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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科科科技技技革革革命命命与与与高高高等等等教教教育育育变变变革革革

——试试试析析析新新新科科科技技技革革革命命命对对对高高高等等等教教教育育育的的的影影影响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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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以互联网 +、人工智能、新材料新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最为

直接的是对高等教育内容和手段的影响,是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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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represented by intern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materials and new technology has been

impacting higher education broadly and deeply, and especially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higher education. It is the source and driving

force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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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英国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 (Ashby) 认为, 在教

育史上曾发生过 4次教育革命: 第 1次是将教育的

部分责任由家庭转移到专门机构; 第 2次是将书写

文字作为教育工具;第 3次是印刷术的发明;第 4次

是光、电、磁等科技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尤其是电

子计算机等 [1]。这 4次教育革命大都与同期科技的

发展直接联系。

当前以互联网 +、人工智能、新材料及新材料

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给社会变革、产业结构、

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与影响。新科技革

命对高等教育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的

是对高等教育内容和手段的影响,是促进高等教育

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1 “互联网 +”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互联网 +”意味着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为标志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融入社会

各领域,这是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随着 “互联网 +”

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互联网越来越深度融合

于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必将再造高等教育流程,重

塑未来大学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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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促使高等教育开放共享

在传统教育模式中, 教学资源的获取、知识的

传输都受到时空限制,优质教学资源未能得到合理、

充分的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对传统的教

学过程提出了挑战,也对高等教育资源在消费上的

竞争性提出了挑战。

第一,教学时空灵活开放。在互联网环境下,学

习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教室, 可以营造

灵活开放的学习时空,提供前所未有的移动性与新

的学习方式。学校不再封闭, 将逐步突破校园的界

限,学生可以在家里、社区或其他各种校外场所,利

用互联网在线课程进行学习;或通过线上线下结合

的方式,让教师和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共享一

切优质教育资源来优化办学水平。比如,芬兰采用主

题式的教学组织形式、注重跨学科横向教学的 “现

象教学”,离开了互联网就根本无法实现。显然,互联

网带来了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的变革。未来, 所有

能进行高质量学习的地方,都可以被称为 “学校”。

第二,课程、教学资源从封闭走向共享。未来的

高等教育,将彻底打破传统封闭的课程结构,朝着校

际共享优质课程、教学资源的方向发展。未来的大

学生将可以在网上找到任何一门教材、任何一节课

的优质课程、教学资源, 一般高校的学生也能在网

上学习名牌高校的优质课程。近年来, 在世界范围

迅速兴起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慕课),就是 “互联

网 +高等教育”的产物,推进了课程和教学内容、教

学方式变革,实现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1.2 增进学生的个性化体验

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教师处于教与学的中心位

置,不利于学生发挥自主学习的能动性。“互联网 +

高等教育”推动着教学资源、课堂形式向着 “以学生

为中心” 发展, 体现教学多中心化、去中心化趋势,

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个性化体验。

第一,教学资源获取的门槛低,为学生个性化学

习创造了条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高等教育模式

从粗放型转向精细型与个性化,从而有效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 [2]。在网上优质教学资源丰富的条件下,

学生可根据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宜的教学

资源, 使学习更有目的性,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个性

化体验,促进学生自主发展。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互

联网拥有海量资源,但内容往往不够系统,这样容易

导致学生知识学习碎片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对教师的综合素养和知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高校应重视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鼓励教师

充分运用好在线优质课程资源,提升教学效果。

第二,课堂形式更加灵活,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学

习。在 “互联网 +”的推动下,传统讲课方式会大大

减少,研讨式课堂占据主导地位,课堂形式更加灵活

化。随着翻转课堂的普及化, 学生在课前自主完成

教材中和教师指定的书籍中相关知识的学习,教师

不再占用课堂时间传授知识。课堂上,以师生、生生

之间的交流、互动和研讨为主,注重对知识的探索,

促成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这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结构

与教学流程的彻底颠覆。

第三, 有利于弹性学制的实施。在 “互联网 +”

环境下,可以实现系统的数字化管理,有利于打破传

统的学期或固定的课程结构进行教学的形式,加强

不同学段和不同年级之间的衔接,从而根据学生的

个体需求提供灵活的教学安排,有利于弹性学制的

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 “互联网 +”因削弱了教师的主

导作用,容易导致师生、生生关系疏远,不利于教师

发挥言传身教的作用,不利于教师对学生人格和品

德的培养。

1.3 优化教育教学资源配置

公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

主要集中在不同群体是否可以拥有平等获取教育资

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 [3]。互联网的特征是

开放性、大众化和草根性, 互联网在线教育可帮助

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阶层的学生 “无差别”获

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第一,为偏远和落后地区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

在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高等教育

经费投入力度不一,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东部

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

明显的差异。互联网通过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了丰富的高等教育教学资源。

在 “互联网 +”环境下,重点高校优质的在线开放课

程资源,可以惠及偏远和教育落后地区成千上万的

学习者。

第二,为校内、校际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互

联网 +高等教育”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共通、共享,在

最大程度减少了低水平建设的现象,丰富了优质教

育资源。为确保课程质量,很多高校一般由名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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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带头人及中青年骨干教师来建设慕课,并融入校

内教学,在校内实现共享。另外,互联网打破了重点

大学独享优质课程的局面,实现了在不同高校之间

的共享,缓解了一般高校优质资源欠缺的局面。

第三, 为更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目前我国有 70%的年轻人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高

等教育,但 “互联网 +”可以加速教育资源的普惠化,

为每个愿意学习的年轻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且

延长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促进了终身学习

体系的构建。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家非常重视教育资源共

享,但目前的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使教育资源真正

有效的共享有相当难度,所以必须出台相应的教育

资源共享配套政策。另外, 贫困地区的互联网基础

设施可能不足,那些低技能的用户也可能缺乏利用

网上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因此,要警惕数字鸿沟带

来新的教育不平等。

2 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早在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信息化

的发展阶段分为兴起、应用、融合和革新四个阶段。

按照这一划分标准, “人工智能 +教育”正处在教育

信息化发展的融合与革新阶段 [4]。

智能化是数字化的高级发展阶段, “人工智能 +

教育”是基于 “互联网 +教育”的深度融合,旨在提

升现有数字教育系统的智能化水平,为教育教学提

供新的工具和方法,带动教育教学模式的根本转型。

高等教育如何与人工智能进行充分融合,尤其

是与产业发展联系紧密的应用技术高等教育如何利

用人工智能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如何应对人

工智能对产业与岗位产生的冲击,都是摆在我们面

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2.1 打造智能化教学生态

智能化教学以人工智能为统领和集成点,以大

数据和资源扩展为驱动,以 “教育赋能”为指向,打

造以学习者为中心、贯穿师生和教学管理部门的教

学生态, 为教学、学习、教学管理与评价等提供精

准、便捷的优质服务,促进教学模式创新和学习方

式变革。

未来的大学, “机器 +人 +N”将成为最基本的

教学场景。据美国新媒体联盟发布的《2017地平线

报告 (高等教育版)》预测, 未来高等教育的关键技

术是以下 6 项: 自适应学习技术、移动学习、物联

网、下一代学习管理系统、人工智能和自然用户界

面 [5]。这些前沿技术向我们展示了未来智慧高等教

育的形态。

智能化教学平台系统主要包括: ①智能教学平

台, 主要用以提供个性化学习分析、智能推送学习

内容等服务; ②智能教学机器人, 进行学习障碍诊

断与及时反馈; ③智能化学习软件,用以提高学习

效率; ④教学资源的优化, 用以满足学生获取个性

化资源的需求。

智能化教学生态圈包括: ①学习生态圈: 为学

生提供课件资源管理、智能签到、课程点播、课堂

点评、考试测验、师生互动等多种服务,贯穿学生课

前、课中、课后全过程,方便学生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的学习;②教学生态圈: 为教师提供教学资源管

理、常态录播、师生互动等多种服务, 贯穿教师课

前、课中、课后的教学工作全过程; ③管理和服务

生态圈: 为管理者提供教学资源管理、电子课表管

理、考勤管理、消息通知服务、教学评估服务等,贯

穿整个教学工作过程 [6]。智能化教学生态具有 “真

实情境”“高度互动”“协作学习”“个性化学习”等关

键特征。

2.2 变革人才培养体系

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

提出, “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

方法改革,构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

教育体系。” [7]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需应时变革人

才培养体系。

第一,培养目标:从知识掌握转向能力培养和价

值观塑造。人工智能在知识记忆和简单理解方面已

远超人类,所以未来高等教育的价值在于不断地探

索新知识、新领域,培养目标应着重于能力的提升

和价值观的塑造,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的素养、出众

的动手能力、坚韧的做事态度、健全的人格和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

第二,学习方式: 从标准化班级授课形式转向个

性化学习,从传统学习方式走向混合式学习。工业

时代的教育, 以同质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特

征,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学后,高校班级授课形式或

将走向终结,学生的培养更加个性化,这是最符合人

才成长规律的培养模式。智能化教学平台可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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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和需求,因为它能根据数据记

录,为学生制定相应的教学进度安排和教学内容,不

仅有针对性地推送学习资源,而且采取不同的教学

策略和方法,开展个性化答疑与辅导,让学生自主学

习。另外, 把网络化学习方式的优势和传统学习方

式的优势结合起来的混合式学习将更加普遍,从而

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第三, 教师角色:从教书匠向教练员角色转换。

在智能化高等教育时代,教师要承担起为学生订制

个性化学习方案的角色,教师的作用不再是传授知

识, 而是起到学生学习规划者和引领者的作用。人

工智能还可协助教师批改作业、阅卷等工作,把教

师从重复性劳动和繁杂琐碎中解放出来。

第四,教学内容:更多的将是通识教育。人工智

能引起了就业结构的变化,许多工作将由人工智能

替代,高校教学内容应做出适应性改变。一方面,应

用技术型高校的大多数专业要新增人工智能教学内

容,为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岗位变化输送高质量新

型劳动力。另一方面, 很多与职业相关的知识概念

和技能或将不再出现在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更多

的将是与通识教育相关。与通识教育相关的教学内

容, 不是局限于一定领域的知识, 而是从问题出发,

形成涉及了多个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

第五,教学场所: 从封闭式转变为开放式。人工

智能将打破高校和社会的壁垒,社会深度融入到高

等教育中, 学生学习成长的空间更为广阔和自由。

智能化教学平台可以营造出全时空、立体化、无障

碍的多形态开放交互的教学模式,促进协作学习,也

改变传统的学习评价方式。

第六,终身学习能力: 呼唤教育方式转变。未来,

终身学习将越来越重要,而互联网上丰富的教育资

源正好为人们终身学习提供了现实条件,人工智能

又正好成为人们终身学习的好助手。这要求学校转

变教育方式,不再是简单地教知识,而应更加注重培

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引导学生产生问题意识,学

会如何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问题和目标,找出一

条适合自己的学习途径,并带着问题进行学习。

2.3 调整高校专业结构

人工智能是解放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根

据研究,未来我国 710万工作岗位将消失, 700种职

业、47%的工作都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同时也将

出现许多新职业 [8]。面对这种趋势, 高校专业结构

必须及时调整。

第一,智能专业的设立。目前,从政府推动到高

校行动,都将人工智能高等教育提升到了战略高度。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人工智能人才的争夺,

高校竞相开设人工智能专业, 如智能科学与技术、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智能制造工程等, 以适应人

工智能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第二,传统专业的改良。智能化社会背景下,学

科专业的边界日益模糊,这就需要加强多学科专业

的协同创新。2018年 4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人

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到 2020年建设 100个 “人

工智能 +X” 复合特色专业, 重视人工智能与数学、

统计学、生物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

教育部这个举措就是与产业结构协调并对专业进行

动态调整。

2.4 优化高等院校管理

未来,学校的绝大多数行政人员将被人工智能

取代,学校的管理工作将更加高效。人工智能对高

校管理的优化, 主要表现为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和

考务管理。比如,在教师管理中,人工智能可以通过

收集课堂中的师生情绪、行为表现和认知状况等数

据,再根据授课内容进行分析,最后对教师的教学效

果进行评价。此外, 系统还可通过摄像设备自动记

录教师的出勤情况。

3 新材料新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新材料和新材料技术,是发展高新技术的重要

支柱和突破口。以新材料为基础的一批新兴产业正

在迅速兴起,并成为许多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

随着科技的发展,包括新材料新技术在内的科

学知识体系,已经在高等教育内容中占据了主导地

位。各种学科和专业的形成、课程教材的更新、教

学内容的变化等,都反映着科技发展的趋势。

3.1 提升高等教育层次结构

新材料的发展已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新技

术的发展已越来越依赖于创新,这都需要有高层次

研究人才的供给。另一方面, 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引

起技术结构发生变化,使得行业企业为突破技术难

关、提高技术水平,对就业者提高了知识水平要求。

为此,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方面,需提供足够数量的

受过研究生阶段教育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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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产业部门越来越技术密集化、知识密集

化,更需要的是大量懂技术、会应用、动手能力强的

各类高技术应用型人才,这要求应用技术本科教育

扩大规模,大力支持发展应用技术大学。

3.2 更新高等教育专业结构

新材料新技术起到了推动社会和科技进步的作

用,是产业升级的物质基础和先导。可以说,没有半

导体和晶体管技术,就不会有今天的信息技术;没有

高强度、耐高温的轻质结构材料和技术, 就不会有

今天的航空、航天技术。

新科技革命要求高等教育要应时开设复合材

料、纳米材料、电子技术、3D技术、空间技术、大

数据开发应用、海洋技术等新材料、新技术学科专

业,以谋求与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相适应,扩展新

的生存空间。同时,撤消落后的旧专业,合并专业面

过窄的专业。例如, 传统的电真空管专业、半导体

专业,现在已融入专业面更宽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专

业。

3.3 创新人才培养内容与方式

新材料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对人才培养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通才教育和产学研合作 3

个方面。

第一,更新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据统计,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理工科新开专业的课程数目,平均每

17年要翻一番;现在大学生在学校学到的全部科学

知识中,现代科学知识占 90%,而科学史上的继承性

知识仅占 10%。

因此,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要立足于新,要体现

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动向,让学生掌握最新

的科学技术知识。要用明天的技术, 培养今天的人

才,为未来服务。正如美国前教育部长 Richard Riley

指出的: “我们必须教导现在的学生,毕业后投入目

前还不存在的工作,使用根本还没发明的科技,解决

我们从来未想过的问题。”

第二, 通才教育大有可为。科技发展的规律之

一,是科学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这给高等教育

带来了启示,那就是要着重培养通才,而不是专才。

美国曾连续 5年对 1 311位科学家进行调查,结

果发现, 那些有成就的科学家, 绝大多数是 “博才”,

极少是只精通一门专业的 “专才”。1940年代,美国

研制原子弹的 “曼哈顿工程”选择理论物理学家欧

本海默担任总指挥,就是一个正确选择。当时,学术

地位比欧本海默高的人有很多, 如爱因斯坦、费米

等。欧本海默既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 也没有发表

过很多论文,但他知识非常渊博,对新事物也极其敏

感, 最难能可贵的是, 他总能敏捷地抓准问题的要

害, 并指出突破方向。因此, 仅在 3年时间内,他领

导的几千名科技人员就研制出了原子弹。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 学科越分越细, 边缘学

科、新兴交叉学科、综合学科不断涌现,要更加注重

开拓大学生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大学生跨学科知

识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增强融会贯通能力,提高综合

素质。

第三,加强与企业界的合作。高校与企业合作,

是高等教育和现代科技发展的共同要求和必然趋

势。必须形成一种高校与企业良性互动的促进机制,

打破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人才培养 “边界”,才能培养

出符合产业要求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目前,我国科技市场不完善,加之中小企业对高

新技术产业化的研发缺乏热情和实力,高校科研人

员又很少有能力将自已的技术成果商业化,导致高

校很难走出一条产学研相结合之路。因此,在未来,

大学研发中心将和高新技术产业园融为一体,从而

创建产学研一体化的新模式。我国已有越来越多的

高校建立大学科技园,高等教育与高新技术相结合

的产学研一体化新模式已初见端倪。

4 结 语

以互联网 +、人工智能、新材料新技术为标志

的新科技革命,已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办学体系,

影响着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影响着高校的人才培

养模式, 影响着高校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由于

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涉及到科技层面, 还与政治、文

化等紧密相关,所以在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中,

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也要认真

分析新科技在推动高等教育变革中的某些局限性。

高校必须积极利用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并面对其

挑战,这是新科技革命向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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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研究生队在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再获佳绩

近日,教育部 2019年第十三届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揭晓,由我校朱弘

峰、何玉安老师指导,尹志浩、夏明火组成的研究生队荣获数控数字化双胞胎-虚拟调试 (筹)赛项二等奖。在

前期举行的全国初赛中,由何成、夏妍春老师指导,刘长春、吴涛组成的研究生队荣获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

赛项特等奖;由王素娟、吴小滔老师指导,王桐、文静、朱凯铭和虞佳鹏、郭佳城、蔡一丰组成的 2支本科生

队分获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二等奖;由胡志华老师指导,张猛、韩智敏、霍泳屹组成的本科生队

获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类赛项三等奖;由朱弘峰、贾立新老师指导,葛城余、余相丞、奚鹤杰组成的本科生队获

智能制造工程设计与应用类赛项三等奖。研究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赢得了评委的认可和好评,充分体现了我校

“工程导入”工程硕士培养模式的良好成效。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原全国大学生控制仿真挑战赛、全国大学生工业自动化挑战赛)由教

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和中国仿真学会联合主办,是在教育部

与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下,面向中国智能制造领域工程人才的培养与选拔,竞赛内容

涉及智能制造领域中的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和智能应用等,为我国智能制造发展培养和选拔具备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技术及创新人才。大赛以企业真实的工程项目和科研项目作为竞赛赛题,以真实的工业

设备和工业环境作为赛场,以工业企业的工程标准作为考核评分指标,全面锻炼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综

合能力、系统思维。大赛自 2006年发展至今,已经成功举办 13届,已成为中国智能制造领域规模最大、规格

最高的国家 A类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