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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2016 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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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NMC）发布的《地平线报告》采用德尔菲法，着重探讨影响未

来 5 年高等教育变革的六项新兴技术，并从政策、领导力和实践三个方面讨论影响高等教育技术应用的趋势和

挑战。文章通过对《2016 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进行深度解读，分析了高等教育未来的机遇与挑战，以

期为高等教育变革提供可行性的建议，进一步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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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兴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为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教育理念的变革，也催生了适应新一代数字公民的的学习环境和

学习方式。高等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系统最灵活的部分，受信息技术的影响最为深刻。美国新媒

体联盟自 2002 年起，一直致力于研究新兴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每年都会推出地平线报告，为全

球教育领导者制定技术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本研究将对《2016 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

进行解读，探讨未来高等教育的机遇和挑战。 

一 2016 年地平线报告内容概述 

地平线报告由美国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NMC）和美国高校教育信息化协

会（Educause Learning Initiative，ELI）共同完成，包括高等教育、基础教育（K-12）、博物馆教

育和图书馆教育四个版本。地平线报告采用德尔菲法，选出未来 5 年很有可能成为教育领域主

流的新兴技术，把 5 年分为三个时间区间，如短期（1 年以内）、中期（2～3 年）和长期（4～5

年），并对同一时期的主要趋势和挑战进行讨论。 

《2016 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汇集了全球 58 位教育领域顶级专家的研究成果，共含

18 个主题，由影响高等教育的新兴技术、促进高等教育技术应用的趋势和阻碍高等教育技术应

用的挑战三部分组成：①影响高等教育的 6 项新兴技术——短期的自带设备、学习分析和自适

应技术，中期的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创客空间，长期的情感计算、机器人技术。②促进

高等教育技术应用的 6 项趋势——短期的日益关注学习测量、增加混合学习设计，中期的重新

设计学习空间、转向深度学习，长期的推动创新文化、重新思考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运作机制。

③阻碍高等教育技术应用的 6项挑战——包括可解决的挑战，即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混合、

提高数字素养；艰难的挑战，即教育模式的竞争、个性化学习；棘手的挑战，即平衡连接和非

连接生活、保持教育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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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兴技术助力高等教育领域教与学及创新性研究 

1 短期内（1 年以内）将成为主流的技术 

（1）自带设备提升学习归属感 

自带设备（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是指人们在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使用笔记本、智

能手机等个人设备的行为。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自带设备的种类也在不断地扩充，如智能

手表等可穿戴设备[1]。将个人设备融入学习领域，不仅能够降低学生的精力成本，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提升了学习者的学习归属感。就高校而言，自带设备更关注用户在设备上存储的个性化内

容而不是设备本身。自带设备使教师和学生能够更有效地使用基于位置的服务、社交网络和流

媒体等工具。 

随着移动学习、电子书包和学习分析技术的发展，教育内容的生成逐渐依赖于智能手机和

平板电脑，自带设备在高校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丹麦奥胡斯大学已经允许学生在个人设备中

完成测试，美国公立大学系统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也推出了 APP 课程，以提高学生的交

互性和参与度。 

（2）学习分析和自适应学习技术推动个性化学习 

学习分析是搜集和分析学生在线活动数据的过程，是为有效的教学设计服务，从而促进学

生主动学习。学习分析包含三个步骤：描述结果、学习诊断和预测学习趋势。自适应学习是一

种数据驱动的非线性指导和纠正方式，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人机交互和示范演示，并预测学习者

在某一特定时候需要什么类型的内容，以取得学业进步。自适应学习以改造课程材料为核心服

务。学习分析和自适应学习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环境的同时，也为解决高校的有效性教学

提供了关键视角。 

2 中期（2～3 年）的主流技术 

（1）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创造真实的学习体验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是指将图像、视频、声音等数字信息融入真实空间中

一项技术，旨在将现实和虚拟环境混合，使用户能同时与虚拟和真实的物体进行交互。虚拟现

实（Virtual Reality，VR）能使用户进入计算机模拟的环境中，并在其中产生感官体验。AR 和

VR 既有交叉又有不同，其共同点在于都能给学习者直观、震撼的学习体验；不同点在于 AR 可

以配合具有全球定位系统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一起使用，而 VR 只能在一个专门的模拟房间

中使用。 

VR 和 AR 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有助于培养学生跨学科学习的能力及创新能力。研究表明，

VR 和 AR 能对课堂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自信，获得学习的满

足感。阿马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将 AR 元素融入到英语课程中，发现 AR 材料对学生学习词汇有

很大的帮助。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将 VR 融入教育计划中，为地理位置不同的学生

提供模拟校园的体验，以方便小组讨论和和网络学习。 

（2）创客空间提升高阶思维 

创客空间是指在社区或教育机构中非正式工作区间，人们因爱好而聚集，以协作或自主的

方式创建模型和产品的空间。创客空间的主要目的是为用户提供一个自我导向活动的场所，激

发好奇心，培养创造热情，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在创客空间中，通过参与产品的设计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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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提升问题解决能力和高阶思维。 

在创客空间如何促进主动学习、创新创造及跨学科方法的推广方面，美国“高校创客联盟”

提出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创建并完善创客教育的定义及标准；分享创客教育的成功实践；推进

校企合作，促进职业探索、扩大创客渠道；加强校际联系，提高公众创客文化意识。在创客空

间设计方面，凯斯西储大学认为创客空间由社区空间、构思空间、原型空间、制造空间、开放

的工作空间、创业资源空间和培养空间七层构成。创客文化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及动手能力

的同时，将 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教学范围不断延伸，文科

院校也意识到了创客教学的价值。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创客能力的培养在教育中的重大意义，

未来在招生标准和学位授予上，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3 长期（4～5 年）广泛应用的技术 

（1）情感计算识别在线学习情绪 

情感计算指通过机器编程认识、解释、加工及模拟人类情绪的技术，其最终目的是改善技

术，创造在特定情境中做出情绪反应的机器，以满足人们微妙的沟通需求。 

高等教育对情感计算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领域：情感检测和机器模拟情绪。两者都需要利

用手势技术和语音技术来解释人类行为，前者能使人体与数字资源进行交互，进而控制屏幕显

示的内容；后者需要将单词或短语转换成机器可阅读的程序，进而转化成机器执行的语音命令。

麻省理工学院情感计算小组（Affective Computting Group，ACG）正在致力于情绪检测的研究，

如在日常生活情景中自动识别压力，或利用可穿戴式传感器和智能手机来诊断抑郁症，并提出

具体的治疗方案。测试结果显示，计算机可以像人一样精确地感知情绪。 

情感计算在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潜在应用是在线学习。希腊马其顿大学的“体现会话代理

（Embodied Conversational Agent，ECA）”在在线学习环境中，以适当的面部表情、声调、善解

人意的演讲形式，为学生提供情感反馈。研究表明，当 ECA 的行为与学习者的情绪一致时，学

生会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2）机器人技术助力学生学习 

机器人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们将机器人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理念越来越现实。今天的机

器人不仅在外形上更接近于人，而且可以执行一系列复杂的任务，还可以在实践中学习新技能。

目前，机器人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如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扫地机器人

等。虽然机器人技术还未在高等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它的潜在应用已经得到了引导，尤其

在医学领域，如将机器人与软件系统连接，模拟多种疾病的症状，以便医学专业的学生练习手

术流程。另外机器人能够对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的儿童进行

语言训练，促进其交流能力的提升。机器人技术应用于高等教育的趋势不可阻挡，必然推动高

等教育的革新与发展。 

三 “互联网+”时代高等教育技术应用的新趋势 

1 影响高校技术应用的短期趋势 

（1）日益关注学习测量 

学习测量是指通过信息化工具与方法记录学习者知识和技能准备过程、学习过程、学习结

果产生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判断的过程[2]。在线学习环境中学生产生的海量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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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同时，学习管理系统（如 Blackboard、Moodle）的广泛

使用，使获取学习时间、课程进度、课程参与度等一系列信息更为便捷。 

学习测量技术在高校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既可以将数据技术和信息可视化结合起来，

为学生提供可视化学习信息，促使其批判性地思考学习进度和学习目标；也可以通过使用仪表

盘，对课程活动的数据进行追踪，在告知学生学习进步的同时，帮助教师改进教学。 

（2）增加混合学习的设计混合式学习将在线学习与面对面学习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衔接

的学习体验，在培养学生自主和协作学习能力的同时[3]，打通了师生交流的通道。高校增加在线

学习的机会，不仅降低了学习者的经济负担，而且平衡了学习者工作与学习的关系。目前，高

等教育中混合式学习形式主要有虚拟实验室、翻转课堂、在线学习和课堂教学的整合等。 

推进混合式学习需要提升混合课程设计能力，而学校领导的专业发展是促成优质混合课程

设计的重要因素。另外，优质混合课程的创建需要政策的支持。高校需要制定政策，为学术人

员提供额外的学习机会、支持课程设计、技术评估等，同时鼓励教师采用全面的方法，结合促

进学习产出技术，对课程进行设计。 

2 影响高校技术决策的中期趋势 

（1）重新设计学习空间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迫使很多专家开始思考如何重新设计学习空间，以推动学生的弹

性学习、主动学习及协作学习。重新设计学习空间不仅要关注实体环境，也要关注在线学习环

境。美国普渡大学创建了一个灵活的学习区域，可以同时为在校学生和远程学生提供服务。实

体和虚拟学习空间的整合，为混合式学习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如“并步学习”指面对面学

习、在线异步学习和在线同步交流的整合，其主要优势在于不同地方的学生可以同时参与课堂

学习。“并步学习”要求实体课堂的设计能够让学生在面对面交流与虚拟交流之间进行无缝切换。

学习空间的建设和评估，需要遵循高校通用原则并进行整体规划——一般采用分层模型，最底

层是物理空间设计，中间层是思想碰撞的空间，最顶层则是能够培育创新创造能力的组织结构。 

（2）转向深度学习的路径 

学生通过参与批判性思考、问题解决、自主和协作学习等掌握知识的过程称为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和浅层学习存在本质的区别——浅层学习要求学生重述知识，应对评估，通常采用多

项选择题的形式，依靠事实记忆来完成；而深度学习是指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习者批判地学习

新思想和事实，并将它们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在众多思想间进行联系，同时将已有的知识

迁移到新的情境中[4]。从根本上说，深度学习强调教学法的改变，教师的角色从信息发布者转变

为学习指导者，陪同学生开展头脑风暴，构建探究式学习行为。在深度学习中，为保持学生的

学习动机，需要理解课程和真实世界的联系。典型的深度学习方式包括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

挑战的学习、基于探究的学习等。 

3 影响高校技术决策的长期趋势 

（1）推动创新文化 

高校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孵化创新成果的研究性大学，直接影响当地乃

至全球的经济。因此高等教育必须具有灵活的结构，以刺激创造力和企业思维方式的发展。灵

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是当代员工的基本技能，为适应这一市场需求，高校必须积极改进当前

的教学计划，其中加强创新课程的建设是重要举措。加强创新课程的建设不仅能吸引和容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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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学生，而且能培育满足高质量教学标准的教师。在创新文化氛围中，教育者需要掌握支持

交互学习的复杂教学法，在专业发展和参与创业行动中提升自身的创新技能。此外，高校政策

必须支持校企合作，强化课程与真实情境的联系，将新思想转变为产品和服务。 

（2）重新思考大学与研究机构的运作机制 

数字化环境为教育机构之外的学生创造了学习机会，使高等教育变革迫在眉睫。牛津大学

的《2015 高等教育国际趋势》报告强调高校应采取政策措施，引导工作技能的转化，提高教学

质量和经济竞争力。在这一形势下，打破学术孤岛，形成包括学者和问题解决者的跨学科学习

社区是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趋势。此外，随着在线学习环境的进步，新兴的商业模式对高等教

育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如“教育即服务（Education as a Service，EaaS）”模型，将高等教育中

的课程分解，学生可以只选择和支付他们感兴趣的课程。另外，基于能力的教育（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CBE）作为实现高校个性化教学和帮助弱势群体获得学位的有效路径，在高等

教育的变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日益增加的学生数量为教育提供者和非传统认证路径开发者带来了挑战。在这种氛围下，

在线学习、混合式学习和大规模开放性网络课程成为高等教育中的可行性方式。推进高等教育

的变革，需要相关政策和法律的保障，政府和学校层面必须制定政策确保跨学科教学、基于能

力的教育等有效推行。 

四 “互联网+”时代阻碍高等教育技术应用的新挑战 

阻碍高等教育技术应用的挑战可分为可解决的挑战、艰难的挑战和棘手的挑战三类——可

解决的挑战指能够理解也能解决的挑战；艰难的挑战指能够理解，但至今没有解决方案的挑战；

棘手的挑战难度系数最高，不仅在短期内很难解决，而且目前缺乏统一明确的定义。 

1 可解决的挑战 

（1）深度整合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支持随时随地的学习 

移动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了掌上学习的能力，在博物馆、科技馆等非正式学习场所中，以自

我为导向、基于兴趣的学习方式越来越多。这些和学生生活经验相关的学习形式，属于非正式

学习的范畴。非正式学习鼓励学习者追求个人兴趣，进而提高学习参与度。 

推进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混合，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深入思考。首先，高

校在深入思考非正式学习如何适应课程目标的同时，学习者也需要有效地选择非正式学习资源。

其次，促进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混合的最终目的是达到 1+1>2 的效果，而不是简单地将非正

式学习机会进行混合。 

（2）重视培养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全面提高数字素养 

随着信息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普及，传统的读写观念已经向数字观念转变。这一转变引发

了高校如何解决在课程目标和教师培训中的素养问题，即数字素养问题。目前，研究者对数字

素养应包含哪些元素缺乏统一的认识，如美国图书馆协会认为数字素养是使用信息技术去发现、

理解、创造、交流数字信息的能力，需要认知和技术技能[5]；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JISC）将数字素养描述成在数字社会，适应个人生活、学习及

工作的能力。数字素养不是特定技术的清单，而是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及多样社会文化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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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艰难的挑战 

（1）保持教学模式的灵活性，提升国际竞争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教育机构开始寻求新的方法，在保证降低成本的同时，提

供高质量的产品和广泛的学习机会。显然，简单地应用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生成一种新的

模式，在利用工具和服务的同时，使学生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学习中，确保学习质量。替代型教

育模式相继出现，反映了学习者对改革的期待。此外，学校费用的增加以及关于投资回报的问

题，加剧了学习者对新模式的需求。 

慕课作为竞争型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对现有的学分系统和学位制度的破坏作用是不可忽

视的。另外，学习者对基于能力的学位课程的兴趣逐渐提升，这些课程允许学习者灵活、个性

化地进行学位选择。Educause 认为，基于能力的教育依据能力提供学分，并利用在线学习的优

势，为学生节省时间和金钱成本。为了在高等教育的转变中领先，高校领导者需要加强交流与

合作，共同探讨寻求新模式的路径。 

（2）加强教学设计和教师的专业发展，促进个性化学习 

个性化学习是指根据学生不同的需要、兴趣、愿望和文化背景，制定学习策略、解决方案

和干预措施的学习范式。个性化学习的理念由来已久，但是在《2016 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

中作为“艰难的挑战”提出，原因在于支持个性化学习的技术刚刚起步，同时个性化教育产品

产出较少且质量不高。 

当前，许多个性化教育实践可以简单归为技术开发的范畴，而不是对教学框架的改革。在

有效的个性化学习中，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关键，尤其是使用开放性教育资源的能力；同时必须

将工具和课程设计结合起来，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课程理解的过程，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机器指

导。个性化学习对教学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就自适应学习系统中学业内容的权

威性来说，课件难以代替教师，且高危学生仍然需要与同伴及教师进行互动。另外，个性化学

习涉及的隐私问题，也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学习者的数据安全加以保障。 

3 棘手的挑战 

（1）深入探讨技术应用的平衡框架，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移动技术的进步，推进了泛在学习的发展，但学习者必须在有效应用网络和过度依赖网络

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如果在线活动的开展不平衡，技术就会阻碍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而恰

恰是这些批判性思维促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和深度理解。 

技术在刺激学生创造、深度学习、全球意识等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实现技术使用的

平衡，需要深入思考技术和学习的关系。对教育者而言，主要是如何在教学中引进数字工具。

SAMR（Substitution、Augmentation、Modification、Redefinition）模型提供了一个方案，传统的

做法是提供替代性技术（S），替代性技术是技术集成的最基础层次，是直接的工具，没有发生

功能的变化，典型代表是电子书。而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达到重塑（R）层次，即要求教育者将学

习材料与数字工具进行整合，重新定义，并创造出新的学习任务。 

（2）重新设计教育系统，提供适应职业需求的本科学历 

研究表明，25 岁以下的年轻人比其他年龄组的失业率高一倍以上，本科学历不再是获得满

意工作的保障。对此，高校领导者逐渐认识到高等教育技能的缺失，并积极推进改革，应对挑

战，当前最普遍的做法是职业教育和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VET）。虽然职业



Vol.26 No.12 2016 

37 

教育存在广泛的经济效益，是进入大学的次优选择，但是劳动力市场对来自职业学校的学生并

不看好。在这种环境下，国家和高校领导者需要重新设计教育系统，将正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

育结合起来，为学生提供更有价值的本科学历，为未来更具竞争优势的职业生涯做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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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act: The American New Media Consortium(NMC) Horizon Report has adopted the method of Delphi to discuss 

the six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at ma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next five years. The 

trends and challenges affecting the appl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ere analyz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policy, 

leadership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future by 

deeply unscrambling the NMC Horizon Report: 2016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 looking foward to providing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trans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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