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科学与技术
——技术派教师养成记



导论

培养具有创造性和健康个性的终身学习者

焦建利 贾义敏



本讲内容

二、本课程的目标内容及特色

三、怎样学好《学习科学与技术》？

一、为什么要学《学习科学与技术》？



第一节

为什么要学《学习科学与技术》？

转引自Google图片



一、学习能力是人类基本的生存能力

v 信息时代的特点

§ 信息技术广泛应用

§ 知识成为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 适应变化与创新是时代的生命线

本页图片均转引自百度图片

Did you know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需要不断地、

随时随地的、深入广泛的、快速高效的学习。那

种依靠在学校时学到的知识就可以应付一切而受

用终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Neil L. Rudenstine ,26th Harvard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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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在争论着这样一个问题：学校

应该教什么？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应

当是两个科目——学会怎样学习和学会

怎样思考。
-----Willard Dagget,  Direcator of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eadership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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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能力是人类的基本的生存能力

“未来的文盲
是那些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

《学会生存》中指出：

可见，在当今世界中，个体的学习能力已成为一
项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信息爆炸

全球知识创新的时代背景

信息过载

群体性孤独
阅读肤浅化

知识大迁移

移动互联



信息爆炸

全球知识创新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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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过载

全球知识创新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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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

全球知识创新的时代背景



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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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肤浅化

全球知识创新的时代背景



p读图时代，人们不愿意阅读文字

p视频比图片受欢迎，

p图片比文字更受欢迎

p短篇比长篇更受欢迎

p所以，微课流行，抖音流行



文字成了图片的附庸，或者点缀



4. 幼盲 陈庆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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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读图时代到来后，一夜之间，

p人类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低智力时期，

p如同心理学家武志红所描绘的“巨婴”一样，

p我们的身体是成人，智力却是婴儿。

p读图时代，我们怎样才能深度思考？



读图时代的来临

1. 图片、影像要远比文字生动、有趣

2. 电子屏幕化的阅读增强了读者的视觉体验

3. 读图节省了人们的阅读时间

4. 移动终端的普及加速了读图时代的来临



知识大迁移

全球知识创新的时代背景



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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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记住那些

p事实性的、冷冰冰的、死的知识

p人们更愿意记住那些有温度的知识

p我们进入了一个知识大迁移的时代！



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



到底是什么知识从人的头脑中迁徙到电脑和云端去了？

人的知识外包，我们进入一种群体性无知

这对我们学校和教育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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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变革我们的学习！



二、学习科学研究发展迅猛

v对学习的研究是当今世界多学科交叉的前沿课题，

近半个世纪来已取得大量重要的成果。

v但很多成果尚未引入高校教学理论与实践中来，致

使目前大学教学方式还比较落后，学习效率不高，

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学习科学研究的兴起

v 上世纪后半叶，学习科学综合了认知科学、心理学、教育学、人类

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生物科学、管理学与社会文化等学科的研究

成果，逐渐形成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v 研究各种环境（正规学习、非正规学习）下学习的认知过程和社会

过程，以期更好的理解人是如何学习的，为学习与教学提供科学的

理论依据。



人是如何学习的？



[例1]专家与新手在认知的差别

对棋局的记忆
—— “组块”原理

对肺部X光片的观察



例2 对智力的新认识

斯皮尔曼----智力二因素说

卡特尔------定型和不定型智力说

瑟斯顿------群因素说

吉尔福特---智力结构说

人类智力的理论
（80年代前）

人类智力的理论
（80年代后）
塞西--------领域独特性

斯腾伯格---三元智力说

戈尔曼-----情感智力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



国内外对于学习科学的研究现状

v199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
和美国教育部基金资助项
目，以原有的学习研究为
基础，对人类有关学习的
科研成果及其教育应用进
行研究。



v2005年，《剑桥学习科学手册》出版

v对上世纪90年代后
新型学习科学环境
下的学习研究进行
了梳理和总结



国内学习科学研究新进展

2006

2005
2002

东南大学
学习科学研究中心

中科院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

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未来

你的学习和生活

将会在哪里？



三、信息技术支持的教育变革

网络技术已经洞开教育大门，

在开放教育世界，在终身学习时

代，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向其他任

何人学习我们想学习的几乎任何

东西！

转引自Google图片



起源：MIT OCW

“开放式课程在这个以市场为重心的世

界中看起来似乎与众人的直觉相违背，它

和目前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但其实这正和

我们所相信的、对麻省理工学院最好的价

值观相符合。这是创新的做法。这传达了

我们对提升教育做法的信念---持续的扩张

信息提供的管道，并且启发他人的加入。” 查尔斯.M.威斯特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

转引自Google图片



发展：MOOCs兴起

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是开放教

育世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是

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中正在迅猛

发展的新生事物。
转引自Google图片





第二节：

本课程的目标、内容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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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信息时代的降临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而且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

v 当前不仅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善高校的办学

条件和学习环境，更重要的是必须更新广大师生的

学习观念与学习模式。

课程定位



课程目标与教育理念

更新学习观念、提升学习能力

教育理念

学会
自主学习

学会与不同
专业背景
的人在

交流与协作
中学习

学会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
高效地学习

学会在
研究和创造

中学习



目标结构

在体验中理解基本知识！ 修炼学习技能！

学习体验

学习科学 学习技术

真实情境

课程目标与教育理念



课程内容



课程教材



课程资源： 《学习科学与技术》网络课程



课程学习平台

发布

学习任务

与

学习资源

选课密码：507



第三节：

怎样学好《学习科学与技术》课程？

转引自Google图片



一、《学习科学与技术》课程的教师团队

贾义敏 马凡 张聚焦建利



第一阶段：更新学习观念，了解本课程学习的特点、要求，创建个人学
习环境，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

第四阶段：在交流、总结、反思、评价考核中修炼学习技术及其方法论基础，充
实和完善个人、小组、班级的学习主页和学习资源库，写出课程论文。

第三阶段：分专题进行自主学习与团队研究性学习，了解学习科学的新进展，
理解和掌握学习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联系实际应用学习科学的成果
改造自身的学习和大学的教学活动，掌握在大学课堂中研究学习科学的方法；

第二阶段：了解和初步掌握学习的基本技能，选择研究课题并组建学习团队；

二、课程教学环节



三、课程评价方式

v 平时成绩 50%

§ 个人平时作业 （20分）

§ 团队研究性学习作业 （20分）

§ 网络学习及课堂学习参与（10分）

爱课网《学习科学与技术》学习笔记

励儒云课程讨论区参与

v 期末 闭卷考试 50%



三、课程评价方式

v 平时作业及期末论文要求

1. 请同学们按时提交作业，不接受因网络故障、时间不够

等各种原因而迟交的作业。

2. 请将作业按要求提交至指定的课程平台或网络空间；教

师团队成员个人邮箱、微信等不接收个人提交的作业。

3. 请独自完成各项作业，不得抄袭网络文章或他人作业。

如有发现雷同作业或与网络文章查重率达30%以上，该

项作业记0分，不再另行通知。



四、课程平时要求

v 课堂规则及要求

1. 如确实不能按时到课，请课前请假，开始上课后不接

受任何理由请假！

2. 事假、病假均以假条为准，不接受微信、短信请假！

3. 课堂不点名，但会通过提问、课堂测试等方式了解出

勤情况，如发现未请假、未到课者，按旷课处理。

4. 在无请假前提下旷课3次以上者，不能参加课程成绩

评定。



本次课程作业

1、注册 爱课网课程平台，实名注册

2、自学爱课网《学习科学与技术》课程第七章

第四节，根据教材内容，自选一章学习，并

制作该章思维导图。

转引自百度图片



今天你如果不生活在未来，
那么，明天你将生活在过去！

——彼得· 伊利亚德

（澳大利亚.未来学会主席）

转引自
百度图片



第一周课程作业

p信息时代变革学习与变革技术哪个更重要？

p未来学习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转引自Google图片

请思考，将你的观点发布到 励儒课程平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