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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教育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智慧教育为教师专业发展带
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思路，智慧教育应依托“三环境”即外部基建环境、内部发展环境及自身成长环境赋能教师专业

发展，从“六角度”即重塑教育理念、创新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改革评价体系、精准化培研项目、强化内部发展环境以及回

归教育本质来探索教师专业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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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智慧教育的内涵及发展历程
智慧教育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建设学习型社会、实现终身学习的必然选择。创

新应用科技提升教育智慧，打造和谐、可持续发展

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培养智慧型人才，是信息时

代智慧教育的终极目标［１］。

１．１　智慧教育的生态学内涵
智慧教育的思想最早由哲学家提出，其出发

点和归宿点是唤醒、发展人类“智慧”。国内外许

多学者都从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理论角度对智慧

教育进行阐述，怀特海和范梅南提出儿童智慧教

育理论，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开启学生的智慧［２］。

国内学者祝智庭教授从宏观角度出发，认为智慧

教育的基本内涵是通过构建智慧环境，运用智慧

教育手段，培养具有高智能和创造力的人［３］，强

调信息技术手段；杨现民从生态观出发，指出智慧

教育是依托信息技术来提升现有数字教育系统的

智慧化水平，促进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智慧养成与

可持续发展［４］，强调教育的目的。综合来看，智

慧教育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强调以

人为主体，利用信息化手段培养智慧主体，促进人

的智慧的养成和教育持续发展的过程。

１．２　国家推动智慧教育的持续发展
智慧教育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是在适应

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尤其是

在２０２０年疫情以来，远程办公、网络授课等现实
需求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与适应，智慧教育得到飞

速发展。总的来看，智慧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四个

阶段：智慧教育的雏形、智慧教育的元年、智慧教

育的加速发展期以及智慧教育的转型期。

１．２．１　智慧教育的雏形
《２００１年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大盘点》中指

出各大ＩＴ厂商开始了在教育软件和互联网领域
的尝试，教育软件的开发者开始提供基于ＩＥ制作
的网络课程平台，并逐步向教育服务者转型，强调

教育资源的流动和共享。２００６年国家出台《全
国教育事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同年，教育部

启动《２０２０年中国教育发展纲要》的研究制定，
提出构建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体系和平台，促

进教育资源的整合，解决教育资源的公平和公

正，建设学习型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广播电视

和网络，依托正规学校和继续教育机构，促进学

习型社会发展和实现终身学习。至此，智慧教

育已初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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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智慧教育的元年
２０１２年教育部颁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

二个五年发展规划》，强调全面提高教育服务现

代化建设，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总体
目标。２０１２年，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教育信息
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以“三通两平台”为

抓手，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管理公

共服务平台，此方案的确立，为智慧教育的建设奠

定了良好的智慧化基础。２０１２年 ３月国家出台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明确了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同时也促

使智慧教育的建设重心逐步从传统的硬件（设

备，网络等）资源建设，转向教育教学相关的核心

应用的开发。

１．２．３　智慧教育加速发展期
２０１７年出台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指出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推动“互

联网＋教育”发展。同年国务院出台《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首次提到智能教育，并明确提出

利用智能技术推进教育改革，促进智慧学习，构建

新型教育体系。２０１８年国家出台《教育信息化
２．０行动计划》，明确了互联网＋教育的具体行动，
第一次从国家层面提出“智慧教育”的概念，并指

出智慧教育的发展目标，到２０２２年基本实现“三
全两高一大”。行动计划２．０的出台，标志着智慧
教育正式进入发展加速期。

１．２．４　智慧教育转型期
随着教育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运用，云

计算、５Ｇ等技术推动着教育飞速发展，智慧教育
也在逐步向以人为本的模式转变。２０１９年，国家

教育部启动“智慧教育示范区”的建设工程，旨在

通过对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形成对受教育者全方

位、立体化的个人画像，从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教

育方案。２０１９年初，国务院印发中长期战略规划
《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强调要重视重大科技创
新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重视新基建赋予智慧教育

的新动能。２０２０年国家出台《关于组织实施２０２０
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通知》，明确将“５Ｇ＋
智慧教育”作为七大５Ｇ创新应用工程之一，推动
了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２０２２年３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
线，关键点为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

的教育体系，标志着智慧教育发展的新高度、新

成果。

２　智慧教育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的环境
支持

智慧教师是智慧教育的一部分，智慧教育背

景下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教

师专业发展的出发点是构建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的教育生态系统，培养智慧人才。教师职业发展

应从外部基建环境、内部发展环境和自身成长环

境三个方面着手，外部基建环境是推动内部发展

环境和自身成长环境发展的基础保障，主要解决

“用什么学”的问题；内部发展环境为教师发展提

供理论支撑，主要解决“教的是谁、怎样教”的问

题；自身成长环境是智慧教育背景下教师成长发

展的主观动态，主要解决“教师怎样学、怎样发

展”的问题。智慧教育从教师生态发展的“三环

境”综合着力，赋能“智慧＋教师发展”，详见表１。

表１　智慧教育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的着力点

动态系统 外部基建环境 内部发展环境 自身成长环境

组织架构

教学实践环境 学生发展规律 教研发展模式

教学评价工具 知识生成规律 教师评价模式

学生管理环境 教与学互动规律 师资培训模式

知识管理工具 社会要求规律 共同体培育模式

智慧服务体系 组织进化规律 组织发展模式

２．１　外部基建环境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基础设
施保障

智慧教育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的第一个着力点

在于外部基建环境。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

５Ｇ＋等信息化技术从各个方面影响了高校教育的

发展，学校教育开始紧密围绕“智慧”的理念，打

造信息时代的“智慧校园”，主要受五个环境的

影响。

第一，教学实践环境。教学实践是教师发展

的专业舞台，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教学实践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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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发展提供了外部推动力量，多媒体、智慧教

室、网络授课平台等新技术手段取代了“黑板＋粉
笔”的传统教育方式，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效。

第二，教学评价工具。大数据驱动下的教学评价

工具，如评教系统、成绩生成软件、教师电子考核

等为教师成长提供动态数据和电子档案，发展评

价记录可形成动态的师生互动图像和教师成长画

像，使教师评价更依赖于过程导向而不是结果导

向，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动力。第三，学生管理平

台。依托互联网、５Ｇ等远程协作及自助式的学生
管理平台，如学校启用的“辅导猫”平台、“云班

级”“雨课堂”“班小二”等，时间上更自由，空间上

更宽泛，形式上更灵活，更优质地为学生提供服

务，形成更高的管理成效。第四，知识管理工具。

互联网支持下的知识管理工具，如电子知识库、云

备忘录、云盘、网盘等的使用，能够助力教师快速

准确地进行知识的提取、记忆、管理与共享。第

五，智慧服务体系。互联网＋背景下的智慧服务
体系，如共享平台、手机端 ＡＰＰ、小程序、“电子书
包”等的应用能够帮助教师将繁杂的管理事项、

服务事项等任务代理化、便捷化，提升智慧管理能

力和管理水平。

２．２　内部发展环境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理论
支撑

智慧教育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的第二个着力点

在于内部发展环境。教师专业发展要以满足学生

成长成才的需求为出发点，以掌握教育教学发展

规律为切入点，以实现教师创新发展为落脚点，具

体可从五个规律进行把握。

第一，学生发展规律。加强对教育对象的了

解是做好教育的基础，大数据、云平台等技术能够

有效、准确地提供并记录大学生的身心、认知、思

想等发展规律，如学校启用的“辅导猫”管理平台

能够很好地掌握学生动态，“心海导航”系统能够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了解学生心理状况，为教

师做到因材施教、针对性开展教育工作提供依据。

第二，知识生成规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智

慧教育时代加速了知识的共享，促进了知识观的

变革。如“学堂在线”“超星”“智慧树”等学习软

件，抖音、Ｂ站等视频软件促使知识的形成趋于碎
片化、个性化、短时化，知识更加多元，获取知识的

途径和方法更加灵活，群智协同更加突出。

第三，教与学互动规律。智慧教育时代改变

了传统的教与学互动规律，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更

加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如学习分析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文本、语言、行为等的自

动识别与分析完成“到课不到堂”的自主学习，能

够帮助教师对教学互动规律、协作学习规律等形

成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推动了从教师智慧教学

到学生智慧学习的交互式发展。

第四，社会要求规律。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

对人才的选拔有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教学内容和

方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而智慧教育则依靠互

联网技术，使网络教学资源和平台可以随时实现

共享，如空中宣讲会、云招聘、网络签约平台、智慧

就业系统等可随时随地签约，系统地带来了新的

教育市场变革。

第五，组织进化规律。智慧教育推动了教师

专业发展管理模式的更新，优化了管理体系，为深

入挖掘智慧教育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的组织进化

规律提供了新的方法，网络化、多元化的教学环境

和资源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提供了仿真

模拟空间，如教师可以在智慧教室环境中开展虚

拟课堂、远程对接等教学，以助力教育适应社会，

推动社会发展。

２．３　自身成长环境为教师专业发展带来内部
驱动

智慧教育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的第三个着力点

是教师自身成长环境，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的创新

与变革能够推动教师专业理念与目标的转变，更

快适应智慧教育模式的同时推动教育的发展，主

要包括五个模式的转变。第一，教研发展模式。

信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传统教研模式，创建了协

作互通的教研氛围，促进了教研模式的协同化、专

业化和精准化发展，如网络工作坊、研修社区、校

本教研为教师提供了群智协同、经验汇聚的平台，

新的教研发展模式例如网络教研、教研共同体、产

教研协同等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第二，教师评

价模式。智慧教育的发展使教师评价更多元、更

合理，新的评价模式更注重过程性的评价，这为教

师专业发展带来动力，数据驱动的精准评价模式

推动了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的客观性，如高校的评

教系统、教师成长画像能够多渠道提升教师自我

发展和自我提升。第三，师资培训模式。智能技

术能够创设多元异步的学习空间，使得全球教育

资源无缝整合共享，如继续教育培训、配套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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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教案、课堂设计、教研论文以及电子图书馆等

丰富优秀的教育教学资源，为教师的讲课、备课、

教研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支持，增加了优秀教师

的受众和教师接受培训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教

师的专业发展。第四，共同体培育模式。智慧教

育背景下的教师群体是一个育人共同体，资源共

享是智慧教育的一大特征，“互联网＋技术”推动
了共同体培育模式的创新及推广，体现了新教育

模式的交互性发展，能实现人机合作的双向沟通

和人与人之间的远距离交互学习。第五，组织发

展模式。教师的成长离不开有营养的沃土，信息

技术能够促进教师专业素养提升，促进教师专业

知识更新和知识结构优化，智慧教育时代更突出

分工协作体系、规范灵活的工作标准、柔性化的运

行机制［５］。

３　智慧教育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路径
探析

教书育人乃教师使命，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也绝不能取代教师、替代教育，教师永远是教育的

播种人，智慧教育背景下科技的发展和使用只能

算是教育的播种机。然而，现实情况下智慧教育

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学生不再像以前一样需要老

师、依赖老师，相反他们更喜欢依靠网络获取知

识，师生比例在扩大，师生关系却在淡化。因此如

何更好地发挥智能教育的价值作用，把握时代特

征，培养学生成为时代要求的高素质新人，完成育

人使命，需要结合实际不断探索教师专业发展新

路径。

３．１　重塑教育理念与发展目标，探索教师专业发
展新模式

智慧教育使教育理念从注重知识的传授向培

养学生的创造力转型，即教师存在的最大价值在

于“帮促”而非“传授”，学生的角色应该“从教育

的消费者向创造者转变”［６］。随着智慧教育的发

展，“大数据思维”“精准施策”“精准教学”应运

而生，教师专业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教师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提升实践能力［７］。

首先，重塑教育理念与发展目标。传统教学

理念下，教师注重知识的单向传授，大班教学无法

做到因材施教，学生更多的是被动接受知识，灌输

式的教育一直占主要地位，学生主体性得不到有

效发挥。多媒体的运用为学生创造性思维发展提

供了舞台，学生主张自己建构认知图式，形成自己

的价值认知，因此教育改革与发展应在了解学生

群体基础上，运用“大数据思维”的方式，采用“精

准教学”的教学理念，即根据学生的知识背景、学

习风格和学习需求等特征，在进行学情分析的基

础上满足个性化需求，教学应尊重学生个性发展

并促其成长为全面自由的合格人才。

其次，创新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智慧教育背

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目标应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的

教育态势，是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教师专业

发展包含教师的教学能力、导学能力、课程设计能

力、自主学习能力、研学能力以及学生管理能力等

核心要素。教师应充分认识到智慧教育的优势作

用及这种教育改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认识到教

育资源及知识传达形式的改变、老师与学生在教

育系统中角色的转变，以及由主动灌输式向被动

需求式教育模式的转化。教育教学应将学生发展

需要与教师自我发展目标紧密结合，精准识别教

师专业发展的境域化需求、动态性需求、个性化需

求，设计更加精准、符合个体发展需要的目标。冯

晓英教授提出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即迭代与场景融

合的双循环模式，包含了内循环模式（强调教师

设计、实施、改进的循环迭代）和外循环模式（强

调通过线下工作坊、线上研修、跟岗实践的无缝衔

接与循环迭代）［８］。这种能力为本的教师专业发

展模式，扩展并优化了教师知识学习、专家指导、

同行交流的范畴，将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将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内外因素充分融合。这种内

外双循环教学模式对内强调教师的自我动力，对

外强调教育环境施加的外在压力，内外合力推动

教师发展新局面。

３．２　改革教师评价体系，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内在
动力

一切事物和人的发展的动力都在于外部因素

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外部因素即社会发展需求

是发展的条件，内部因素即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

发展的根本。因此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应从内外两

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外部教师评价机制，二是教

师内部的主观动力。

首先，外部教师评价机制。教师的状态决定

了学校教育的状态，而教师的发展状态缘于对教

师的激励和评价。教师是一份承载着无数期待的

职业，社会把美丽的桂冠给予教师的同时，也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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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责任和无穷的约束给了教师，使教师成为整

个社会监督的对象。教师评价包含能力评价、角

色评价、品德评价等。对教师的不合理评价会影

响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夏存华老师指出职称

评聘的简单直接的功利色彩消磨了教师可持续发

展的动力［９］，建立在功利背景下的激烈的业绩竞

争影响了教师合作及人际关系。在教师职称评聘

中，一般按照“德、能、勤、绩”四个方面根据教师

的工作态度、工作表现、教学质量和教研成果进行

评定。而职称评定是教师评价的现实表现形式，

可带来三种不良结果：第一，评职失败的挫折感会

影响教师发展的积极性；第二，工作性质和岗位不

同使教师面临不平等的发展机会，过多的工作负

担来自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压力，使许多教师产生

职业倦怠；第三，达到职称顶端的教师容易出现

“躺平”状态，造成教师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影响

学术氛围，导致教师团队对教育本质理解的偏离。

因此智慧教育背景下的教师评价体系，应采用结

合数据驱动的多形态能力测评体系，如在线研修、

混合式研修使得教师教学和专业学习的过程性数

据可以进行记录。其次，应实施发展性教师评价，

增加人本管理，从多角度进行综合评价。发展性

评价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评价，主张用发展的眼光

看待教师的教学过程，是一种依据目标、重视过

程、及时反馈、促进发展的形成性评价，智慧教育

背景下的发展性评价关注教师的背景和基础，结

合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教师日常行为表

现和点滴进步，注重发展过程，从教学、科研、比

赛、活动、合作、指导等多个方面，通过智能评价促

进教师对自己工作的反思，为教师提供教育教学

真实的、流动的、精准的反馈信息。孙众提出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对教师课堂教学视频进行智能分

析，能够为教学评价提供证据，使其更加智能和

精准［１０］。

其次，教师发展主观内在动力。马斯洛认为

人的活动由需要引起，需要是人的价值取向根源

的内在动机，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机，即发

挥教师主观能动性是教师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

师是一种成就型社会角色，工作平凡却是一种生

命价值的体现，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观能动性表现

在积极学习的动机和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中。智慧

教育背景下教师角色发生积极转变，首先要充分

利用好智能技术带来的科技变革与教育的有机结

合，扮演好教育环境的有力建构者，适应环境改变

的同时创造环境，师生互动就是在教育环境中进

行的，教师要从多方面进行育人环境的创设，如创

设问题情景、生活化的情景、理论实践结合的情景

以及学生自主研学情景等。其次充分利用智慧教

育背景下教育资源的共享模式，成为教育资源的

设计者、推送者，成为教育活动的指导者与监控

者，最终成为一个成功的教育合作者，在角色转变

的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汲取知识营养，丰富教师

职业规划，满足自我发展需要，增强职业认同感。

最后教师的反思精神是其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的

核心因素，自我反思是教师主观能动性最好的表

达，社会的进步以及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断激励

着教师进行革新与创新，教师作为教育的主导者

应该与时俱进，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美

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曾提出教师成长公式：成长＝
经验＋反思，自我反思是最具弹性和自主化的教
师发展途径［１１］。

同时，合理的评价机制也能够推动教师内在

发展动力，为教师专业发展从宏观上提供一种保

证和前提，因此内外因素共同推进教师专业发展。

３．３　打磨教师培研项目，满足教师专业发展个性
需求

冯晓英教授提出，长期以来，教师培训缺少精

准性，不能满足教师个性化需求，实践中存在两个

错位：一是简单的、静态的培训调查与教师专业发

展的境域性、动态性、复杂性存在错位；二是“千

人一面”的培训内容与“千人千面”的教师发展需

求之间存在错位［８］。其次，身处信息高速发展时

代，教育资源鱼龙混杂，对于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

讲解和教授办法，不同主体又有不同的接受能力，

大量时间浪费在寻找资源的过程中。比如“智慧

教育”一词在百度中大约有 １千万个结果，哪一
个才是所需，在学习过程中很容易忘记初心、迷失

自我。因此，有针对性、精准地提供教师研培项

目，是创新教师培训项目的关键，具体可以从两个

方面进行改善。

首先，进行教师学习分析，明确个体所需。符

合教师专业发展的研培项目应该建立在需求调

查、能力测评基础之上，结合学生发展数据及教师

成长数据进行学习分析，智慧教育背景的教师研

培项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然而缺乏系统化和具

体性。理想的研培项目应提供伴随式学习诊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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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学习推荐，实现精准识别和供需适配，结合

教学实践丰富研修活动。研修项目应结合教师兴

趣和发展需要，避免千人一面，有向度有准度有深

度地提供教师所需所用。只有基于动态、持续的

教师需求分析，所形成的动态的生成课程，动态的

培训内容、活动和资源才能越来越贴近教师的真

实需求，才能有吸引力和生命力［１２］。

其次，采用分层校本研修策略，做到以人为

本，保持动态变化，满足个体所需。可以从教师教

龄、教学技能、研修团队等方面进行分层，建立研

究互助团队，成立研修共同体，注重知识的互动与

互补。学校还可采用自上而下的分层策略，从学

校层次的研究团队得以建构，到全体教师主动参

与，最后形成因人而异的团队研修小组，充分体现

全员参与、全力合作、全方影响的互动实效。数据

驱动的校本教研，可以帮助教师进行有依据的自

我反思，在动态数据分析指引下进行行动跟进，实

现由理论驱动范式向经验驱动范式的转变。

３．４　强化内部发展环境规律作用，智慧教育应始
于技术，归于教育

智慧教育仍要回归教育本身，坚持教育是人

的教育，是人的事业。

首先，以了解学生主体发展规律为基础，知识

生成规律为推动力。智慧教育的本质是促进学生

智慧的生成与发展，使人获得自由发展和个性解

放［１３］。学生是不断发展中的个体，学生的成长是

彰显个性、追求独立的过程，他们是伴随着互联

网、大数据等科技的进步而成长的“网民”一代，

更喜欢碎片化、网络化、境域化的知识传授形式。

互联网技术加速了知识的互动和流转，只有在了

解学生身心、思想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作好学情分

析，在掌握知识变革和生成规律的基础上，精准地

发现现实问题，判断教育教学实际，开展教学反

思，积累教学智慧，培养教育中的敏锐度，才能更

好地把握发展方向。

其次，以掌握教与学的发展规律为手段，挖掘

组织进化规律为宏观调控。教学实践是教育的根

本，教是手段，学是目的，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

通过学而体现，学通过教而实现，教与学的过程能

够实现教学相长、学智相促。信息技术在现代教

育中从不同维度刺激人们的多种认知感官，使学

生更容易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智慧教育是一

个实践的过程，通过探索教学环境、教育主体、教

育资源等多种影响因素的作用规律而形成对教学

互动、合作学习、教学规律更全面的认识。在宏观

上，要掌握组织进化规律，创新专业管理和治理模

式，深化专业发展协同形式，领悟教学真谛，采取

恰当措施，把握教育时机和机遇，及时反思教育指

导是否有效，教育决策是否科学，教学行为是否合

理，做大智慧的老师。

最后，深刻领悟智慧教育真谛，真正提升育人

智慧。智慧教育的一个误区是认为智慧教育就是

对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运用，学会互联网、腾讯会

议、多媒体就是在实施智慧教育，这完全偏离了智

慧教育本质，体现了唯技术论的价值取向。智慧

教育也不等同于智能化教育，前者更强调学习主

体的能动性、感悟性、创造性，智慧教育也不等同

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后者的重心在信

息化发展的技术上，体现了技术本位论取向［１４］。

在教育过程中运用大数据、５Ｇ、互联网等技术体
现了教育的信息化但是并不代表这就完成了智慧

教育的目标，数字技术是智慧教育的一种技术手

段，是开展教育的一种载体，起推动作用，仍然要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教学的根本任务，教学相长，

有教无类，师生之间建立亲密的人性关系，与学生

形成学习共同体，善于发现教育中的育人规律，培

养育人大智慧，智慧教育应该始于技术而终于

教育。

４　结语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教育系统的变

革，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教育新的思考，对教师角

色、教育实践以及教育理念都带来全新挑战，叶澜

教授说：“一个墨守成规的教师对于学生创造性

的发展无疑是一种近乎灾难性的障碍。”因此教

师专业的发展和进步是对学生、对教育最好的礼

物。智慧教育既包含教师的智慧，即教育的真谛；

也包含科技发展的智慧，即智能教育。无论智能

教育如何发达进步仍离不开技术主体———人，教

育的本质依然是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实现

学生主动自觉的发展。因此以信息技术发展为载

体和助推器，创新教师专业发展路径，从教育主体

到教育对象、从外部推动到自主发展、从组织架构

到理念变革，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重新认知最终

回归教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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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构建———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Ｊ］．开放教育研
究，２０１９（２）：８７－９６．

［１３］邵晓枫，刘文怡．智慧教育的本质：通过转识成智培
育智慧主体［Ｊ］．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２０（１０）：７－１４．

［１４］周斌．智慧教育理念引领下的小学教学改革实践
［Ｊ］．现代教育科学，２０１９（１１）：１００－１０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Ｓｍａｒ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ＩＹｕａｎｈｕｉ，ＬＩＹａｙｕａｎ
（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１３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ｍａｒ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ｃｈｏｉｃｅ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ｌｅａｐｆｏｒｗａｒ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ｒ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ｓｏｍｅｎｅｗ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
ｎｅｗｉｄｅａｓｔｏ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ｍａｒ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ｌｙｏｎ“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ｇｒｏｗ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ｏｅｍｐｏｗｅ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ｅｗ ｐａｔｈｓ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ｆｒｏｍ “ｓｉｘ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ｐｒｅｃｉｓ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ｍａｒ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责任校对　朱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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