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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智时代大规模因材施教研究呈现出野二律背反冶袁即技术主义话语与本质主义话语的背离袁理论研究野热

火朝天冶与实践探索野踌躇不前冶遥 理性审思数智时代大规模因材施教问题袁从本体论尧认识论尧价值论和方法论方面袁厘

清发生了哪些野变冶与野不变冶遥 野变冶体现在数智化技术助推大规模因材施教概念认识的野立体化冶袁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

价值有序的野负熵流冶和建构大规模因材施教方法体系的野结构网冶遥 野不变冶表现在本质属性上因材施教属于教学实践问

题而非技术操作问题袁在核心要素上因材施教的关键在于变革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遥 鉴于此袁需要妥善处理好变革过程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袁积极拥抱信息技术的同时也要防止技术依赖或焦虑情绪袁实现从自上而下的商业强

推模式转向自下而上的学校育人需求导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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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在我国因材施教的思想早已有之袁 经过不同时
代教育家的发展袁不断推陈出新袁源远流长遥 从程颐
总结孔子的教学思想提出野孔子教人袁各因其材冶 [1]袁
到朱熹再次重申野圣人之道袁精粗虽无二致袁但其施
教袁则必因其材而笃焉冶[2]袁再到王守仁提出野因人而
施袁质异也曰同归于善袁性同也冶[3]的思想袁在不同时代
对因材施教的概念尧 作用和实现机制的认识不断深
化遥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袁因材施教依然是国家政策和
理论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遥 2019年袁中共中央尧国务
院印发叶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曳袁提出野教育现代化的
八大基本理念冶袁其中之一是野更加注重因材施教冶[4]遥
2022年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印发叶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渊2022版冤曳袁在基本原则中提出野面向全体学生袁

因材施教冶[5]遥 因材施教成为建设教育强国袁赋能教育
高质量发展袁 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战略选择遥
在理论研究方面袁研究者提出了数智时代大规模因材
施教的设想袁分析论证了何为大规模因材施教尧为什
么要大规模因材施教以及大规模因材施教何以可能

等问题遥但是袁在数智时代背景下袁大规模因材施教真
的可能吗钥因材施教出现哪些野变冶与野不变冶钥 如何理
性因应时代背景对因材施教提出的新机遇与新挑战钥
本文尝试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对大规模因材施教进行

理性审思袁以期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和义务教育课程改
革提供参考遥

二尧数智时代大规模因材施教的野二律背反冶

数智时代对教与学的方式尧手段和评价等方面产
生了显著的影响遥在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区块链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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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驱动下袁野人类社会正加速从信息化时代的初
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袁即以高度数据化和高度智能化
为核心特征的数据智能时代冶[6]遥 数智时代已然来临袁
人们在享受数智时代带来的野红利冶时袁不能忽视使用
数智技术带来的困扰遥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对智能化尧
信息化尧数据化信息技术的推崇袁出现大规模因材施
教研究的野二律背反冶现象遥

渊一冤两种话语体系院技术主义话语与本质主义话
语的背离

话语体系是认识问题尧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所
持有的立场观点尧思想认识和价值理据的综合遥 数智
时代袁关于大规模因材施教的研究袁由于对什么是大
规模因材施教尧 为什么要大规模因材施教以及如何
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的认识不同袁 呈现出两种不同
的话语体系遥 一是以技术研究为基本语境的技术主
义话语袁 探讨数智时代背景下大规模因材施教的技
术赋能尧价值意义和实现机制曰二是以课程与教学为
基本语境的本质主义话语袁 探讨因材施教的本质属
性问题遥

技术主义话语站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思考如何利

用好信息技术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袁解决的主要是技
术问题和价值问题遥技术问题包括数智时代背景下大
规模因材施教的实现形式尧程序和方法等遥 价值问题
包括数智时代背景下为什么要大规模因材施教尧大规
模因材施教有什么作用等遥技术主义话语体系是一种
野技治主义冶的分析方式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利用
好各种信息技术手段袁发挥技术手段的最大价值遥 本
质主义话语体系从问题的本质属性出发袁是一种分析
事物本源野是什么冶的话语范式袁探讨概念尧性质尧关系
等客观属性问题遥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数智化与大规模
因材施教是什么以及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遥在数智时
代背景下袁大规模因材施教呈现出技术主义话语体系
和本质主义话语体系相背离的特点遥技术主义话语体
系鼓吹智能化尧数智化和大数据技术手段使用带来的
便利袁能够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遥 本质主义话语体系
认为袁数智化信息技术确实为因材施教带来了教学方
式尧手段等方面的进步袁但是技术解决不了因材施教
的本质问题遥

渊二冤两种生态现象院理论研究的野热火朝天冶与实
践探索的野踌躇不前冶

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袁呈现出理论研究的技
术前景乐观主义情绪和实践探索的技术前景悲观主

义情绪遥 在理论研究方面袁以野因材施教冶为篇名在中
国知网上进行检索有 2924篇文献遥首先袁对这些文献

总体趋势进行分析发现袁以数智化尧智能化尧技术赋能
为篇名的文献数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遥 其次袁对
这些文献的作者分布进行研究发现袁高产作者研究领
域主要集中于教育信息技术尧 教育基本理论方向袁并
且认为信息技术有助于实现规模化因材施教遥由此可
见数智时代背景下大规模因材施教前景一片叫好袁呈
现出野热火朝天冶的研究景象遥

在实践探索中袁因材施教虽然一直是教育教学的
基本追求袁但是总体上大规模因材施教的美好愿景并
没有实现遥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袁学校对大规模因材施
教的践行主要是通过采用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手段袁
例如袁数据伴随式采集尧数据可视化分析尧数据分析模
型和学生数字画像等遥 但是袁因材施教本质上属于教
学问题袁现在异化成为技术使用问题遥 技术成为学校
实施大规模因材施教的野灵丹妙药冶袁出现野技术万能
主义冶倾向遥一方面袁理论研究大张旗鼓地为大规模因
材施教著书立说曰另一方面袁实践场域因材施教却步
履维艰遥无论理论上如何论证智能化时代信息技术的
各种便捷性袁如果不能触及大规模因材施教的本质问
题袁也只能是一种野理想主义冶遥

三尧数智时代大规模因材施教的野变冶与野不变冶

在数智时代理性审思大规模因材施教问题袁 厘清
到底发生了哪些野变冶与野不变冶遥 在这些野变冶与野不变冶
的背后袁涉及本体论尧认识论尧价值论和方法论等问题遥

渊一冤数智时代大规模因材施教的野变冶
拉图尔指出袁野数智化作为一种非人类行动者的

变革性力量袁 已渗透到教育愿景的想象与教育情境
的重构中来冶[7]遥 学校教育不能忽视数智化技术带来
的变革性力量袁理性分析其带给教育的便利与困扰遥

1. 助推大规模因材施教概念认识的野立体化冶
不同时期袁对因材施教的概念本质认识由静态平

面认识转向动态立体建构遥 首先袁对因材施教的概念
认识由野是什么冶转向野怎么办冶袁赋予因材施教新的时
代内涵遥 叶教育学辞典曳对因材施教的解释是野在共同
的培养目标下袁根据受教育者的能力尧特长尧性格尧原
有基础等具体情况的不同袁提出不同的要求袁给予不
同的教育冶[8]遥 因材施教的概念可以归纳为野三不同冶袁
即根据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袁 提出不同的教学要求袁
给予不同的教育教学方式遥学者们提出了基于结果的
因材施教概念[9]尧因材施教野顺教冶和野逆教冶的双重结
构[10]和由野因材施教冶向野可因材施教冶的实践转向[11]遥
这些研究不仅加深了对因材施教的本质认识袁而且为
实现因材施教建构了立体的理论模型遥通过借助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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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尧学习分析尧学生画像尧知识图谱和人工智能等技
术袁构建了规模化因材施教野精准识才要多元育才要
个性成才冶的逻辑框架[12]遥 其次袁对因材施教的认识由
野教学原则冶转变成野教学方式冶遥因材施教一直被视作
一种教学原则袁 是教育教学过程必须遵守的基本要
求遥 但是在数智时代背景下袁对因材施教的认识不再
停留在野教学原则冶上袁而是转变成一种野教学方式冶遥
野因材施教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般的教育原则袁 它首
先是一种教育思想袁一种个性教育观遥 冶[13]在数智化时

代背景下袁因材施教逐渐由野口号式冶的标语袁走向野实
践式冶的教学方式遥

2. 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价值有序的野负熵流冶
数智时代随着信息的不断更新和迭代袁人们对信

息的不断开发和使用袁提高了信息技术系统的功能有
序性袁改变了系统的价值存在关系遥第一袁数智化技术
降低大规模因材施教的负熵袁促使规模化因材施教由
无序走向有序遥从物质系统外界输入野负熵冶可以降低
熵值增长袁维持物质系统的有序化遥 因材施教的前提
是辨别野材冶之特性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偏野科学冶和
野技术冶的袁没有这个技术袁因材施教也只能是一句空
话[14]遥 数智时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进步袁为因材施
教科学的识野材冶尧辨野材冶和因野材冶施教提供了便利遥
第二袁数智化信息技术不断为规模化因材施教输入有
序化能量袁提升信息技术的功能有序性遥 有序化能量
是推动物质系统熵函数发生变化的动力源袁降低系统
有序化能量的流失速度袁提升能量的利用效率袁提高
系统的功能有序性遥只有人工智能在教育中被充分运
用袁将那些简单的尧重复的尧烦琐的工作交给人工智
能袁教师才能从繁重的尧简单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袁才有
可能真正实现因材施教[15]遥 数智化信息技术手段的使
用袁为教师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减负提供了有序化能
量袁助推教师对信息技术手段的使用遥

3. 建构大规模因材施教方法体系的野结构网冶
由于信息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尧层出不穷和更新

迭代袁将这些新兴技术和方法运用到规模化因材施教
中袁其方法体系呈现出野结构化冶的特点遥 数智时代规
模化因材施教的方法结构体系袁 体现在三个方面院第
一袁 数智化技术服务于规模化因材施教的方法论认
识遥 在已有的大量研究中袁研究者立足于数智化信息
技术的优势袁尝试为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于
规模化因材施教进行价值论尧方法论辩护遥第二袁数智
化技术为规模化因材施教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方

法遥 研究者分析了相关技术服务行业的总体布局袁绘
制出因材施教相关企业图谱袁为规模化因材施教提供

了支撑[16]遥 研究者坚信数智化尧智能化和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为大规模因材施教提供了丰富的技术产品尧
技术手段和技术工具遥通过对信息技术手段的合理使
用袁为规模化因材施教提供技术方法支持遥 第三袁数
智化技术为规模化因材施教衍生了一系列具体的教

学方式和教学手段遥 借助新兴信息技术手段弥补教
师能力的缺失袁通过野认知外包冶的形式袁形成野技术+
教师冶协同教学的实践形态[17]遥 数智信息技术为规模
化因材施教提供了教学方式尧 手段和工具等方面的
变革性基础遥

渊二冤数智时代大规模因材施教的野不变冶
乔布斯提出时代之问袁野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

乎所有领域袁 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
惊冶[18]遥 进入数智时代之后袁对大规模因材施教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袁但是也潜藏着野不变冶之道遥

1. 本质内涵院因材施教属于复杂的教学实践问题
而非机械的技术操作问题

因材施教本质上属于教学问题而非技术问题袁在
教学过程中使用信息技术不会改变其本质属性遥这是
因为技术使用本身不是目的袁而是为了实现教学目的
的一种手段遥使用信息技术进行大规模因材施教是外
因袁不是影响规模化因材施教的决定性因素遥

因材施教本质上属于教学问题袁涉及教学组成的
三要素院教师尧学生和教学内容遥 首先袁因材施教是在
教师的引导下袁针对学生的学习特点采取个性化的教
学方式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遥但是袁在数
字时代背景下袁由于对信息技术的过分依赖袁出现教
师野退位冶甚至野缺位冶现象遥 无论是采用自适应学习尧
课程资源包尧作业资源库尧智慧学习平台还是其他的
信息技术袁 教学过程更多的是学生与机器之间的互
动遥 野教育技术开发采取的耶去教师化爷方式违背了技
术开发规律袁难以实现真正的教育数字化遥 冶[19]在教育

教学过程中贯彻落实因材施教袁信息技术的使用不是
要取代教师的角色和作用遥 野教师始终都是教学的主
导者袁机器只是为了服务教学尧优化教学尧改善教学而
存在的袁教师不是机器的仆从袁机器也绝对不能取代
教师的作用遥 冶[20]其次袁因材施教强调在教师的引导
下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袁学会自主学习遥在任何学习活
动中袁学生始终是学习的主人和自主学习的主体遥 因
材施教的前提是学生愿意受教袁主动配合教师开展各
种各样的学习活动袁及时查漏补缺袁对自己的学习负
责遥 因材施教的本质在于导向个体求道的人生袁导向
野学而时习之冶的学习人生袁导向每个人自身的成人之
路[21]遥 因材施教是为了达到野教是为了不教冶袁不仅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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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个体主动求学之志袁 而且提供终身学习之法遥
但是袁由于规模化因材施教过于依赖技术袁被技术所
野围困冶野奴役冶和野圈养冶袁异化成一种机械地输入和输
出的程序教学模式遥 最后袁因材施教强调教师要根据
学生的个性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遥数智化信
息技术确实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袁在短时间内生成
海量的学习资源遥 但是袁这些学习资源是否经过了精
心的筛选尧组织和编排袁能否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尧科学
性和伦理性袁信息技术不能进行自主思考遥同时袁由于
学生长期接触野虚拟化冶野集成化冶和野数字化冶的教学
内容袁导致出现对野虚拟世界冶与野真实世界冶认知之间
的混乱袁引发教学伦理性危机遥

2. 核心要素院规模化因材施教的关键在于变革教
师的教与学生的学

数智时代规模化因材施教的核心要素并未发生

根本改变袁 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教师的教与学生的
学遥规模化因材施教的核心要素是对其本质属性的体
现袁涉及教学内部结构体系的重组问题遥 教师尧学生尧
教学内容尧 教学媒体等构成因材施教的内部结构袁只
有这些要素以有序的形式组织起来袁才有可能形成规
模化因材施教遥 但是这些要素之间存在复杂尧非线性
和交互式的关系袁增强了规模化因材施教的难度遥 首
先袁数智化信息技术手段并没有触及规模化因材施教
教育系统的内部结构体系遥信息技术只是运用于改进
教学手段尧方法和环境这类野渐进式的修修补补冶上袁
都没有触及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变革[22]遥 虽然大力倡导
信息技术在规模化因材施教中的运用袁但是没有将外
在的技术手段与内在的教学程序尧教学活动进行有效
整合袁很难发生深层次的教学系统内部变革遥 信息技
术使用并未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产生系统的结构

性变革袁 对如何实现规模化因材施教的运行机制存
在人工智能的野黑匣子冶问题遥 信息技术是一种外在
于教师和学生的客体工具袁 并不是教师和学生内在
的主体构成袁是教学手段的延伸和拓展遥 其次袁数智
化信息技术手段的使用不能取代教师的教袁 在规模
化因材施教中仍要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遥 野真正好的
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袁真正好的教学来自教师的
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遥 冶[23]在规模化因材施教过程中袁
信息技术手段的作用被推崇到野无与伦比冶的地位袁技
术被野神化冶和野魔化冶遥因材施教过程变得野条分缕析冶
野支离破碎冶和野机械僵化冶袁增加了教师的技术使用风
险和使用负担遥 最后袁数智化信息技术手段的使用固
然重要袁 但是规模化因材施教的关键取决于师生对
技术的态度尧信任和使用遥 在数智化时代倡导规模化

因材施教的背景下袁形成野技术万能主义冶和野技术决
定论冶倾向袁技术宰制甚至代替了人的作用遥教师和学
生成为被信息技术裹挟的野人质冶袁而不是使用的野主
人冶遥 野错将教学工具作为教学系统中最重要的发展变
量袁实际上教学目标尧教学内容尧教育机制尧优质资源
和教学主体的重要性远大于教学工具遥 冶[24]如果在教

学过程中不能有效处理好这些教学要素之间的关系袁
那么信息化尧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教学工具使用只会徒
增野形而上学式冶的苦恼遥

四尧数智时代大规模因材施教的理性应对

在数智时代开展大规模因材施教袁需要妥善处理
好变革过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袁积
极拥抱信息技术的同时也要防止信息技术依赖或焦

虑情绪袁实现从自上而下的商业强推模式转向自下而
上的学校育人需求导向遥

渊一冤妥善处理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
盾关系

在价值论认识方面袁需要处理好数智化信息技术
手段的使用与规模化因材施教产生的价值理性与工

具理性之间的矛盾遥价值理性关注的是手段与目标之
间的合理性尧匹配性和适切性袁处理好人与技术之间
的野主体要客体冶关系遥工具理性重视的是工具手段的
实用性袁较少考虑工具手段与内在目的的适切性和使
用主体的匹配性袁人与技术处于野目的要手段冶关系
中袁追求技术使用的工具性与效率性[25]遥 在数智时代
背景下开展规模化因材施教关键在于处理好技术与

人之间的关系遥
第一袁坚持价值理性第一袁工具理性不可取代价

值理性的地位袁警惕野技术至上主义冶遥 在规模化因材
施教中使用信息技术手段袁 不再是信息技术手段优
先袁 而是要考虑信息技术手段能否满足师生个性化尧
差异化的教学需要遥 信息技术要为师生教学所用袁而
不能变成受其所累遥 改变规模化因材施教中存在的
野重硬轻软忘了潜冶野重建轻用冶袁树立野建是为了用袁不
用何必建冶的观念[26]袁切实提升数智化信息技术在规
模化因材施教中的作用遥

第二袁数智化信息技术为规模化因材施教提供了
便利袁但是要摒弃野技术万能主义冶遥信息技术不是野万
能的冶袁不可能解决规模化因材施教中的所有问题遥在
信息化技术手段本身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局限时袁不宜
在学校强制使用或大面积推广遥 野教师育人是非预设尧
非逻辑尧非线性的行为袁是智能机器无法模拟也很难
实现的遥 冶[27]学校尧教师和学生不能成为各种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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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使用的野小白鼠冶袁而应该站在真正对学生负责尧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角度选择和使用信息技术遥

第三袁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袁克服狭
隘的野技术控制论冶袁实现人与技术的协同增效遥 再好
的信息技术都需要经过人的使用才能体现其应有的

价值袁在数智时代背景下进行规模化因材施教同样离
不开对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遥信息技术要更好地服务
于规模化因材施教的顺利实施袁 成为教学过程中的
野好帮手冶袁而不是野绊脚石冶遥

渊二冤积极拥抱接受信息技术袁防止技术依赖和焦
虑情绪

在数智时代对大规模因材施教展开理性审思袁本
质上不是排斥和反对使用信息技术袁而是要明确哪些
野可为冶和野不可为冶遥教师作为规模化因材施教实施的
主体袁既要积极拥抱信息技术袁也要防止出现信息技
术依赖或信息技术焦虑情绪遥

首先袁积极研发有用尧易用的数智化信息技术手
段袁提升教师对信息技术使用的态度尧意愿和行为遥戴
维斯渊Davis冤提出技术接受模型袁认为个体对信息技
术的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袁影响其使用态度尧行为意
愿和个体对该系统的实际行为表现[28]遥 影响个体对信
息技术接受使用的关键因素在于信息技术的有用性

和易用性遥 教师在实施规模化因材施教时袁如果感知
到数智化信息技术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袁会增加数智化
信息技术被使用的机会遥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袁数智技
术的研发者需要不断提升技术的可用性遥

其次袁 探索将信息技术融入有意义的学习过程
中袁提升教师对信息技术使用的认同感尧价值感和意
义感遥 乔纳森渊Jonassen冤认为袁野任何新技术在教学上
的应用必须保证学习者进行的学习是有意义的冶 [29]遥
新兴技术的使用不会增添教师和学生的教学负担袁反
而因其野好用冶成为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野帮手冶遥在
使用技术的过程中认识到技术的价值袁将信息技术的
使用与因材施教真正结合起来袁实现教学技术使用与
教学过程的协同增效遥
最后袁通过内修外铄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提升教师

的信息技术素养袁缓解信息技术依赖和焦虑情绪遥 在
数智时代袁信息技术与日俱增袁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
产品涌入学校袁 使用主体容易产生信息技术焦虑情
绪遥 在大规模因材施教中使用信息技术袁既要降低技
术使用操作的复杂程度袁又不能违背学校尧教师和学
生的意志和需要遥一方面袁通过技术培训尧专家指导与
可视化操作曰另一方面袁通过自主学习尧练习使用和同
行指导袁采用内修外铄野双管齐下冶的方式袁不断提升

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遥
渊三冤倡导从自上而下的商业强推模式转向自下

而上的学校育人需求

在数智时代实施大规模因材施教需要转变信息

技术供给的模式袁由自上而下的商业强推转向自下而
上的学校育人需求遥 自上而下的商业强推模式通过
野要你用冶的推进方式袁容易出现供需不匹配的情况遥
在供需失衡的矛盾之下袁开发商提供的信息技术产品
不能满足学校规模化因材施教的需要袁变成了野摆设冶
甚至是野累赘冶遥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上述矛盾袁信息技
术产品的供给模式需要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学校育人

需求导向模式袁即野我要用冶袁从学校实际育人需求提
供个性化的信息技术产品遥

首先袁 赋予学校自主选择信息技术手段的权利袁
实现规模化因材施教的野一校一案冶遥学校不再是被动
等待和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产品袁而是立足于学
校的校情尧学情袁主动选择适合学校实施规模化因材
施教的产品遥 信息技术研发公司尧上级行政部门主动
搭建信息技术产品平台袁提供琳琅满目的野商品冶袁为
学校个性化选择提供支持遥

其次袁建立野以用户为中心冶的信息技术开发理
念袁为实现规模化因材施教提供野私人订制冶遥 野以用户
为中心冶的信息技术开发理念不再仅仅是从商业化的
角度出发开发技术产品袁而是在开发的过程中始终考
虑用户的真实使用需求遥 但是袁在教学实践中出现了
学校的高需求与高供给供需不调的矛盾袁表现为教育
技术者臆想的应然技术与实然需求不匹配[30]遥 因而袁
信息技术手段的提供者在研发某一信息技术手段之

前袁需要征求尧调研和确定用户的实际使用需求遥只有
真正站在野以用户为中心冶的角度研发技术产品袁技术
才有可能实现供需平衡遥

最后袁 助推数智化信息技术的持续进化完善袁为
实施规模化因材施教提供优质的野售后服务冶遥数智时
代实现规模化因材施教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更新进化袁
是一个长期的尧缓慢的和质变的过程遥 学校实施规模
化因材施教对信息技术的使用袁经历野使用要完善要
再使用要再完善冶的循环迭代过程遥 信息技术的开发
者和提供者需要根据学校的使用需求袁不断提供优质
的野售后服务冶袁缓解技术使用产生的野数字鸿沟冶遥

在数智时代为实现规模化因材施教袁积极引入和
使用各种信息技术是时代发展提出的必然挑战遥在数
智时代背景下袁规模化因材施教需要因时而进尧顺势
而为和因势而新袁辩证地分析和看待数智化与规模化
因材施教的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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