抓握等反射
活动与累积性重复形成稳定的图式渊最初的认识冤袁通
过持续地认知同化与泛化同化应用已有图式袁或通过
主动试验的方式发现新图式并应用于新异情境[20]遥 这
个过程经历了野实践要认识要实践冶的循环迭代袁即以
人与社会交往所产生的技能渊实践冤为基础形成知识袁
并以形成的知识有序促进实践中技能的再提升袁由此
实现野技能要知识要技能冶的螺旋上升遥这也与马克思
实践认识论思想高度一致袁即将个体现实的感性活动
作为观察尧把握世界的出发点袁并通过形成的认识改
造世界袁这个过程不是阶段性的袁而是持续性的袁指向
人的终生学习遥

1. 技能形成的层次图谱分析
技能作为一种倾向袁 一方面体现在知识状态中袁

一方面体现在受上述知识状态引导的行动中[19]袁依赖
于场景又回归场景遥 加涅发展了技能的概念袁将其划
分为对外办事的智慧技能尧对内调控的认知策略以及
对外操作的动作技能袁 并提出智慧技能的四层次袁这
些技能本质上是知识的运用袁是概念和规则对人的行
为控制[21]遥 从技能形成过程来看技能在场景中的外显
与深度的变化袁我们得到了由知识奠基的技能层次图
谱渊如图 2所示冤遥

图 2 知识奠基的技能层次图谱

类似知识发生的过程袁技能形成过程也经历了从
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袁作为能动者的主体最初的动作是
依赖于场景的简单动作技能渊如感知尧辨别等冤袁获得
来自场景的丰富的感觉材料袁通过将其转化为身体的
某种知觉并进行统整尧归类与概括袁形成基于场景的
初始概念技能渊类似加涅智慧技能中的概念冤袁用以对
场景中的事物概念化曰通过在场景内外或场景间切换
协调若干技能袁可能以头脑中运演逻辑的方式表现出
来渊包括对外部行动的一级运演袁对行动适切性反省
的二级运演等冤袁 也可能在调整动作执行步骤的过程
中表现出来曰 协调之后将会形成脱离场景的某种规
则袁在头脑中以野如果/那么渊if-then冤冶的产生式规则的
方式存储 [22]袁 用以引导后续个体在变化的场景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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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曰最终将形成的技能应用于场景或在新场景中解决
问题袁以动作链锁的方式在行动中体现遥 技能对场景
的依赖度经历了从依赖到脱离再到回归的过程袁技能
的深度也经历了从简单动作到问题解决的复杂过程袁
实现了野源于场景的技能要跳出场景的技能要改变场
景的技能冶的过渡遥因此袁技能不仅体现了知识的应用
和求知的素质袁更体现了创造的素质遥

2. 知识之于技能的奠基作用
技能的形成也需要发挥知识的奠基价值袁 尽管知

识获得需要个体通过简单动作技能与外部场景联结袁
但是必须先以概念性知识的形成为基础 渊获得初始概
念冤袁才能转化为以产生式系统表征的技能袁因此袁知识
是激活某个产生式系统的必要条件遥另外袁技能在场景
变化中操练与执行袁此过程将改变知识的结构袁对知识
结构渊或网络冤进行巩固尧重连与调整袁也是技能本身日
益精炼与自动化的过程遥可以看到袁由技能引发知识转
化形成新的技能袁反过来也为知识服务袁知识与技能在
循环往复中迭代发展遥这也能够解释野知识容易遗忘而
技能一旦形成可以长期存在冶这一问题袁不同于知识结
构化尧网络化的存储方式袁技能以产生式规则的方式存
储袁前者需要有意识地参与提取有关线索袁获得关于特
定事物的知识袁 而后者在变化的场景中激活第一个环
节后将自动激活与之相连的其他产生式规则袁 因而能
够在执行时达到自动化的程度遥

四尧技能本位学习范式的定位院
服务于学生终生学习需要

发展技能本位的学习范式袁有助于培养堪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袁一方面袁以技能培养促进核心
素养发展袁 帮助个体预测未来变化并发展新的技能袁
为终生学习奠基曰另一方面袁需要识别技能需求发挥
核心技能的牵引作用袁缩小当前技能需求和未来需求
之间的差距袁培养面向未来的智能学习者尧决策者尧创
造者袁为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遥

渊一冤内在价值院促进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
以技能为本位的教育观并不是一项崭新的课题袁

从荀子的野知之不若行之冶袁到陶行知的野行是知之始袁
知是行之成冶袁 技能本位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历史长河
中熠熠生辉遥 1996年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野学会求
知尧学会做事尧学会共处尧学会做人冶作为 21世纪的四
大支柱袁凸显出技能本位的教育理念[23]曰2009年袁美国
制定叶21世纪技能框架曳并将技能本位教育落实到新
课标之中[24]遥 目前袁我国正在部署技能型社会建设的
战略任务袁着力构筑野国家重视技能尧社会崇尚技能尧

人人学习技能尧人人拥有技能冶的发展格局[25]袁因此袁
发展技能本位的学习范式正当其时袁 它具有普适性袁
不仅适合于职教尧成教袁也适合于普教袁是新时代高质
量教育的野点金术冶遥
技能本位的学习范式强调以学为中心袁发挥学生

主体性袁学习的目的不再局限于掌握知识袁还重视引
导学生选择与其成长相适应的学习方式与路径袁以负
责任的方式做出学习决策[26]袁引导学生在知识获得的
基础上形成一组技能集袁以创造性的方式组合不同技
能袁并建立个性化技能堆栈渊Skill Stacking冤袁以便在不
断变化的未来社会中解决复杂问题与应对挑战袁保持
求知态度尧道德感与正确的价值观袁将学习和技能发
展视为终生学习的进程遥 需要注意袁强调技能本位的
学习范式并非完全摒弃知识学习袁因为没有知识成分
的技能教育只会导致浅层行动袁就像缺少技能成分的
知识教育会导致惰性知识一样遥 因此袁技能学习与知
识学习应该形成一个互惠的生态袁 两者相互交织尧相
辅相成遥
此外袁提倡技能本位的学习范式也绝非核心素养

的倒退袁而是通过技能培养促进综合能力或核心素养
渊此语境下野核心素养冶英译对应于 competencies而非
literacy冤的发展遥 主要原因有三点院第一袁核心素养通
常需要依赖于特定场景与角色袁这样个人行为才容易
得到体现袁它尽管可以说明个体如何在当前的场景中
逐步改进角色的行为袁但很难确定个体在其他场景的
角色表现曰而技能是可以跨领域迁移的专长袁更适合
敏捷地转变袁并为横向迁移创造心智模式遥第二袁核心
素养不仅意味着知识和技能的获取袁它还涉及在特定
情况下调动知识尧技能尧态度与价值观袁以满足复杂的
社会发展需求袁如果个体的素养不足袁仅靠素养模型
可能无法给出答案曰而技能是可量化和标准化的遥 第
三袁知识和技能可以教授袁而素养不能直接教袁素养的
发展可以通过知识素养化和技能素养化得以实现遥因
此袁我们认为袁以技能学习为主线带动知识学习与态
度价值塑造袁有助于促进个体核心素养形成袁必将引
发教育理念创新与认识论革命渊如图 3所示冤遥

图 3 技能学习为主线的带动作用

渊二冤关键切入院发挥核心技能的牵引作用
教育数字化转型下的技能本位学习范式袁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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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体全生命周期中的技能发展与知识获取袁技能可
以在不同阶段发展袁特定时期获得的技能将有助于个
体后续获得新技能遥由于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
术促成新的工作方式与学习形态袁一些工作角色将完
全由人类完成袁另一些则由智能自动化承担袁但大多
数新兴角色将在野缺失的中间地带冶中由智能技术和
人类创造力共同创造新价值[27]袁这要求个体持续发展
思维技能并发挥创造力遥 因此袁我们优先关注构成终
生学习基础的技能袁如人机协同技能尧关键思维技能
与创造创变技能等遥

1.发展人机协同技能袁在学 AI中培养智慧决策者
人类因为拥有技能而有别于其他生物袁而人工智

能可以让人类的技能无限延伸遥弥合人工智能与人类
智能之间的缺失地带袁 需要发展个体的人机协同技
能遥从人机协同的角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类需要发
挥的技能袁 人机协同中存在并行与顺序两个过程袁其
中袁顺序形式又包括野人要机冶野机要人冶序列袁良好的
协同关系要求个体了解智能技术的性能以便高效交

互袁解释智能技术的推论并做出决策袁当结果违反直
觉或存在争议时保持对技术的负责任使用遥

具体来讲袁人机协同中首先需要发挥个体的感知
技能袁 为人工智能的抽象与自动化提供输入信息袁这
些信息可能来自人工智能无法理解的现实环境或直

觉经验尧难以处理的非结构化信息以及复杂的时空关
联任务等曰其次袁个体通过理解与解释技能袁了解智能
系统是如何工作和帮助他们做决策袁并对输出结果加
以解释袁以便扩展自身知识结构袁更好地使用技术曰最
后袁个体作为智能系统最终价值判断的决策者袁需要
具备根据若干推荐方案进行伦理性评估尧可行性协商
并做出明智性决策的技能袁避免智能系统可能带来的
偏见遥 因此袁人类决策者必须不断发展自身的人机协
同技能袁以适应智能时代的技能需求袁借助人机协同
技能扩大终生学习机会袁并将人工智能提供的分析结
果整合到认识活动中袁为自身思维技能发展奠基遥

2.发展关键思维技能袁在用 AI中培养智慧学习者
智能技术的变革持续改变着数据的表征方式与

存储形态袁 信息累积数量与更新速度呈指数级增长袁
让个体在学校教育中获得终生所需的所有信息并不

现实袁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技能需求袁需要发展思维
技能袁引导个体从单一场景的知识获得转变为多元场
景的迁移应用袁持续获得新的知识与技能袁这恰恰是
人工智能目前难以实现的遥思维技能的发展是个体终
生学习潜在的野驱动力冶袁构成个体学习活动的基础袁
其丰富性将会随着个体多样化的经历而增加遥

思维技能是成功执行复杂任务的基础袁也是实现
智慧教育的核心要素遥 发展思维技能袁不仅需要个体
在真实场景或智能系统中获得知识袁建立若干逻辑规
则以形成高级技能袁并将习得的技能迁移至变换的场
景中袁还需要对已习得的技能进行自我调节袁理解自
身的技能差距尧设定自身学习目标并监控技能形成过
程遥人工智能与学习分析等技术的进步有助于个体形
成技能并自我调节袁使用智能技术激发批判性思维技
能尧运用虚拟环境评估探究式思维技能尧通过机器人
技术发展计算思维技能袁是智慧学习者面向未来社会
的关键技能曰以智能系统作为脚手架实现从人机共同
监管学习尧 共享调节过程到个体自我调节学习的过
渡袁逐步将调节的控制权转移至个体袁增强个体学习
过程中的目标设定尧任务分析与决策袁更是智慧学习
者作为自主建构者与决策者适应终生学习的必备技

能袁也是技能本位学习范式对野学为中心冶这一诉求的
回应遥

3. 发展创造创变技能袁在创 AI中培养智能创造者
人工智能可能拥有人类所需要的所有信息袁但无

法获得人类所具有的所有技能遥 与人工智能的规范
性尧逻辑性不同的是袁人类智能更具想象力和创造力袁
更能通过直觉推理尧发散思维尧建立联想等方式创造
新的想法遥由于技能本位的学习范式不再强调让个体
获得外部信息的知识副本袁而是要让他们基于已有知
识与技能进行推断袁 在新场景中创造性地运用与实
践尧产生新颖且有价值的成果袁实现智慧创变袁这需要
发挥个体的创造创变技能遥

发展创造创变技能是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尧培养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的必然要求遥 赫芬奇
等人描述了创造性学习的三层次及其所需的技能袁层
次一是发散过程袁包括流畅性尧灵活性尧原创性尧精细
化等基本认知技能曰层次二涉及应用与分析尧整合与
评价尧迁移尧类比与隐喻等较高层次的思维技能曰层次
三涉及自主探究尧自我导向尧资源管理尧方案生成等让
学生参与真正挑战的思维技能袁引导个体创造性解决
问题 [28]遥 这些技能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尤为重
要遥一方面袁个体借助人工智能增强自身创造创变力遥
智能系统作为支持人类创造力的工具袁 目前在绘画尧
作曲等创意活动中发挥作用袁通过呈现不同相似性的
草图启发个体产生灵感袁克服思维定式并扩展个体发
散性思维边界曰另一方面袁个体在内外需求驱动下运
用创造创变技能袁持续创生出服务教育需求的智能产
品与服务袁以便培养更多智慧学习者与决策者遥

上述三种技能彼此关联尧内在融合袁共同构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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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终生学习的关键技能渊如图 4所示冤遥 一方面袁人机
协同技能作为工具性技能袁为思维技能的发展奠定基
础袁而思维技能的丰富不仅有助于个体更智慧地与人
工智能协同袁也是创造创变技能的必备要素遥 另一方
面袁创造创变技能作为思维技能的一种袁持续为人机
协同技能的发展注入新活力遥由于技能本位的学习范
式提倡野技能第一尧知识第二冶的原则袁我们认为袁可以
将野思维技能第一冶的理念和方法融入知识学习过程袁
不仅避免知识的过度堆积袁也通过培养技能引导个体
学会学习袁为终生学习奠定基础遥

图 4 三种核心技能之间的关系

五尧推进技能本位的学习范式院
构建终生学习的生态体系

认识论的变革袁 必然引发教育实践方法论的转
变遥 抓住中央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的重大契机袁
推进技能本位的学习范式袁构建促进个体终生学习的
生态体系袁 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与实践路
向遥

渊一冤创设具有终生学习特色的开放教育生态
学习生态是为了促进学习有效发生而形成的自

组织状态袁是个体与个体尧个体与学习空间建立的持
续依存关系[29]遥 终生学习倡导野四生学习冶袁即将学习
与个体终生持续发展知识和技能的目标相联系袁实现
生命长度的学习渊Life-long冤曰在学科内与学科间开发
促进个体深度学习的内容袁 实现生命深度的学习
渊Life-deep冤曰通过跨学科理解在正式与非正式环境中
学习与迁移袁实现生命宽度的学习渊Life-wide冤曰发展
道德尧价值观尧幸福感和实践智慧袁实现生命智慧的学
习渊Life-wise冤袁 引导个体为复杂和不断变化的未来社
会做好准备[30]遥
创设体现终生学习特色的教育生态袁需要以技能

本位的学习范式为导向袁关注人尧空间以及两者交互
过程中形成的动态开放关系 渊如图 5所示冤遥 具体来
讲袁终生学习生态的核心是促进个体知识建构与技能
养成袁应研制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能组谱袁帮助

个体更好地了解技能需求尧弥合技能差距遥 开放空间
中包含了智能系统尧学习资源尧多模态设备等非生物
组成部分袁构建起支持个体技能发展的全空间袁使基
于真实工作场景的体验式尧沉浸式学习成为可能遥 个
体与开放空间之间通过探究学习尧现象学习等活动实
现数据流动与信息传递袁是终生学习生态动态发展的
源泉遥 终生学习生态下学校不再是封闭的实体袁而是
更大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袁通过与教育部门尧科研院所尧
企业与公益组织等广泛合作获得外部支持袁构建开放
性的技能认证体系袁打通个体的学习尧实践尧评估与认
证袁为个体技能养成提供可持续发展之路遥

图 5 技能本位的终生学习生态

渊二冤研制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能组谱
研制技能组谱是技能本位学习范式的重要组成

部分袁旨在提供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有关职业发展
途径以及工作/职位角色所需的技能的关键信息袁帮
助个体了解就业前景与新兴的工作和技能需求袁建立
技能共识袁针对学习尧培训尧职业发展与技能提升做出
明智决策袁根据技能和职业需求提供合适的课程并动
态更新遥例如袁新加坡政府于 2016年启动野技能未来冶
渊Skills Future冤的全国性项目袁旨在帮助所有个体渊包
括学生以及处于职业生涯早尧中尧晚期的员工冤通过掌
握技能和终生学习拥有美好未来遥 目前袁已提供来自
34个行业若干工作角色的技能需求尧 技能框架以及
16项通用核心技能[31]遥

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能组谱袁需要依据新课
标对核心素养的要求袁结合未来工作场景中的技能需
求进行研制袁构建由教育部门尧行业协会尧科研院所尧
资格认证专家和企业等组成的技术审查团队袁审核技
能组谱的内部结构与应用方式袁以便为各方利益相关
者提供通用的技能语言遥 第一袁明确素养要求并将其
分解为具有层次化和梯度性的技能组块袁定义通用技
能与针对不同工作角色的专业技能遥 第二袁将形成的
技能组块映射至学科与跨学科目标体系之中袁形成特
定学科技能组谱袁支持实时管理与追踪遥第三袁开发衡
量技能等级的量表袁提供关于技能熟练程度的等级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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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袁 以便个体了解达到技能等级所需要具备的条件遥
第四袁提供自我评估工具尧在线资源库尧技能培训咨询
与就业指导等配套支持体系袁帮助个体自主规划并实
现技能提升遥

渊三冤设计野技能组要时间线冶的体验学习活动
不同于知识本位教学更关注认知目标达成袁技能

本位学习在关注内容授递的基础上袁重视引导个体在
野他主要自主冶的学习中体验与实践袁逐步实现从授导
式学习向探究式学习的过渡[32]袁为个体提供基于真实
工作场景的个性化学习体验袁引导他们共同为下一阶
段的学习与生活做好准备渊如图 6所示冤遥这需要从过
去野知识点要课时冶的教学转变为野技能组要时间线冶
的学习袁以结构化方式组织指向特定技能渊或技能组冤
的学习内容袁提供将知识与技能应用于真实工作场景
的机会遥 在此基础上袁以时间线序列为学习任务与体
验活动分配时间袁 注重同一时间序列的多任务设计袁
同时告知个体达成技能所需的学习目标尧 内容与时
间袁便于他们理解技能的需求尧价值以及应用逻辑袁根
据自身学习需求与已有基础自主规划目标袁以不同路
径尧不同节奏的学习掌握所需的技能袁自我管理与调
控学习进度曰表现不佳的个体可以获得额外的资源和
关注袁而表现优异的个体达成所需技能后可继续获得
更高层级的技能学习遥

图 6 技能本位的学习活动

技能养成重视个体在真实场景中的学习体验袁强
调建立学习内容与真实世界尧 工作场景的一致性袁技
能获得的方式是多样的袁可以通过结构化课程学习发
展知识袁通过探究学习尧体验学习尧基于现象的学习等
方式培养一般思维技能袁也可以通过工作嵌入的学习
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袁发展创造创变技能遥 核
心思想是院第一袁创设场景激活真实体验袁即将个体的
先前理解尧 技能练习目标与真实场景的体验相联系袁
引导个体在置身场景中获得具体经验袁通过发挥简单
技能收集真实场景中某一侧面现象的证据袁批判性地
反思自己的证据和来自他人的证据袁借助共同体的视
角构建对所学内容的初步理解 [33]曰第二袁脱离场景形
成抽象概念袁引导个体将来自真实世界的感觉经验与

内部逻辑运演进行统整协调袁形成新的概括性概念与
技能运行的一般规则渊思维技能冤曰第三袁变化场景实
现技能迁移袁通过扩展工作场景尧提供技能应用示例袁
支持个体在完成真实任务中创造性地应用与迁移所

获得的知识和技能遥
渊四冤打造技能优先发展的开放式学习空间
技能本位的学习范式要求构建开放式学习空间袁

实现野时时可学尧处处能学尧人人皆学冶的终生教育图
景遥 由于个体是终生学习者袁学校将是他们终生学习
的伙伴袁因此袁可以联通学校空间与社会空间袁打造开
环学校遥 学校渊尤其是大学冤可以解除入学年龄的限
制袁允许不同年龄段个体渊包括社会人士冤选课学习袁
当他们获得技能后可返回工作岗位创造更高绩效袁他
们也可以作为行业专家袁 与教师联合规划教学大纲袁
为学习者提供行业需求与实践指导曰由于开放式空间
消除了学校与工作场所之间的边界袁作为学习者的个
体可以进入真实工作场所体验学习袁将课堂场景与工
作场景相匹配袁以便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应用技能遥 因
此袁对于个体而言袁为实现技能提升与再培训的需求袁
可以在多个野循环冶中学习与切换遥

此外袁以 5G尧VR/AR尧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
术的变革消弭了时空边界袁构建起支持教育活动开展
的全空间袁不仅形成了虚拟空间中的野群体镜像冶袁也
可借助云端数字痕迹使面对面工作可计算建模遥一方
面袁对于难以亲身体验的工作场景尧难以观察的自然
现象以及风险性较高的实验场景袁 可借助 5G 与 VR/
AR技术高清呈现真实世界中的特定对象袁 增强呈现
肉眼难见的抽象内容袁实时呈现远端工作场景中的操
作过程袁 支持个体在拟真场景中获得沉浸式体验袁通
过远程操作练习尧交互完成任务等方式掌握技能遥 另
一方面袁 借助智能系统跟踪并管理个体技能学习过
程袁将技能需求尧课程期望与未来应用相匹配袁支持个
体创建学习计划袁允许个体按需做出学习决策遥例如袁
弗里施曼团队创建了野技能标签 TM冶系统袁涵盖标准教
学大纲中的技能以及自定义的通用技能袁教育者可根
据教学大纲要求提供一系列可选的技能与任务袁个体
可按需设定期望获得的技能标签袁定义应用技能的强
度尧频率以及期望达到的难度等级袁管理技能学习目
标袁 根据自身技能表现连接需要完成的若干任务袁包
括课内外活动尧短期课程尧培训模块尧在线游戏等袁并
通过技能仪表盘跟踪与管理自己获得的技能渊如图 7
所示冤遥

渊五冤建立高质量可堆栈的技能微认证体系
终生学习生态中的所有个体均可借助广泛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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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实现技能升级与再培训袁建立技能学习评价与微认
证体系袁 实现不同教育体系中技能培养的衔接与过
渡袁 有助于为个体终生学习提供弹性灵活的学习通
道遥微认证体系不仅支持当前数字凭证与其他微认证
或学习经历叠加袁以便满足高级学位要求袁还能够便
携式地体现在档案袋或数字徽章中袁展示个体胜任特
定工作所需的技能组合遥 例如袁纽约州立大学推出面
向 60个领域的 500多个高质量尧可堆栈微认证项目袁
实现微认证与学分体系的互通 [35]曰 我国华东师范大
学尧山东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推出微专业遥整体来看袁野1
份学历证书+ X份微认证冶将成为技能本位学习范式
的新潮流袁其技能模块化尧结果可堆栈尧凭证可携移等
特点将有助于培养更多高水平尧复合型人才遥
构建技能微认证体系袁一是寻求行业合作组建多

元化共同体袁需要与教育部门尧高校尧科研院所与行业
机构等联合设计微认证体系袁确保认证体系与数字化
转型技能组谱尧行业需求相一致袁在统一微认证清单尧
指定授予学分的条件尧评估个体技能表现尧微认证的
效力等方面达成共识遥二是设计支持个体技能选择的
资源库袁 为个体提供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短期的尧基

于技能的微认证项目袁 允许他们按需自定义学习路
径遥 三是记录反映个体技能表现的证据链袁不仅可以
根据微认证要求引导个体提交展示技能的多种表现

性证据袁也可以借助技能仪表盘跟踪与管理个体当前
的技能等级与需求袁显示还需要学习的内容以及所要
花费的时间等遥 四是验证个体实践技能并提供微证
书袁认证机构审核来自个体多元化尧过程性证据袁依据
微认证标准对其进行考核袁通过审核后将提供便携式
微凭证袁按需将其与学分体系进行相互转换遥

六尧结 语

技能是强国之基尧立业之本尧生存之道[36]遥发展技能
学习袁 既是职教体系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应然使命袁
亦是普教体系培养适应社会尧改造社会的创新型人才的
必然要求袁更是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尧建设学习型与技
能型社会的关键所在遥 推进技能本位学习范式袁需要从
认识论尧教学论尧测评法诸层次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与
实证研究袁本研究试图抛砖引玉袁以求更多教育共同体
致力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认识论思考与方法论探索袁进
一步推动中国教育数字化理论体系的健全与完善遥

图 7 技能标签 TM系统的可视化仪表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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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kill-based learning paradigm, as an endogenous force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provides important support for building the skill-based society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skilled
talents. The transcendental, humanistic and transgenic nature of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jects new
vitality into the change of learning paradigm, leading to an inevitable shift from knowledge-based to skill-
based paradigm. In view of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debate between knowledge and skill in the course of
education refor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skill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pistemology, forms the understanding of skill levels on the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n clarifies the
position of skill-based learning paradigm, that is, taking skill learning as the main line to drive knowledge
learning and attitude value shap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core competencies.
Fur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skill-based learning paradigm is
outlined, that i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skills through building a lifelong learning ecology,
developing a skill set spectrum, designing personalized experiential learning activities, creating an open
learning space, and establishing a skill micro-certifi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 and paradigm innov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Learning Paradigm; Skill-based Learning Paradigm;
Knowledge-based Learning

渊上接第 35页冤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 Education" Ecosystem from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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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 Education" is not only the advanced form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core of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in the era of "Internet+", so it cannot be simply
understood as Internet "+" Education. Instead, "Internet +"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overall field to continue to
empower educational refor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a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and "Internet +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field, extracts six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 technology field such as network ubiquity and service immediacy, and the six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 Education" such as the socialization of supply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ical cases currently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tries to construct the "Internet + Education" ecosystem from five
dimensions of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empowerment, reforming education methods, exploring supply channels,
innovating teaching models, and improving digital literacy,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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