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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 2004 年美国新媒体联盟每年发布一个地平线报告，以预测影响全球高等教育领
域的新兴技术，已逐渐在全球产生了重要影响。2014 地平线报告阐述了高等教育领域技术采用的
近期、中期和远期趋势，以及阻碍技术采用的重要挑战和将会进入教育主流应用的新兴技术。文章
通过对地平线报告的深层次解读，分析了新兴技术在教学、学习和研究探索中的应用以及技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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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transform higher education with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NMC Horizon Ｒeport 2014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

Wang Yunwu，Zhou Jing，Yang Man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Ｒesearch Center of Jiangsu Province，Xuzhou 221009，China

【Abstract】: Since 2004，the New Media Consortium ( NMC)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published a
Horizon Ｒeport annually to predict the impact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of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The report has gradually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world． The 2014 Horizon Ｒeport
describes the immediate，mid-range and long-range trends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pplied in higher
education，an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mpeding higher edu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entering higher education as a part of the mainstream． Through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Horizon Ｒeport，the paper analyzes the emerging technologies applied in teaching，learning，researching
inquiry，and new trends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Last，the paper proposes some measur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higher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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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也为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

力。新兴技术激发了新的教育理念，催生了新的教

学环境，将会引发新的教育变革。在新兴技术的推

动下，智慧学习环境应运而生，重新塑造了学校的学

习形态［1］，正在逐步改变着高校的学习、教学、管理。

深入解读和分析地平线报告，不仅可以深入地了解和

把握当前新兴技术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而且能够对

其主要趋势和关键挑战做出判断与预测，从而为透

视和把握信息时代高等教育变革的未来之路提供重

要参考，促使高等教育能够更好地应对新兴技术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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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 地平线报告概述

自从 2004 年，美国新媒体联盟( new media consor-
tium，NEC) 每年发布一个地平线报告( 高等教育版) ，

以预测和描述未来 5 年影响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教

学、学习以及创造性探究的新兴技术。此外，从 2009
年起还增加了基础教育版地平线报告。地平线报告

采用了德尔菲法，首先由获得国际认可的实践者与专

家组成专家组( 《2014 地平线报告( 高等教育版) 》［2］

的专家组由来自 6 大洲 13 个国家的 53 位专家组成) ，

对新兴技术方面的文献进行综述，然后通过讨论、头
脑风暴、投票等方法确定高等教育领域采用技术的关

键趋势、阻碍技术采用的挑战、未来 5 年将会采用的

关键技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形成的地平线报告具

有较高的可信度，近年来被翻译为汉语、德语、葡萄

牙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日语，等，逐渐在全球

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4 年 2 月，新媒体联盟发布了《2014 地平线报

告( 高等教育版) 》，阐述了未来 5 年内高等教育领域

加速采用技术的6 个关键趋势、阻碍技术采用的 6 个

重要挑战以及未来 5 年采用的关键技术。地平线报

告的关键趋势和重要挑战内容是技术影响性的反映，

它们反映了我们的交流方式、信息获取、学习互动和

社会交际的转变［3］。
《2014 地平线报告( 高等教育版) 》相对以往的地

平线报告而言，对促进高等教育领域技术采用的关键

趋势和阻碍技术采用的重要挑战，进行了更详细的阐

释。6 个关键趋势按照影响时间划分为近期趋势、中
期趋势和远期趋势; 6 个重要挑战按照是否容易解决

划分为可解决的挑战、困难的挑战和严峻的挑战，并

首次采用了欧盟委员会开发的 Up-Scaling 创新课堂

( creative classrooms，CCＲ) 项目框架来确定这些关键

趋势与重要挑战对教育技术政策、领导力和教学实

践的影响。

2 新兴技术是推动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

每年的地平线报告都预测高等教育领域未来 5
年采纳的新兴关键技术，2004 年至 2014 年地平线报

告预测的高等教育领域未来五年采纳的新兴技术( 如

表 1 所示) 。2014 地平线报告首次提出高等教育领

域将会采纳的 3 种新兴技术: 翻转课堂、量化自我、虚
拟助手。在以往地平线报告中多次提出“学习分析、
3D 打印、游戏和游戏化”，其中，4 次提出“学习分析”
( 2014，2013，2012，2011 地平线报告) ，2 次提出“3D 打

印”( 2014，2013 地平线报告) ，7 次提出“游戏和游戏化”
( 2014，2013，2012，2011，2007，2006，2005 地平线报告)。

表 1 地平线报告预测的高等教育领域未来 5 年采纳的新兴技术

年 份 未来 1 年采纳的技术 未来 2-3 年采纳的技术 未来 4-5 年采纳的技术

2014 地平线报告 翻转课堂、学习分析 3D 打印、游戏和游戏化 量化自我、虚拟助手

2013 地平线报告 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 MOOC) 、
平板电脑

游戏和游戏化、学习分析 3D 打印技术、可穿戴技术

2012 地平线报告 移动应用、平板电脑 基于游戏的学习、学习分析技术 基于手势的计算、物联网

2011 地平线报告 电子教材、移动终端 增强现实、游戏化学习 基于手势的计算、学习分析

2010 地平线报告 移动计算、开放内容 电子教材、简单的增强现实 基于手势的计算、数据可视化分析

2009 地平线报告 移动终端、云计算 地理定位、个人互联网 语义感知应用程序、智能对象

2008 地平线报告 草根视频、协作网站 移动宽带、数据混搭 集体智慧、社会操作系统

2007 地平线报告 用户创建内容、社会网络 手机、虚拟世界 新型出版形式、大型多人在线教育
游戏

2006 地平线报告 社会性计算、个人广播 手机、教育游戏 增强现实和视觉增强、情景感知环
境和设备

2005 地平线报告 拓展学习、泛在无线网络 智能搜索、教育游戏 社会性网络和知识网络、情景感知
计算和增强现实

2004 地平线报告 学习对象、可缩放矢量图形 快速原型、多模式接口 情景感知计算、知识网络

地平线报告是典型的预测报告。既然是预测，就

意味着这些新兴技术具有被高等教育领域采纳的极

大可能性，但是也不一定完全被采纳，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教育领域普遍采用新兴技术的时间具有不

确定性，教育领域将会采用哪些新兴技术具有不确

定性。例如: 2004 年至 2014 年，11 个地平线报告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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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出教育领域将会采纳“游戏和游戏化”。但是，至

今“游戏和游戏化”并未被高等教育领域采纳，教育游

戏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还是非常有限。地平线

报告预测的新兴技术，对于促进新兴技术在教育领

域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新兴技术一旦问

世，很快就会被应用到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农业生

产、医疗卫生、工业制造等各个相关领域，但是对教

育领域的影响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教育领域是

新兴技术应用的最后壁垒。然而，新兴技术能够引

领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变革，促进教师资源配置与在职

教师培养模式变革，触发网络教学模式与在线学习方

式变革［4］。技术对教育变革的影响往往相当漫长，

但是智慧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极其迅速，教育领域很快

接纳了“智慧”这个词汇，“智慧校园、智慧教室、智慧学

习环境”等给人们带来一种智能化程度极高的用户

体验，使人们最大限度地享用技术发展的成果［5］。新

兴技术逐渐变革着教育，成为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

力量。

3 新兴技术创新教学、学习和研究探索

3． 1 翻转课堂颠覆传统课堂教学

未来一年内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将在高等教育领

域广泛采用。翻转课堂是一种新出现的课堂教学组

织形式，起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林地公园高中

的 Jon Bergmann 和 Aaron Sam 这两位化学教师，他们

将结合实时讲解和 PPT 演示的视频上传到网络而引

起众人关注。到 2011 年，由于萨尔曼·可汗( Salman
Khan) 和他创立的可汗学院( Khan Academy) 的里程

碑式推动作用，翻转课堂开始为众多教师所熟知，并

成为全球教育界关注的教学模式，未来一年翻转课

堂将会被高等教育广泛采纳。
很多新兴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趋势大多是首先

在高等教育中得到应用，进而推广到中小学，然而翻

转课堂却恰恰相反。翻转课堂是一种将课内与课外

的学习活动颠倒的教学模式，其实质是颠倒了学习

内容传递与内化的顺序［6］。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重

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学生课下观看视频学习，课

上与同伴、教师交流，实现知识传授与知识内化的颠

倒。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课后完成自主学习，

在课堂上专注于与教师交流，获得知识更深层次的

理解。
翻转课堂改变了传统课堂的教学结构，由“教师

讲授-学生倾听”变成了“学生主讲-同伴讨论-教师辅

导”，教师的角色由“主讲讲师”变成了“课堂辅导者、
学生讨论活动的组织者”。翻转课堂改变了学生的学

习方式，由“被动接受式学习”变成了“主动探究式学

习”，学生的角色由“被动倾听者”变成了“主动探索者、
主动展示者”，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参与度。翻转课堂

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节奏，更有利于实

现个性化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自
主探究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探究新

知的欲望。
3． 2 学习分析使未来的学习、教学和管理精准化

学习分析在高等教育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将

会在全世界掀起学习分析的研究热潮。学习分析在

教育领域是一个研究新热点，是“大数据”在教育领

域中的应用，学习分析将在未来一年内对高等教育领

域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各类技术对于移动通信和在

线学习的促进，学习分析已逐步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首届“学习分析和知识国际会议”上，与会者

一致认为: 学习分析技术是测量、收集、分析和报告有

关学生及其学习环境的数据，用以理解和优化学习

及其产生的环境的技术。学习分析技术有助于发挥

学习过程数据的价值，使数据成为审慎决策、过程优

化的重要依据［7］。学习分析技术是对学生生成的海

量数据的解释和分析，以评估学生的学术进展，预测

未来的表现，并发现潜在的问题［8］。学习分析的核心

工作是深度挖掘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情况，为教

师和学习者提供课程调整的分析数据依据，为管理

者和教育机构提供决策制定的数据依据。学习分析

的结果将会对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网络学习环境设计、
教学管理和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将会对高等教育的

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国外许多大学积极开展学习分析技术研究，开发

学习分析工具以精确追踪和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行为

数据，判断学习者对网络课程的适应力、对课程内容

的理解力和学习成效，从而做出相应的预测和干预。
学习分析不仅有利于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而且有利

于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师通过对学生学习产生

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利用实时和基于数据决策的工

具，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改进学习服务。通过

学习分析，学生可以及时发现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了

解自己的学习轨迹，有针对性的突破学习难点和学

习重点，从而改善学习效果。通过学习分析，教师可

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

行预测和干预，有针对性地编排教学资源，从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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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通过学习分析，教育管理者可以及时了解

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情况，实时调整管理政策和措

施。大数据支持的学习分析技术，将会使未来学习、
教学和管理精准化。
3． 3 3D 打印技术推动教学创新

3D 打印技术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材料、
费用等方面的限制，这项技术近几年才受到人们的青

睐，相继利用 3D 技术打印了汽车、比基尼、飞机、人造

肝脏、金属手枪，等。3D 打印技术是一种快速成型技

术，以数字设计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塑料等可

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3D 打

印技术为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将引发制造

业的革命。
随着 3D 打印机和材料价格的下降，这项技术逐

渐受到教育领域的青睐，将会促进教学和学习创新，

为研究探索带来契机。教师和学生可以将自己设计

的数字化模型、艺术品、教具等，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

印出实物，提供了探索真实实物的机会。3D 打印技

术在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工程和设计等课中具

有广泛的应用，高等教育领域引入 3D 打印技术，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参与能力，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造力。2013 年，美国麻省理

工大学在 TED2013 大会上发布 4D 打印技术，通过软

件设定模型和时间，变形材料会在设定的时间内变

形为所需的形状［9］。4D 打印技术颠覆了对打印的

传统认识，打印不再是创造过程的终结，而仅仅是一

条路径，打印出的产品可以进化，使得产品具有智慧

的属性。这项技术也将会激发教育中的很多创新，

可以设计出具有自我修复功能的产品。
3． 4 游戏和游戏化激发学习兴趣和创造力

游戏和游戏化对教育的影响一直受到地平线报

告的重点关注，在 11 个地平线报告中 7 次预测了教

育领域将会采纳教育游戏。当前，随着数字娱乐产

业的激增，越来越多的教育游戏产品逐渐进入教育

领域，对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移动技

术的发展，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游戏和

游戏化的概念将通过大量移动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

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

造力。
教育类游戏已被证明能够促进批判性思维、创造

性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这三种技能的发展，而这些技

能能够帮助解决复杂的社会和环境问题［2］。教育游

戏是典型的“双刃剑”，利用好教育游戏能够促进教师

教学和学生学习，学生沉迷于教育游戏则具有非常大

的危害性。教师和家长对教育游戏具有极大的恐惧

心理，担心学生沉迷于教育游戏。这也是尽管地平线

报告多次预测高等教育领域将会采纳教育游戏，但

是至今教育游戏在高等教育领域并未有广泛应用的

重要原因。高等教育领域在大力推广游戏和游戏化

理念时，需要严格把握教育游戏的质量，严防低俗游

戏污染校园文化环境，应选择科学性、教育性、艺术性

强的游戏，使学生在愉悦的游戏化环境中学习新知

提升技能。
3． 5 量化自我帮助实现自我提升

目前，量化自我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较

多的应用，人们可以通过手表、手环和项链等可穿戴

设备自动收集数据，管理自己的健康、睡眠周期和饮

食习惯，等。量化自我将会对健康业产生重要影响，也

将逐步应用到教育领域。量化自我技术通过移动应

用程序、可穿戴设备和基于云的服务等方式收集数

据，将会使自己更了解自己。量化自我技术通过自我

追踪，分析收集到的量化数据，使自己提高自我意识。
这将会使个性化学习进一步延展，为个性化学习资

源的设计和策略的制定提供可参考的依据。量化自

我可以追踪和测量自身行为和活动，在正式的教室

情境收集与自身或研究课题相关的数据，为学习、教
学和研究探索提供支持。量化分析将会为研究探索

提供新途径，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成绩、阅
读习惯等与生活方式的关系，以改变学习环境，提高

学习效果。
目前，量化自我尚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可穿戴设

备的价格非常昂贵与稀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很少。但是，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未来 4 到 5 年

内开发出更实惠的量化自我技术将会加速这一技术

在教育中的运用，学生通过佩戴设备收集学习过程

中的数据，自动分析自己的学习情况。
3． 6 虚拟助手提升学习和工作绩效

虚拟助手采用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程序为

人们大范围内的日常活动提供支持。随着语音识别

和基于手势技术的发展，在工程、计算机科学以及生

物识别技术的频谱接口的基础上出现了虚拟助手的

概念。通过虚拟助手可以与智能设备进行逼真的对

话，控制智能设备的功能，与智能设备实现互动。虚

拟助手在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等智能设备中已经有了

初步的应用，这种新兴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具有

较大的潜力，将会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虚拟帮助，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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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带来全新的学习体验。
目前，虚拟助手已经初步应用于健康领域。例如:

2014 年底，智能解决方案 Nuance 通信公司将推出一

款名为 Florence 的智能虚拟助手，能够听从医生发布

的用药、操作医疗器械等诊断程序命令，从而减轻医

生的工作量［2］。虚拟助手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

应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虚拟助手的用户界面将会以

非常强的准确性来识别和翻译人类语言及情绪，成为

学习、教学和管理的有力助手，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

习和工作绩效。

4 高等教育技术采用呈现新趋势

4． 1 近期趋势: 社交媒体日益普及，整合在线学习、

混合式学习和协作学习

未来 1 至 2 年，社交媒体将会日益普及。近年来，

社交媒体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交流信息、表达思想、
共享资源、呈现信息以及判断内容质量和价值的方

式，构建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社交媒体带来内

容的公众性可以真正体现大众集体智慧。社交媒体

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进入教育领域，社交媒体的应

用可以增加学生认知、获取知识的途径，弥补课堂获

取知识的不足，拓展更多的学习资源。
未来 1 至 2 年，在线学习、混合式学习和协作学

习将会成为主要的教育范式。新兴技术的发展将会

改变传统的教育范式，传统的教育范式已不能满足网

络环境下的知识传授和学习需求。网络环境下的在

线学习与各类课程的整合，将课程内容变得更加生

动、灵活，也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线学

习与传统课堂学习整合而成的混合式学习情境，更

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创新思维，提供更多创新性活动

以便学习者参与。在线学习支持的线上讨论区、学习

空间等新型学习工具充分激发了学习者的协作意识，

学习者运用新型的学习工具可以针对相关课程进行

交流与学习，从而提高学习者的协作能力。
4． 2 中期趋势: 基于数据学习与评价的兴起，学生

从消费者转变为创造者

未来 3 至 5 年，基于数据的学习与评价将会逐步

应用到教育领域。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在学习、
教学和管理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充分挖掘这

些数据的价值，使得学习、教学和管理服务成为新的

研究热点。学习分析学正在悄然兴起，统计和数据挖

掘工具，可以帮助学生实现个性化学习，教学更具有

针对性，从而拥有更高的管理绩效。随着基于数据学

习与评价的兴起，大量的自适应软件将会涌现，学习

者可方便、快捷地选择合适的学习路径，从而提高学

习绩效。
未来 3 至 5 年，学生会逐渐实现从消费者到创造

者的转变。当前学生主要是学习内容、学习资源的消

费者，严重缺乏创新能力与创新激情。学生实现从消

费者到创造者的转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不断地被付诸实践，

真正实现创新型人才培养。
4． 3 远期趋势: 应对变革的敏捷方法，在线学习的

演化

未来 5 年以后，应对变革的敏捷方法将会逐渐影

响高等教育。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兴技术，高等教育的

发展面临着多样化的变革需求。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是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重要区别之一，高等教育需

要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创新的方法和项目，创造创新的

环境与氛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实践

能力，让创新成为一种常态，成为一种习惯。
未来 5 年以后，在线学习将会进一步演化。随着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在网络支持下的在线教育的

流行，在线学习早已被各大高校视为辅助传统面对面

课堂教学的一种新的学习模式。高等教育机构正在

试图开发各种在线课程来支持学习者的在线学习，维

持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随着在线教育的日

益流行，社会教育机构开发的在线学习课程的快速

发展使在线教育逐步商业化，这对在线教育的支持

环境提出了更高的数字化要求。更强的交互功能、更
智能的自适应服务功能成了在线学习的最新发展趋

势，以满足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个性化学习和对知

识更深层次的理解需求。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在线学

习对大学课堂教学的支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根

深蒂固，但是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演化，学习者对在

线学习能够提供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传统意义上

的在线学习模式已不能满足学习者复杂的、大量的学

习需求。现在的在线学习对交互和自适应的强烈的

要求，促进了新兴技术在在线学习中的运用，这也是

对在线学习课程资源的设计实践提出的要求。

5 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对策

5． 1 高等教育需要克服的重要挑战

2014 地平线报告提出阻碍高等教育技术采用的

重要挑战: 可解决的挑战是“教师数字媒介素养不高、
缺乏对教学的激励机制”，困难的挑战是“来自新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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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念与方法的竞争、教学创新的推广”，严峻的挑战

是“扩大教育规模、保持教育的适切性”。为促进新

兴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克服

这些重要挑战。
5． 1． 1 提升教师的数字媒介素养，建立教学的激励

机制 数字媒介素养是运用数字化工具和数字化思

维整合、创造、传播、交流、处理、分析、评估和管理信

息的能力。随着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媒介素养

逐渐成为高校教师和学生必备的专业素养，是教师和

学生应该掌握的关键技能。当前，亟待普遍提高教师

和学生的数字媒介素养，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教与学。
教师和学生具备较高的数字媒介素养，有助于推动

新兴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促进海量的数字化资源

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更好地发挥教育信息化的功

能与效益。
由于高等教育评价指标的导向，高校的地位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教授的任职

资格评价更注重研究成果而不是教学经验。学术界

普遍认为研究成果比教师的天赋和技能更重要，这

使得教师缺乏有效的教学实践，缺乏教学信心，不愿

意更新和实践教学方法，继续沿用过时的教学方法

和教学风格。教师在“高竞争性”、“研究密集型”的

环境中工作，教学价值得不到应有的认可。于是“重

学术而轻教学”的大学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大学普遍存

在的问题，教师的本职任务和技能没有在大学中得

到应有的重视。这使得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大

打折扣，阻碍了新兴教学理念、新兴技术在高等教育

中的应用。高校亟需建立教学的激励机制，激励教师

重视教学，使教师回归教学本位。
5． 1． 2 采用新兴教育理念与方法，推广教学创新

近年来，“慕课”( MOOCs)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 SPOC)、翻转课堂、联通主义、学习分析、智慧教育、智
慧校园等新兴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给传统的高等教育

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提高教育质量和创造学

习机会的方法越来越多。尤其是“慕课”的出现，给学

习者带来了可以通过在线学习获得名牌大学学分和

学位证书的机会，这使传统高等教育出现了生存危机。
但是，“慕课”这一新型的教育实践革新却不尽如人

意，虽然提供大量免费的高质量教学视频资源，但是

通过这些教学视频资源取得最终结业成绩，获得学

分的学习者却很少。尽管如此，“慕课”还是冲击着

传统高等教育，迫使高校更好地融合在线学习和传

统面授教育，积极采用新兴教育理念与方法。

高等教育理应是充满创新的教育，然而长期以来

高校教学中存在创新意识不强，缺少教学创新的激励

机制，机械式学习严重等现象。尽管目前很多高校已

经探索了一些创新实践课程、创新教学模式、创新教

学工具，等，但是教学创新的推广仍然是值得关注的

问题。任何事物都需要在不断创新中获得发展的新

能量，教育也是如此。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学的创

新，新的思想给教学实践带来新的发展血液，教育才

更有发展生命力。目前，高校缺乏对教学实践创新

的推广机制，一些陈旧的思想阻碍了新思维在教育领

域的传播与实践，这同时也阻碍了新工具与新技术的

使用。
5． 1． 3 积极应对教育规模扩大，保持教育适切性

当前，很多国家面临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知识密集

型经济转变，而且人口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一般

来说，受教育的水平与潜在的收入成正比，这激励着

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随着全

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人口的快速增长，高等教育

需要不断扩大自身发展规模以适应这种全球化的变

革。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更多

的大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缩小数字鸿沟，保障教

育质量均衡发展。建设更多的大学、支持在线教育的

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挑战带

给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压力。高等教育规模扩

大与高等教育质量是一对矛盾体，在高等教育规划

扩大的情况下如何保证高等教育质量，成为高校需要

面对的重要挑战。
随着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教育面临着多方面的

变革，教学理念、学习理念、管理理念、教学方式、学习

方式、管理方式、教学资源的形态等都在发生着变化，

传统的高等教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高等教育只有

重视新兴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保持高等教育的适

切性，才能使高等教育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在激烈的

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目前，大学的激烈竞争在中国

台湾已经显现端倪，生源不足、办学质量不高、学用严

重脱节的高校将面临倒闭、合并的危机。中国台湾的

大专院校从 1994 年的 130 所，增加到目前的 162 所。
其中，大学从 1994 年的 23 所，增加至如今的 120 所。
大学的录取率，从过去的不到 30%，陡增至如今的

90%以上［10］。
5． 2 变革高等教育政策、领导力和教学实践

新兴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将会创新教

学、学习和研究探索，推动高等教育技术采用呈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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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使高等教育面临着重要挑战，这就需要适时调

整高等教育政策、领导力和教学实践，以应对高等教育

变革。
高等教育政策需要关注以下内容: 第一，提升教

师的媒介素养，建立教学激励机制，鼓励采用新兴教

育理念和方法，大力推广教学创新，采取措施积极应

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所带来的问题，保持教育适切性，

高等教育处于竞争优势地位; 第二，改善信息化基础

设施，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的教育信息化环境，推动翻

转课堂、学习分析、3D 打印技术、游戏和游戏化、量化

自我和虚拟助手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 第三，创设

创新的环境，鼓励合作，鼓励学生以创新的方式进行

讨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创新解

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培育学生的创业能力; 第四，制定

教学激励政策，改变“重学术而轻教学”的现状，倡导

研究型大学“学术与教学并重”，教学型大学“重教学

兼顾学术”; 第五，为教师提供必要的创新工具和培

训，提高教师的数字媒介素养，支持教师创新教与学;

第六，加强社交媒体的安全性监控，做好社交媒体和

学生数据的隐私保护，阻止高等教育中的网络欺凌，

严惩社交网络中的不端行为; 第七，高等教育组织进

行必要的革新，重建学分标准去迎合数字时代对高等

教育适应能力的要求和学生学习需求的变化。
高等教育领导力需要关注以下内容: 第一，充分

利用社交媒体，促进各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沟通; 第二，

将学生看作是创新者而不是消费者，逐步实现创新

过程和实践学习的整合; 第三，教师的角色将会从“主

讲讲师”转变为“课堂辅导者、学生讨论活动的组织

者”，教师作为领导者和指导者的角色日益重要; 第四，

提升教育管理者的教育信息化领导力，创建数字媒介

素养培育的综合课程，支持教师提高数字化技能。
高等教育的教学实践需要关注以下内容: 第一，

在线学习、混合式学习和协作学习将会与面授教学进

一步融合，正在逐步影响课堂的组织方式，多方合作

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将会成为常态; 第二，翻转课堂、
学习分析等新兴技术将会对教与学的实践产生重大

影响，应逐步改变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和管理方式; 第

三，增强教育的适切性，更新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模

式和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社会所需的创新

型人才。
2014 地平线报告描述了高等教育未来几年应用

新兴技术的美好愿景，新兴技术将会对教学、学习和

创新探索产生重要的影响，高等教育将面临新的挑战，

高等教育的生存危机正在悄然来临。然而，目前大

多数高校尚未做好采纳新兴技术，应对新兴技术带

来的各种挑战的准备。新兴技术真正用于高等教育

领域并对全球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产生明显的促进作

用，还需高等教育政策的支持，以及高等教育工作者

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工作者需要精心

设计技术运用方案，科学评价技术运用效果，使新兴

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最大的功能与效益，从而更

好地服务于学习者，培养社会所需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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