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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智慧教育战略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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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升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竞争力及培养智慧型人才,韩国在教育信息化深入推进的基础上,

于2011年提出“智慧教育战略”(SMARTEducationStrategy)。该战略包括对教育环境、教育内容、教育方

式等的改革诉求,力求实现全方位的教育变革。但同时,韩国智慧教育战略的实施也面临悬置学生主体、虚

拟空间乱象频现、教师发展受阻等挑战。目前,我国正处在智慧教育高速建设期,韩国实施智慧教育战略的

经验与教训可为我国未来的智慧教育发展提供如下启示:(1)打破传统教育时空限制,建构智慧学习空间;

(2)开发数字教育资源,培养智能数字土著;(3)强化教师智慧实践能力,全面提升教师信息素养;(4)融技术

与育人于一体,实现自适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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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教育是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

高阶产物,是依托物联网、云计算、无线通信等

新兴智能技术打造的物联化、智能化、感知化、
泛智化教育信息生态系统[1]。为迎接人工智能

时代的到来,许多国家已纷纷将培养智慧型人

才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作为信息通信技术(In-
formationCommunicationandTechnology,简
称ICT)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韩国为实现信息化

社会教育范式的转变,发挥教育促进学生智慧

成长的价值,于2011年提出“智慧教育战略”
(SMARTEducationStrategy),力求通过智能

技术实现教育环境、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的

全方位变革,构建全新的教育生态,为未来社

会培养智慧型人才。本文拟从韩国智慧教育

的内涵、特征、战略目标及任务出发,重点分析

其实施成效和面临的挑战,从而为我国智慧教

育的发展和改革提供参考与思路。

一、韩国智慧教育战略出台背景

韩国智慧教育战略是在前期教育信息化

深入推进的基础上颁布实施的,同时也是人工

智能时代来临之际,韩国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

竞争而提出的重要应对策略。
(一)教育信息化深入推进:夯实韩国智慧

教育基础

作为ICT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韩国最具

代表性的两张国家名片是教育与信息技术。
作为二者的融合,韩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可追

溯至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的“教育信息化

综合计划”。该计划自1996年起,每隔5年发

布1次。在“教育信息化综合计划”的总体规划

和指导下,韩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大致经历了

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

时期(1996—2000年)。1996年,韩国教育部发

布《教育中的ICT:第一个总体规划》(简称“总
体规划Ⅰ”),标志着教育信息化建设正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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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同年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教育信息化服务

系统”(EducationalInformationNetwork,简称

EDUNET),主要面向学校师生、家长提供海量

学习资料。截止到2001年5月,EDUNET的

会员人数已经达到442万[2]。第二个阶段为教

育信息化问题解决时期(2001—2005年)。在

该阶段,韩国的校园宽带服务得到大力发展,
基本实现校园网全覆盖,并面向75%的学生开

展电化教育(electroniclearning,简称e-learn-
ing)[3]。随着信息化影响范围逐步扩大,系统

化的教育信息化设备缺乏、城乡学生教育差距

过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韩国教育部通过

发布《教育中的ICT:第二个总体规划》(简称

“总体规划Ⅱ”)和开发网络家庭学习系统(Cy-
berHomeLearningSysytem,简称CHLS),缩
小教育鸿沟,减少乡村学生教育开支,提高公

共教育质量[4]。第三个阶段为教育信息化高速

发展时期(2006—2010年)。2006年,教育部发

布的《教育中的ICT:第三个总体规划》(简称

“总体规划Ⅲ”)以“实现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

学习”为宗旨,如2007年发布的《数字化教材普

及化方案》即旨在打破传统学习的时空限制,
为学生构建“泛在学习”(ubiquitouslearning,
简称u-learning)环境。第四个阶段为改善教

育与科学计划阶段(2011—2015年)。随着智

能时代的来临,教育面临新一轮变革,在该阶

段发布的《教育中的ICT:第四个总体规划》(简
称“总体规划Ⅳ”),旨在增强研发实力,为新时

代人才培养打造“智能化学习”(smartlearn-
ing)环境。韩国的教育信息化通过上述阶段的

发展,为智慧教育的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国际竞争:韩国智慧教育战略催化剂

信息技术对于韩国国家发展举足轻重,为
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奠定了坚实基

础。2009年初,韩国三星(Samsung)手机以其

优雅的硬件设计、广受欢迎的安卓系统、令人

难忘的子品牌和大规模的销售超越了芬兰的

诺基亚(Nokia)手机。韩国面对其智能产业的

发展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从未担心会被超

越。然而,随着美国苹果(Iphone)手机进军韩

国市场,其市场占有率和用户的急剧攀升使韩

国本土智能手机产业遭到严重打击。作为互

联网先驱的韩国备感焦虑,政府和信息技术行

业皆强烈要求采取高效举措,应对国内外环境

的快速变化。基于此,2010年,韩国政府专门

设立名为“智慧韩国”的国家机构,力求通过加

强对ICT的投资和开发,进一步增强智能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抢占国际及国内市场。同年10
月,总统信息化战略委员会(ThePresidential
Councilon Informatization Strategy,简 称

PCIS)颁布“智慧办公”(SmartOffice)政策。
“智慧办公”是一项国家战略,旨在利用云计算

技术对办公业务所需的软硬件设备进行智能

化管理,实现线下办公系统向线上办公系统转

变,构建政府服务应用软件统一部署与交付的

新型办公环境。韩国政府重视通过教育提升

国家竞争力,竭力打造智能化教育环境。智慧

教育战略是国际竞争加剧背景下,韩国政府提

出的重要应对策略。

  二、韩国智慧教育的特征及战略目标

与任务

  2011年,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①(Korea
MinistryofScienceand TechnologyEduca-
tion,简称 MOST)、韩国教育研究信息院(the
KoreanEducationalInformationandResearch
Service,简称KERIS)与总统信息化战略委员

会(PCIS)结成三方联盟,共同制定智慧教育战

略。该联盟于2011年6月29日向总统府提交

《通往人才大国之路:推进智慧教育战略》,并
于同年10月发布《推进智慧教育战略施行计

划》。这两份文件对智慧教育的概念特征、战
略目标、战略任务进行了详细说明。

(一)韩国智慧教育的特征

韩国智慧教育战略的提出打破了传统教

育将升学率或考试成绩作为学生学习和教师

教学的学术评估标准。智慧教育战略希望通

过将互联网、多媒体等信息技术升级为以物联

网、云计算、情感感知为支撑的智能技术,变革

教育观念,颠覆传统的班级课堂,构建智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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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生态系统。韩国智慧教育战略中的“智
慧”一 词,英 文 为 SMART,由 自 主(Self-di-
rectd)、动机(Motivated)、自适应(Adaptive)、
免费资源(Resource-free)和嵌入式技术(Tech-
nology-embedded)组合而成。如表1所示,韩
国“智 慧 教 育”的 内 涵 特 征 可 归 纳 为 两 方

面———“教育”和“技术”。就“教育”而言,韩国

智慧教育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自主性、开放性和

交互协作性。其中,“自主性”是指培养学生的

自适应学习能力,实现教育系统的灵活性,并
可根据学生个人偏好和未来职业发展要求,个
性化定制适合的学习路径;“开放性”是指改变

了以学校作为固定教学地点和以纸质材料作

为统一教科书的传统教育体系,打破了教育场

所的时空限制,丰富了教学的可利用资源;“交
互协作性”是指实现了人—人、人—机之间的

远距离交互学习和双向交流。从“技术”上看,
韩国智慧教育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智能化、感知

化和数字化。其中,“智能化”是指在智能技术

支持下,教育系统、教学应用不仅能处理繁杂

数据、任务,还可以提供人性化的教学服务;
“感知化”则是指以学生为中心,利用技术探索

一切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数字化”既实现了

教育系统设备性能可靠、标准统一,也实现了

教育资源的共享。

表1 韩国智慧教育的内涵特征[5]

首字母 特征 解释说明

S自主
(Self-directed)

知识制造商
改变学生角色:从知识消费者到知识生产者;改变教师角色:从知识信使
到教育导师

智能 自我学习系统,具有在线成就评估和“处方”功能

M动机
(Motivated)

经验中心 重视标准化教科书教学中以体验为中心的学习方法

问题解决 旨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开展基于流程的个性化评估

A自适应
(Adaptive)

灵活性 根据偏好或未来的职业,强化教育系统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学习体验

个性化 学校的作用从提供大量知识转变为提供适应学生水平和能力的个性化学习

R免费资源
(Resource-free)

开放市场 基于云教育服务,公众与个人开发的各种内容被应用于教育

社交网络 利用集体智慧和社会学习、利用国内和海外学习资源扩大协作学习

T嵌入式技术
(Technology-embedded)

开放教育
一个开放的环境,保证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提供所需的学习体验,并通过
各种形式的教育确保学生学习选择多样化

  (二)韩国智慧教育的战略目标

韩国智慧教育战略的终极目标是利用智

能技术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培养全面发展

的智慧型全球顶尖人才。为此,韩国智慧教育

战略将过去以“3R素养”即阅读、算术、写作

(Reading,Arithmetic,Writing)为重心的培养

目标,转变为以“7C素养”,即思辨能力、创造能

力、合作领导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沟通能

力、读写能力、职业与生活能力(CriticalThink-
ingandProblemSolving,CreativityandInno-
vation,CollaborationandLeadership,Cross-
CulturalandUnderstanding,Communication,

Literacy,CareerandLifeSkills)为核心的培养

目标[6]。“7C素养”又可归纳为3个维度:文化

积淀、自主发展和社会适应。“文化积淀”由3R
素养转化而来,重在强调人文、科学等领域的

知识和技能,注重提升学生的内涵和修养,培
养具有文化品位和高尚情操的学生。“自主发

展”即培养人作为主体的内在品质。思辨性和

创造力是21世纪学生的根本属性,因此要求学

生能明确自身的任务和能力需求,发展成为符

合时代需要的现代化人才。“社会适应”旨在

为学生进入社会做好准备,合作能力、领导能

力、沟通能力都是必备的基本素养,可为学生

融入社会、实现个人价值打下基础。
(三)韩国智慧教育的战略任务

为落实智慧教育战略,实现提升7C素养

的战略目标,韩国确立了5项任务来推进改革

进程[5]。(1)开发和应用数字教科书。以智能

化的电子产品代替传统的纸质课本,是韩国智

慧教育战略中的重点任务。数字教科书突破

传统教学材料和教学场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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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拓展和丰富了学生的学习途径与学习体

验,满足了学生日益增长的知识需求。(2)发
展在线网络课程平台,建构在线评估系统。韩

国教育部通过线上课程最大化地提升了教育

的普及度,力争通过实现在线学习常态化来保

证那些无法进入学校正常学习和生活的学生

的受教育权。此外,在推广在线课程的同时,
韩国还通过开发评估系统,监测在线教学质

量、拟定在线学习评估标准、减轻教师工作量,
如引入基于互联网测试的评价体系(Internet-
basedTest),完善国家英语能力测评。(3)促
进公共教育资源的有效运用,加强信息技术与

通用技术的伦理道德教育。科技是一把双刃

剑,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负面影响也随之

而来。韩国政府通过厘清问题的本质,认识到

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青少年网络成瘾、不良信

息充斥网络空间等问题的危害性,拟推出一系

列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网络伦理教育等,营
造绿色网络空间。(4)培养教师信息素养,发
展其在智慧教育下的教学能力。教师是践行

和宣传智慧教育的核心力量。韩国教育部拟

通过面向全体教师的ICT教育,加强其对智慧

教育内涵、目标和任务的认识,包括开设相关

的培训课程、创建地方层面的智慧教学中心以

及增设智慧教师顾问等,增强教师对智慧教育

的认同感和智能设备的体验感。(5)开发基于

云计算的服务系统,大力加强智慧教育的技术

支撑。韩国政府在高水平信息化建设的基础

上,拟建立云计算服务系统。所谓“云计算”,
即学生的学习资源不是来自个人电脑等设备

中的“本地磁盘”,而是来源于互联网的服务器

集群。“云计算”既扩大了教育资源的使用范

围,也增加了学生的知识量[7]。由此,韩国需要

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开发可支持云计算的智能

设备,搭建基于“云”的教学服务平台。

  三、韩国智慧教育战略的实施及初步

成效

  智慧教育的本质是利用新一代智能技术

与教育的结合,引发教育环境、教育资源、教育

评价、师生关系、教学方式、课程模式乃至教育

思想观念等的全方位变革[8]。为实现智慧教育

战略提出的7C素养培养目标,完成五大战略

任务,韩国或研发新的智能教育系统或对原有

的教育信息化系统进行优化升级,力求通过变

革教育环境、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构建新型教

育生态系统。
(一)教育环境:创设智能化的学习空间

智慧教育视阈下的学习空间是指通过借

助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主的新兴智能

技术连接现实和虚拟空间,帮助教育者了解学

习者的学习差异,提供满足学习者个性化需求

的学习资源,进而构建智能化的教育环境。智

能化的教育环境具备如下特征:教学过程人性

化、人机协同自然化、繁杂任务代理化[9]。以韩

国CHLS系统为例,其运行的目的本是作为区

域性的学习系统为学校教育提供补充,但是在

其发展之初,仅是盲目追求技术革新,教学内

容多为学校纸质教科书的复制版。随着智能

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智慧教育战略的提出,研发

部门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通过转变教育理念

和技术升级及时扭转CHLS的价值取向。优

化升级后的CHLS实现了以下主要功能:(1)
支持学生利用flash程序和在线课程等进行自

主化学习;(2)通过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形

成性评价,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3)
构建由学习资源、人力资源和环境资源组成的

有机系统,促进学习、家庭、社会三者之间的联

系,为改善和补充学校教育提供支持并根据学

生的学习能力将在线课程用户化;(4)通过增

设三类在线教师———在线教室教师、在线学术

指导教师和在线综合指导教师,支持学生更好

地学习和全面辅导学生;(5)设立个人学习管

理系统(LearningManagementSystem,简 称

LMS)和学习内容管理系统(LearningContents
ManagementSystem,简称LCMS),为学生提

供更多的社区性智能化服务[10]。CHLS通过

具体的学习形式、协调的网络教师分工以及用

户可自主创建的内容管理系统等,实现了学习

空间的智能化。截止到2015年,韩国几乎所有

城市都开通了CHLS,并已有440万学生加入

其中。通过优化升级,CHLS已成为韩国目前

最先进的智能化学习系统[11]。此外,韩国还拟

打造“未来智慧教育环境”,计划到2023年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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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万个开放学术资源信息空间和发放540万

个网络大学许可证[12]。
(二)教育内容:提供物联化的教学资源

智慧教育下的新兴技术之一即是物联网。
所谓“物联网”,指通过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将现

实世界中的各种事物互相连通而形成的网络,
强调事物之间的互联性,其主要技术特征为连

通性、感知性和嵌入性[13]。韩国的智慧教育战

略通过采用沉浸式技术,将在线教育服务无缝

嵌入学生和教师的学习、工作、生活,为师生提

供开放性的教育内容,实现物联化的教学资源

开发。韩国智慧教育战略中的教育资源建设

主要围绕数字教科书展开。数字教科书的开

发与应用为学生提供了全新的学习方式,其特

征有如下3点。(1)更加灵活的连通性。数字

教科书是一种数字化教材,集教科书、参考书、
作业、词典、多媒体内容(包括视频剪辑、动画

和虚拟现实等)及各种学校工具为一体,并且

可以连接数字教科书以外的教育内容,因此学

生可以随时随地地获取丰富的教学资源。尤

其是对相对弱势的学生群体(如身体残障学生

和偏远农村地区的学生)而言,实现了教学资

源在任一时间、任一地点的连通性。(2)更为

敏锐的感知性。数字教科书通过丰富的学习

材料、学习助手和拓展资料之间的互通,尤其

是学习助手和学习诊断功能,可敏锐地感知到

学生的学习问题、兴趣和能力所在,并利用评

估系统作出正确的判断,实现基于学生自身能

力的学习管理(如图1所示)[14]。(3)更全面的

嵌入性。数字教科书主要是通过改进技术来

增加服务对象和扩大使用范围。据统计,截至

2019年8月,韩国教育部共向小学三年级至六

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以及高中年级发放117
类数字教科书。2020年,韩国还根据新的《国
家社会学和英语学科三年级课程标准》对数字

教科书进行了修订,并在中小学社会学和科学

两门学科的数字教科书中增加了108种沉浸式

教学内容[15]。

图1 韩国数字教科书概念图

  (三)教育方式:实现定制化的教学服务

为了实现智慧教育战略提出的7C素养培

养目标,增强学生学习的个性化定制功能,促
进学生最大程度的发展,个性化定制教学服务

及其系统的开发成为韩国智慧教育战略的核

心。所谓“个性化定制教学服务”,是指根据学

生特点、性格、能力提供相匹配的教育,进一步

强化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为学生的全面发展

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内容。韩国智慧教育战略

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为学生提供了定制化的

学习服务。譬如2014年开发的插件式综合教

学辅助系统(IntegratedTeachingandLearning
Assistance,简称ITLA),即旨在通过建构合

作、互动、参与、共享的智能学习系统来提高教

育质量,为教师、学习者和家长提供实时监控系

统、智能辅导系统、协同教育机制、e-Portfolio系

统和数字化材料制作方法,构建一体化教育流

程。该系统还可以根据课程和内容格式将内

容和服务连接起来,并根据设备的特点自动定

制各种服务,实现教学的定制化目标。此外,
该系统还提供了一个支持互联网屏幕、智能语

义搜索工具、材料制作系统和实时学习评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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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内容自动传输系统,其目的是为学生提供

能随时随地进行个性化学习的环境和定制化

的学习内容,让学生自主参与课堂,同时为教

师提供优越的教学环境。ITLA的主要运行机

制是:首先,由内容提供商将视频、ppt、电子书

等学习内容注册到内容管理系统中;其次,教
师准备课堂教学内容,并利用系统内容制作数

字材料,教师可以使用电子板和智能设备制作

的数字材料进行教学,学生也可以在课后使

用;最后,所有的学习结果和成绩都存储在数

字记录中,并根据存储的数据自动向学生推荐

学习材料或学习内容。此外,家长还可以通过

教学辅助系统及时了解和跟进学生的学习情

况。图2还原了ITLA的学习模型场景之一,
充分体现了ITLA的个性化、定制化特征:为学

生提供随时随地进行个性化学习的环境和内

容,让学生自主参与课堂,向教师提供优越的

教学环境。该系统已经在韩国数所小学的四

年级中成功试点,未来,ITLA将在各级各类学

校中推广应用,进一步为智慧教育的发展夯实

基础[16]。

图2 ITLA学习模型

四、韩国智慧教育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2011年至今,韩国智慧教育通过制订周密

的战略计划并深度开发各类教学应用带动教

育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韩国智慧教育在

为师生提供灵活的教学空间、丰富的教学资源

以及个性化教学服务的同时,也深陷技术悖论

之中。智能技术的发展如同一把双刃剑,在给

教育活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1)悬
置学生主体,将教育的发展重心放在技术创新

等“硬件”上。韩国目前几乎没有系统提高学

生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软件”方面的具

有实效性的计划和举措,其以分数为主导的高

考制度 在 韩 国 教 育 中 根 深 蒂 固、难 以 撼 动。
(2)虚拟空间乱象频出,网络伦理问题,如不良

咨询泛滥、青少年网络成瘾、个人信息泄露、网
络恐怖主义和恶意网站等一直悬而未决。(3)
教师技术认同感缺失,在使用智能技术时对其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认可度不高,造成

韩国教师自身的信息素养难以提高。“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目前我国正处在智慧教育的高

速建设期,韩国智慧教育战略的实施经验与教

训,可为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如下启示:
(一)打破传统教育时空限制,建构智慧学

习空间

重构智慧学习空间旨在探索智慧教育中

的学习环境,包括智慧教室、智慧课堂、智慧校

园等。在韩国智慧教育框架下,学习空间被重

构和改组,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从时

间上来说,教育将不再受时间的制约,数字教

科书的连通性、感知性和嵌入性使得学生可随

时获取知识,为时间有限的学习者提供了巨大

的便利,体现了智慧教育即时性的特点;从空

间上来说,教场地育摆脱了固定建筑物,即在

教室中进行教学的传统方式,将学习延伸至校

外空 间,包 括 社 区、家 庭、智 能 设 备 等。如

CHLS作为区域性的家庭网络系统,升级换代

后展现出教学过程人性化、繁杂任务代理化、
人机协同自然化等特征,使教育场所不再受

限,学习者可以在任一地点进行学习。韩国智

慧教育通过开发多种智慧教育应用,建构智慧

教育框架,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学习

空间,提升了教育的便利性和即时性,从而进

一步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我国目前也在积极

构建智慧学校,开发和应用具有位置感知、情
境感知、社会感知、互操作性、无缝连接、适应

性、泛在性、全程记录、自然交互、深度参与等

功能的新型技术,但构建智慧学习空间仍处于

探索之中,其技术的应用与开发、师生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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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适应等,还需要特别加以关注。
(二)开发数字教育资源,培养智能数字土著

韩国智慧教育战略以构建云平台为支撑

的数字教育资源作为发展核心,通过开发和应

用智能教育系统、数字教科书等教育资源,力
求实现数字教育资源的普及化和公有化,并以

此推进“数字移民”向“数字土著”的转变,培养

原生代智能环境下的智慧型人才。为促进数

字教育资源的普及化和公有化,韩国首先通过

修订教育资源的版权使其公有化,并向民众免

费开放;其次是建立国家数字教育资源管理系

统,对著作、学习材料的版权予以保护;此外,
还明确数字教育资源仅限于教育领域内教师

和学生使用,以避免其商业化和版权盗用。我

国于2018年开始实施数字教育资源普及行动,
通过完善和拓展国家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体系,
创设国家枢纽和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平台,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优质的、个性化的教

与学体验,满足学习者、教学者和管理者的个

性化需求。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优质数字教

育资源配置不均,资源版权也未得到制度层面

上的保障,加大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建设力

度已刻不容缓。应坚持政府引导,发展以云计

算为主的智能技术,完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平

台,提供海量的个性化服务内容,促进智能“数
字土著”的培养。

(三)强化教师智慧实践能力,全面提升信

息素养

韩国智慧教育战略高度重视教师智慧实

践能力的培训。首先,通过开设智慧教育课程

为教师提供定制化的培训。在培训中,明确阐

释智慧教育下为培养21世纪人才对教师提出

的两方面的能力要求:其一,基本能力,包括创

造力、问题解决能力、技术素养等;其二,实践

能力,包括对智慧教育的理解能力、智慧教学

设计与开发能力、评估与反思能力、人际协调

能力等。其次,开展智慧教育实地体验。通过

建立智慧教育试点学校和智慧教育体验馆,丰
富教师的智慧实践体验。2012年,世宗特别自

治市即先后建立了4所智慧学校。最后,实施

智慧教育能力评估。2013年,KERIS被认定

为韩国在线学习评估中心,负责对教师的智慧

教育能力进行评估,为教师的未来发展指引方

向[17]。我国虽然已将发展教师信息素养列入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八大行动”中,
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教师信息素养的

理论基础、实践经验都不够充分。可借鉴韩国

经验,通过建设智慧教育示范区、开展定制化

培训、加强测评等,强化教师的智慧教育观念、
促进教师的智慧实践能力,进而全面提升教师

的信息素养。此外,我国的智慧教育发展尚不

成熟,导致教师对其认可度不高,而韩国的智

慧教育也面临类似挑战,因此我国应从中吸取

教训,注重对教育政策的规范,深化教师对智

慧教育的认识,增强其智慧教育价值认同感。
(四)融合技术与育人,实现自适应学习

智慧教育下的教学手段虽然是以智能技

术为支撑,但教学主体依旧是人。在探索智慧

教育的过程中,不能仅强调技术导向的教学手

段,而是应在智能技术的基础上以人为中心,
实现人机协同发展[18]。韩国智慧教育的优越

性在于为学生提供了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如

ITLA通过智能一体化教学流程,构建教师—
学生—家长互通的教学辅助系统,及时反馈学

生的学习进展,从而为其定制和调整个性化的

学习方案。此外,ITLA还通过整合课堂与技

术,促进学生的学习从传统方式转向自适应学

习。自适应学习意味着教育系统应更具灵活

性,并可根据学生的个人偏好和未来职业发展

要求,定制适合的学习路径。目前,我国的智

慧教育还多停留在技术开发层面,因此迫切需

要明确智能技术的开发最终是作用于人,应融

技术与育人为一体,充分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育理念,通过开发情感感知技术,挖掘学生

的兴趣和特长,使其实现自适应学习,为学生

打造科学化、人性化的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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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thesakeofsharpeningtheworldcompetitivenessintheera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
trainingintelligenttalents,Korea,onthebasisofrapiddevelopmentofEducationInformatization,
haslaunchedaSmartEducationStrategywhichcontainstherevolutionarydemandforeducationalen-
vironment,educationalcontentandeducationalapproachin2011andstrivestoachieveanall-round
reform.Inthemeantime,failuretoembodystudents,disorderlyvirtualspaceandslowteachersim-
provementarechallengingtheimplementationoftheSmartEducationStrategy.Therefore,consider-
ingthelessonsoffailureofKorea,WeproposefourprinciplestoSmartEducationofournationas
follow:First,tobreakthroughthelimitsoftimeandspaceofthetraditionalandre-constructa
SmartLearningSpace.Second,toestablishdigitalEducationSourceBaseandfostertheSmartDigit
talentsforourown.Third,tointensifypracticalabilityofteachersandfullyenhanceteachers'infor-
mationliteracy.Last,tocombinetechnologiesandeducatingsotheadaptivelearningcanre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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