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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
                     促进学生发展的新趋势

孔  晶，郭玉翠，郭光武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教学和学习方式的变革。个性化学习，作为21世纪学习的基本特征之

一，是“互联网+”时代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学习新趋势。相对于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统一标准、统一进度的

大规模集体教学而言，个性化学习承认学生的个性差异，通过实施个性化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途径、学

习方法、学习策略，以使学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该文基于知识经济社会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诉求，通过分析个性化学习产生的背景、概念、特征、形式等方面的内容，并对所遴选的系列国内外典

型个性化教学和学习案例进行深入探究，详细论述了不同案例所呈现出的技术支持的“个性化”体现，以为个性

化学习在我国教育教学中的实施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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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世纪的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培养创新型
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而注重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先决条件[1]。21世纪的
学习，应该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是通
过媒介和丰富的可视化资源进行的学习，是以设计
为导向的适应性学习。随着“互联网+”理念的兴
起与发展，多终端、虚拟化资源、数据挖掘与学习
分析技术逐渐成为现实，彻底改变了传统教育、教
学服务的模式，为个性化学习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基础。美国的《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
习分析促进教与学》报告指出：互联网与物联网、
云计算与大数据和智能终端支撑下的个性化学习
是国际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核心，基本内容包括服
务个性化、决策数据化、设备移动化和应用云端化
四个方面。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2]指出：“树立多样化人才观
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
人才”“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
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
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3]明确
指出：“要为每一名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的信息
化环境和服务”。纵观我国2011年修订的义务教育
各学科课程标准，语文、英语、地理、美术、音乐
等大多数学科均提及“注重学生个性培养、彰显学

生个性化发展”。可见，在“以人为本”、以创新
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下，如何让每
一个学习者个体获得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并得到充分
发展，已成为了教育界关注的焦点。

著名教育专家顾明远教授指出，“人是有差
异的，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样的，因此一定不能忘
记差异性的教育。要为不同的学生提供最适合于他
们的教育，才是最大的公平。在发展优质教育的时
候，要特别重视因材施教，培养不同的人才”。个
性化学习是以承认学生的差异性为前提，根据学生
的个性特点和心理特征，充分尊重学生自身的兴
趣、性格、价值观，让其得到个性化发展。因此，
教师需要掌握如何实施个性化教学，以及教会学
生如何开展个性化学习。“互联网+”时代的课堂
教学中，教师需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基
于学习者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学习需求，设定个性化
学习目标，并基于个性化学习目标调整相关教学内
容，设计系列个性化教学活动，开展个性化学习评
价，以满足学习者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从而达到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二、个性化学习概述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教育教学的变革，21世
纪学习变得更加多元化、可视化，随之也呈现出以学
习者为中心、以媒体驱动为支点、以设计为导向的特
征。教育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以及各种形式的移动
学习终端及泛在学习环境的出现，个性化学习也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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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愈引人注目，并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个性化学习的内涵
个性化学习在英文中有三种形式的表述，分

别为Personalized Learning，Individualized Learning和
Adaptive Learning，其中Adaptive Learning又称为适
应性学习，通过适应性学习系统实现。适应性学习
系统是针对学习者个体在学习过程中的差异性而
提供适合个体特征的学习支持系统，这是一种支
持个性化学习的在线学习环境，能够针对个体在
学习过程中的差异性而提供适合个体特征的学习
支持，包括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学习过程和学习
策略等[4]。国际K12在线学习协会认为个性化学习
能够满足学生自身的需求和学习兴趣[5]，《地平线
报告：2015高等教育版》将个性化学习定位为“艰
难的挑战”，并指出个性化学习是针对个体学生特
定的学习需求、兴趣、意愿或文化背景而推出的一
系列教育项目、学习经验、教学方法和学术支持策
略[6]。国内研究者李克东认为，个性化学习是指以
学生个性差异为基础，强调学习过程要针对学生个
性特点和发展潜能而采取恰当的方法、手段、内
容、起点、进程、评价方式等，使学生各方面获得
充分、自由、和谐发展，以促进学生个体发展为
目标的学习范式[7]。纵观国内外研究者有关个性化
学习方面的研究发现，个性化学习的实施以学习
者差异为基础，强调学习过程要针对学生个性特
点和发展潜能，将学习目标个性化，学习内容个
性化，开展个性化学习活动，提供个性化学习环
境、工具、平台及资源支持，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
个性化学习评价，以实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二)个性化学习的特征
个性化学习具有区别于传统学习的六大明显

特征，分别为学习目标差异化、学习内容定制化、
学习方法自主化、学习环境泛在化、学习成果多样
化、学习评价随时进行。各特征内涵如表1所示。

表1 个性化学习的特征及其内涵

个性化学习特征 内容概述

学习目标差异化
个性化学习目标是学生自主制定或在教师的个别
指导下制定的要完成的内容或要达到的标准，强
调学生的自主性

学习内容定制化

在整体学习内容一致的前提下，可以针对学生实
际情况和兴趣导向，有所侧重的进行个性化学习
内容的定制，依据学习目标定制出适合学生自身
需求的学习内容

学习方法自主化

整个学习过程，教师不再是主导者，教师根据学
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考虑多维学习因素，学
习安排以及学习目标，对整个学习过程进行重新
设计

学习环境泛在化
弹性的、随时随地的学习，包含在学校之外的学
习或者是在线学习、混合学习、社区学习或者是
教师、专家、提供的其他途径的学习过程

学习成果多样化

成果的展现是个性化学习过程中最能体现个性化
的一个部分，学生的学习成果表现形式可以多样
化，无需统一标准和格式，给学习者提供个人表
达观点和成果的机会

学习评价随时进
行

个性化学习评价能够充分考虑到学生个性差异，
通过诸多手段达到对行为特质和不同个性的学习
者的学习活动，均有比较满意的价值判断和行为
激励

(三)个性化学习是引领21世纪学习的新趋势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指出，要“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
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
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8]。
教育需要面向每一位学生，需要走向个性化。《教
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指出，“要
为每一名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的信息化环境和服
务”[9]。我国各省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中也相继
提出了个性化学习环境的建设。由此，个性化人才
培养已逐步进入了国家及区域政策性文件中，推动
着各级各类教育中个性化学习的实施。Terry Heick
指出21世纪学习具有9大特征，分别为以学习者为
中心、媒介驱动的学习、个性化学习、设计导向的
学习、可视化的学习、数据丰富的学习、适应性学
习、独立的学习、多元化的学习[10]。个性化学习，
作为21世纪9大特征之一，是知识经济社会培养创
新型人才的需要，是教育变革的产物。未来环境中
教学和学习方式的变革已成为必然的趋势，技术则
是走向个性化教育教学的重要支撑。

(四)国内外个性化学习相关研究综述
随着各种新型学习技术、移动学习终端及泛在

学习环境的出现，国内外研究者愈来愈关注有关个
性化学习的研究。例如在个性化学习的实施方面，
Song、Huang等人尝试利用移动设备、网络学习平
台构建个性化学习环境，基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开展个性化学习[11][12]；Wang等人通过创新课程的
形式，打破原有的课程架构，基于学习者的学习特
征设计课程内容，继而实现知识获取的个性化[13]；
Jeong，Li等人基于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及实际需
求动态生成教学活动内容，实现学习活动的个性
化[14][15]。另外，国内研究者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
面对个性化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16][17]。

纵观国内外研究者所开展的有关个性化学习的
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为个性化学
习的开展和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是相关研究
缺少对个性化学习中“个性化”体现的分析，同时
也缺少基于各种新型技术环境实施的个性化学习实
践的探讨。由此，本研究将基于具体的个性化学习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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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案例，分析信息技术环境下技术支持的个性化
学习中“个性化”的具体体现。

三、技术对个性化学习的支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
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18]近年来，在大数
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基
础上，以及“互联网+”所倡导的开放、共享、创
新、协调、绿色等理念的涌现，互联网激发了教育
领域的深刻变革。将“互联网+”应用于教育，需
要构建教育发展的新理念和新环境，推动传统教育
向精细化、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以开拓教育
发展的新方向。互联网技术为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
了巨大潜能，教育需要互联网思维，其需要尊重每
位学生的个性化特点，利用技术支持学生的差异化
学习，并进而实现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教育领域技术的重要应用和进展
“地平线报告”由美国新媒体联盟发表，分为

基础教育版和高等教育版，旨在勾勒出影响全球教
育领域的教与学以及创造性探究的新技术。每一期
的地平线报告会介绍六个在未来的一到五年期间、
三个使用阶段内，在以教育为主的组织机构里可能
成为主流的新兴技术或实践，同时展示地还有在相
同时间段内即将改变教育工作方法的挑战和趋势。
例如《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5基础教育版》
指出，未来1-5年内应用于基础教育的技术有自带
设备、创客空间、3D打印、自适应学习技术、数
字徽章和可穿戴技术。《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
2015高等教育版》指出，未来1-5年内应用于高等
教育学与教开展的技术有自带设备、翻转课堂、
创客空间、可穿戴设备、自适应学习技术以及物联
网技术。《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6高等教育
版》指出，未来1-5年内应用于高等教育的技术有
自带设备、学习分析、自适应学习、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创客空间、情感计算、机器人技术。
《2016新媒体联盟中国基础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
项目区域报告》指出，在未来1-2年时间内，将以
混合式学习设计、发现式学习为趋势，开放性教育
资源将快速增加；在3-5年内日益注重学习测量，
逐步兴起新形式跨学科研究；在未来5年或者更长
时间内，深度学习逐渐受到重视，学生从消费者变
为创造者，学校将推动文化变革与创新[19]。

(二)技术对个性化学习的支持作用
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教育教学领域中的应用，将

引发教学和学习方式的变革。“互联网+教育”，

强调教育教学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注重教育
产品实际应用质量、关注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共
享、重视教育数据资产的保护与利用、推动大数
据支持的教育管理与评价、鼓励探索信息技术与
课程的融合创新[20]。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促进学
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平台，例如信息互联与教
育资源的开放共享，让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资源
和机会；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以及各种自适应
学习系统的出现，可以让学生进行自我量化、自
我管理，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展个性化学习；大
数据支持的学生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可
以让教师对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
具体而言，技术对个性化学习的支持主要体现在
学习目标个性化、学习内容个性化、学习活动(路
径)个性化、学习评价个性化、学习资源个性化等
几个方面，如表2所示。

表2 技术对个性化学习的支持体现

维度 内容概述

学习目标
个性化

从单一的、一刀切的目标设计到差异性目标、拓展性目
标，实现了目标设计的灵活性，与不同学生有着不同的
学习需求这一点相吻合。技术支持：个人学习档案(电
子档案)、问卷星(电子问卷)

学习内容
个性化

从统一内容、统一格式到不同内容、不同格式，满足了
不同学习爱好、兴趣等特征及知识能力基础的学生个性
化需求。技术支持：可视化思维工具(例如思维导图)、
科学探究工具(例如Wise平台)、知识建构工具(例如知识
论坛)

学习活动/
路径个性
化

从教师掌握教学进度到学生能够掌控自己的学习进度，
并能够基于自己的兴趣、愿望和问题驱动学习，学生可
以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自我管理、自我量化和自我监控。
技术支持：自适应学习系统、Google文档、网络学习社
区、即时通讯软件(QQ、微信等)

学习成果
个性化

从问答、作业、考试、测验到各种形式的作品和展示，
为学生的个性化表达提供了机会。技术支持：作品呈现
工具(PPT、网页、3D打印等)、多媒体制作工具(图像处
理、视音频编辑等)

学习评价
个性化

从结果性评价到诊断性评价、过程性评价、总结性评价
等多元评价方式，评价主体和评价方式多元化、评价内
容多样化、评价以学生为中心。技术支持：问卷星(电
子问卷)、思维导图、电子档案袋、博客、网络学习社
区、学习分析技术、量规

学习资源
个性化

从纸质资源(教科书)到数字化资源，从单一性到多样
性、互动性、再生性、共享性，学习资源能够满足不同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技术支持：微课、慕课(MOOCs)、
公开课、教育App、电子教材、网络课程

学习环境
个性化

从传统教室(黑板+粉笔)到数字化教室(交互式电子白板、一
体机等)再到智慧教室(移动终端、云服务等)，学习环境的
设计呈现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可以支持学生随
时随地及碎片化时间的学习。技术支持：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无线网络、网络学习社区、博客、Wiki

本研究关注个性化学习中“个性化”的体现和
实施，聚焦于基于各种新型技术环境支持的个性化
学习实践，通过遴选几个典型的国内外个性化学习
实践案例并进行深入分析，关注不同案例中的“个
性化”体现，以期能够为我国个性化教学和学习实
施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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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支持个性化学习的案例分析

(一)北京十一学校“走班制”
北京十一学校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公办完全

中学，也是北京市唯一一所综合教育改革实验学
校[21]。学校实行“走班制”，其试行是从高中部开
始的。2013年起，学校开始在初中部实行走班制，
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在同一时间内
会分散在不同的教室中学习不同的科目。“走班
制”是时代发展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的客观
要求，是指打破固定的班级编排，学生在学校提供
丰富课程的前提下，根据已有知识经验、兴趣、爱
好等自主选择课程，流入到相应层次的班级进行学
习，并时常变更班级及其人员构成[22]。

1.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支持的知识获取个性化
学校通过对国家课程、地方课程进行校本化，

构建了一套分层、分类、综合、特需的课程体系，
如表3所示。

表3 北京十一学校校本化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 学科

分层课程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分类课程 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政治、体育、技术

综合课程 艺术、游学、高端项目研究、综合实践

特需课程 枣林村书院、援助课程、特种体育

这套课程体系能够突出以学生个体为单位的
选择性，除了少数必修课程外，大部分都是选修课
程，所有的课程排入每周的正式课表。学生不仅可
以选择课程，也可以选择相应的学习时段。“走班
制”的课程体系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每一位学生的学
习需求。同时课程与每一位学生相联系，学生可以
建构自己的学习系统。通过选课，每位学生形成了
自己的课表，到不同的学科教室上课，在不同的教
学班之间流动，教师则在各自固定的教室里等待
学生上课。“走班制”使学生真正拥有了课程选择
权。随着“走班制”的实施，学校教室的功能也进
行了一定的改造，其从单一的上课地点转变为了具
有上课、读书、实验、讨论、教研等多种功用，另
外，各种形式的学习资源也进入了教室，为学生的
学习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2.网络平台支持评价的个性化
开放的、个别化的、多样化的课程，需要标准

化、专业化的评价。北京十一学校“走班制”实施
了科学多元的评价与诊断体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1)从仅关注结果到关注全过程，确立过程性
评价机制，不同章节或不同学习阶段评价的重点不

同。过程性评价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学习过程，随
时随地记录和反馈，便于学生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
的行为和学习状态，成为学生学习动力的推动器，
也引导学生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2)从模糊判断
到清晰诊断，建构以诊断为主功能的考试及分析机
制。个性化的学生学业诊断与考试评价分析系统，
借助网络平台和数据分析工具，也提供每一位学生
不同角度的学业发展信息，为学生的自我管理、自
我规划提供服务；(3)从单一评价到多样评价，其中
教师激励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评价方式。教师对学
生的个性化评语可以让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教师的
关爱，同时个性化评语也令学生非常期待[23]。

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平台等技术为北京十一
学校“走班制”的实施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北京
十一学校构建了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了学校信息系
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通过选课和排课系统实现了
“分层走班、自主选择”的课程体系，从而是学
校4000多名学生每人都拥有一份专属于自己的课程
表。基于网络平台教师可以方便地评价每一位学
生，每一位学生也都能够获得专属于自己的来自于
教师的个性化评语。

(二)美国德州大学基于能力的学习项目
美国联邦教育部鼓励高校推行基于能力的学

习项目，即让学生按照自己的能力自定步调进行学
习，此项目不再以所修学分的多寡来评价学生的学
习成就[24]。美国德州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所实施
的基于能力的学习项目，面向高中生到研究生阶
段的学习者，包括在线和混合式两种课程方式。
基于能力的学习项目能够让学习者根据所掌握的知
识和技能选择课程，获得证书和学位，而不是强调
花费在教室当中的时间。德州大学校长Francisco G. 
Cigarroa指出，“所有学生都有清晰而严格的学习
目标，但是根据每个人学习目的、学习能力和既有
基础的不同，每个人都有一个定制化的成长路径。
学生们可以将先前学习经验兑换成学分，并以自己
的速度不断学习。”

为支持基于能力的学习项目的开展，德州大
学开发了“整体教育体验”(TEx，Total Educational 
Experience)系统，采用“移动优先”的技术解决方
案，满足学生使用移动设备学习的需要。TEx系统
是一种自适应学习技术，是指学习者参加在线学
习活动时，学习软件或在线平台能根据学习者需求
不断进行调整。TEx系统能够基于学生的偏好和能
力进行课程的调整，除全部基于在线的网络课程之
外，TEx系统还设计了很多在教室、实验室和实地
的创新教学法，最终为学生提供更丰富易于访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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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同时保证德州大学学位的质量。
美国德州大学“基于能力的学习项目”关注

学生学习路径的个性化，整体教育体验系统支持每
一位学生都有一套专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案，满足了
每一位学习者的知识需求。学习路径的个性化使每
一位学生的学习更具有针对性，随之也会提高相应
的学习效率，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思考，对未知的探
索，将学生由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知识的探索者和
创造者，推动学习方式变革促进教育进一步发展。

(三)上海市静安区个性化教育实践
上海市静安区处于上海市中心，区政府部门对

静安区发展的战略定位是建设国际化的一流城区，
对教育的支持力度非常大[25]。“十二五”期间，静
安区承担了教育部重点课题“走向个性化：发达城
区教育内涵提升的实证研究”，全区以计算机硬件
为基础，以互联网为依托，以优质资源为重要内
容，以动态变化为重要特征，构建学生个性化学习
辅助平台，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鼓励学生
个性化发展探索[26]。静安区在个性化教育方面做出
的探索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分别为个别化教
学、个性化学校创建、长效机制建设。其中，在个
性化教学方面，静安区重点突破的方向包括：(1)探
索精准针对个体差异的个别化课堂教学策略；(2)探
索基于学习优势理论的个性化特长发展的新途径；
(3)构建支撑个别化教学的学习平台、动态诊断与反
馈体系。

1.APP系统支持学习过程的精准监测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技

术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和统计分析，以为教
师提供学生学习过程的反馈信息，使教师可以对
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监测，提高了课堂教学的针
对性。例如静安区推进的“社会性和情绪能力”
课程中，教师运用自主设计的APP软件在课堂上可
以及时捕捉孩子们学习的即时变化轨迹，教师根
据这些轨迹及时判断学习进展情况，及时调整，
指导具有了极强地针对性和即时性。威海路幼儿
园开发了一套用于幼儿个别化学习活动过程性资
料收集的APP系统。幼儿通过操作iPad，了解每
个活动的操作流程与任务，而系统则将如实记录
幼儿的操作时间、操作次数；通过后续的任务习
题，进行自我学习效果的验证。

2.网络平台支持资源的个性化
技术的发展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学习资源的需

求，上海市静安区通过构建各种形式的网络平台，
极大丰富了课程资源。例如静安区实验小学开发的
数学和英语个性化学习平台，可以为不同的孩子提

供不同的练习，让不同起点的学生各取所需。静安
区生命科学教师团队研发的“二次学习”平台，可
以基于学生的真实需求和问题收集与分析，针对性
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和指引。静安外国语小学
“小脚丫”英语课程的互动学习平台，可以为学生
创设课程内容的虚拟情境，并辅以多种形式的分组
学习来开展人际互动，实现人际互动与人机互动的
融合，实现了英语的个性化学习。

3.大数据支持综合素质的评价
评价需要充分发挥其指导、发展性功能，大

数据能够从多个方面收集学生的成长数据，从而
为多元评价的开展提供了支持。静安区开发了学
生个体成长连续数据库平台，对本区幼儿园、小
学、初中、高中学生成长数据进行跟踪记录，以
期形成区域三到十八周岁学生成长图谱。同济大
学附属七一中学建立学生成长数据库，分别从社
会实践、社团活动、体能测试、学科学习能力等
方面，依托学生成长树的卡通模式，通过树枝的
形式来分别表现上述不同方面，并以不同颜色和
数量的苹果表示学生的成长经历和水平。市西小
学引进人机对话技术，运用iPad端软件搜集过程性
数据，对学生学科素养、综合能力做出评价，并
依托收集的数据，从学科素养、综合能力、学生
能力、综合评价与建议几方面给出分析报告，为
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发展计划。

4.云计算支持学习时空的拓展
教育云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打破了传统课堂

的弊端，拓展了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例如华东
模范中学的“未来智慧”教室运用软件多渠道的资
源收集与查询功能使课堂成为无边际云课堂，满足
个体学生的学习需要。学校制作了交互式多媒体图
书，将其发布在学校的Wiki云服务平台上，方便学
生预习和自学。教师还编制各种交互式习题帮助学
生自我诊断学习效果，并反馈学生学习情况，以便
进行差别化的教育。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发了
具有个性化色彩的书法课程，配套制作了181个多
媒体书法教学课件。学生可以在家通过电脑、ipad
等信息终端下载或播放课程资源，既可以在课前自
学，也可以在课后用于解决难题，很好地激发了学
生学习书法的兴趣。

教师的课堂教学不仅要认识到学生的差异，更
重要的是要尊重学生的差异。上海市静安区个性化
教育实践探索，在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化差异的基础
上，基于新型技术的应用，通过丰富学校课程、合
理编排课程内容、积极选用课程资源、逐步改进课
程评价，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最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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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启示

(一)技术可以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有效的支持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教育教学领域中的

应用，可以为个性化学习的实施提供有效的支持。
例如智能终端技术、无线互联技术、云计算技术、
人机交互技术、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物联网技
术等新型技术的应用，通过营造一个师生互动、生
生互动、人机互动、资源共享的新型教学和学习环
境，可以实现目标、内容、活动(路径)、评价、资
源、环境等要素的个性化，并逐步推动个性化学习
向常态化学习发展。由此，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
合理选择和使用适当的技术和资源，以能够向学生
提供丰富的学习机会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个性化
学习倡导的是促进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而不
是技术支持下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方式显得好看或者
好玩，防止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流于形式。

(二)学习者特征分析是实施个性化学习的基础
在设计和实施个性化学习之前，需要对学习

者进行特征分析，了解学习者的学习喜好和需求。
由于受心理、生理、社会文化等方面要素的影响，
不同学习者在表现出一些共性和稳定特征的同时，
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由此在实施个性化学习之
前，需要了解学习者的学习特征，例如起点水平
(已有知识和能力基础)、认知结构、学习风格、学
习动机、学习态度等，以赋予学习者一定的选择性
和灵活性，使其学习更加高效。技术支持的诊断性
评价及测试能够有效支持学习者特征分析。

(三)个性化学习的实施对教师提出了更为严峻
的挑战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4基础教育版》
指出，需要“重塑教师角色”。学校教育将从“以
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教学和学习过程
中，教师需要成为设计者、指导者与促进者。教师
需要在课堂中观察小组和个体学习者的活动，然后
予以相应的指导，同时允许学生在自身学习中更多
地进行表达。个性化学习承认学习者个体的差异、
以促进个性发展为目标、提供个性化的内容和方
法、提供个人表达观点和成果的机会。个性化学习
要求教师给予足够多的教学指导，尤其是在学前教
育和基础教育阶段，教师需要更多的关注个性化学
习过程中的指导，而不是如何通过课堂教学来展示
教学内容。

六、结论与展望

信息技术正在推动学校教育教学的变革，从

“技术为主导向”到“学习者学习导向”正在逐
步发生。个性化学习，作为21世纪学习的关键特征
之一，是所有学习方式的重要基础，已引起了国
内外政策制定者、教育研究者、一线教师等人员的
关注，并已逐步进入了现代课堂教学实践。课堂教
学中学与教的个性化能够凸显出学生个体本身的个
性，能够发扬学习者的长处，弥补不足，顺应创新
型社会的需求，培养出新世纪的新型人才。信息技
术的迅速发展，能够为个性化学习的实施提供有效
的支持，移动学习终端、各种形式的教育APP、无
线联网技术、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等不是仅存于
人们的想象，而是可以真正地应用于课堂教学之
中。由此，《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4基础教
育版》认为“整合个性化学习”是可应对的挑战。
另外，国际形势及各国相关教育政策也为个性化的
设施和推广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个性化学习的
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单纯的技术支
撑并不能完美的完成个性化学习的流程，其需要统
整教师、学生、课程内容、学校环境等多方面的因
素。《新媒体联盟地平报告：2015高等教育版》将
个性化学习列为了有难度的挑战。技术能够为个性
化学习的开展提供一定的支持，但是个性化学习的
规模化实施和推广仍需要不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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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Enhanced Personalized Learning: The New Trend to
Promote Students’ Development

Kong Jing, Guo Yucui, Guo Guangwu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Person-
alized learning, one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21st Century Learning, is a new tre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in the Internet Plus Age. Compared to the common standard, the common large-scale collective teaching,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Industry Age, personalized learning acknowledg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It makes students get personal-
ized learning experiences, promotes student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implement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goal, learning 
contents, learning pathways, learning methods, learning strategies. This study, which was based the demands of innovative person in 
the knowledge and economy society, analyzes the context, concept, features, forms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d explores the cases 
selected in China and abroad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The study focuses on ‘how to personalized enhanced by technology’ in dif-
ferent cases, aim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implement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Concept of Internet Plus; Technical Support; Personalized Learning; Studen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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