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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揖摘要铱 摇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是大学教学创新发展绕不过去的壁垒,大学课堂向何处去? 这是 21 世

纪大学创新发展必须回答的时代难题和攻坚战。 本文对工业文明土壤中产生的传统课堂进行了深刻剖析,对当

代大学改革前沿涌现的课程创新、课堂创新之典型个案进行了深层次评介,揭示了当今世界范围内传统课堂向

高效学堂转型的历史潮流和大趋势。 作者基于对信息时代大学学习方式创新的长期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继承

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与教育智慧,融会东西方大学精神,吸纳当代非线性科学理念与方法论,提出了“太极学

堂冶这一新理念,主张在网络课程与现实课程、学习主体与学习环境的双向建构、“太极运转冶中,使中国大学的

课堂焕发生命活力。 “太极学堂冶以“诚信冶为本,以信息技术和学习科学为两大杠杆,以促进学习方式变革为目

标,是信息时代大学课程与教学创新的孵化器,从中可生长出大学的优秀课程、优秀教师、优秀学生。 本文介绍

了“太极学堂冶工程设计的思路及其在南京大学本科教学创新中的初步探索,提出了“变消费式学习为生产式、
创造式学习冶的构想,提出了“化整为零冶的大学学习评价和网络课程开发之新思路,提出了“零存整取冶的高校

“学分银行冶新模式,形成了 21 世纪大学课堂教学创新发展的一种整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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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教学是大学的基本功能,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是大学水

平最重要的标志。 步入 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创造着日新

月异的学习新时空,使世界各国的大学教学都面临一系列严

峻的时代挑战和创新发展机遇。 面对挑战,各国大学提出了

许多对策,但在大学教学创新发展中,有一个绕不过的壁

垒———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因此,大学课堂向何处去? 已成

为关系到大学未来发展,关系到信息时代师生学习生活质量

乃至前途和命运的一大难题! 为破解这一时代难题,我们深

入挖掘中华传统智慧,吸取西方大学精华,尤其是追踪迅速

发展的当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创造的一系列崭新学习

模式,并努力将这三者整合到 21 世纪大学课堂创新发展的

现实舞台,提出了“太极学堂冶的理念和工程设计思路,并在

南京大学本科课堂教学变革中开展了艰难的实践探索,在此

求教于各位专家和同仁。

课堂———21 世纪教育发展的难点与攻坚战
在当今公众的心目中,大学是高等教育之殿堂,其标志

则是恢弘之大楼,其中的“细胞冶则是宽敞的教室,渊博的教

授们在此向大学生们讲授着高深的知识……
其实,这样的大学(University)形象诞生于西方文化教育

之土壤,脱胎于欧洲中世纪神圣的“教堂冶,教堂之所以被西

方人设计成如此模样,是为了离“天国冶更近,便于接受上帝

之“神谕冶,教堂中的神父则是上帝的代言人……文艺复兴运

动将西方文化、科学、教育从上帝的“天国冶中解放出来,大学

(University)也由此成为追求“宇宙真理冶的自由空间。 两百

多年前,西方工业革命不仅推动了科学向技术的转化,并由

此改造了整个社会,而且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创造了由一位

教师向众多学生传授知识的“班级授课制冶形式,超越了以往

“师徒制冶模式,提高了知识与技能的传播效率。 但西方工业

革命在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形成了工业流水线的生

产模式,使工人成为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冶,产品成为整齐划

一的“标准件冶;与此相应的学校教学模式则是与工业流水线

如出一辙的“三中心冶,即以书本知识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
以课堂讲授灌输为中心。 这种教学模式不仅牢固地统治着

西方的课堂与学校教育,20 世纪以来又广泛地影响和改造了

科举制度所铸就的中国教育,由此造成千人一面的课堂学习

文化,使“班级授课制冶异化为学习者个性和创造性的“屠宰

场冶……
当代迅速兴起的信息技术,成为工业文明之“掘墓人冶。

工业革命延伸、拓展、替代了人的肢体和能量,解放了人的体

力,但生产和整个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却使人的“脑力冶不
堪重负;为解决这一时代困惑,人类创造了以计算机和互联

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使处理信息的“大脑冶外化,这是一场

以解放人脑为目标的智力革命。 这场革命虽然方兴未艾,但
已经给几乎所有领域都带来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令人遗憾

的是,唯独在教育领域收效甚微。 教育界的专家和教师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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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无动于衷,甚至显得麻木,而具有战略眼光和强烈社会

责任感的 IT 界大师对此不仅敏感,而且焦虑。 在乔布斯去

世前与比尔·盖茨的对话中,教育的未来成为他们共同关注

的焦点之一:“乔布斯问了一些关于教育的问题,盖茨描述了

他对未来学校的设想———学生们自己观看讲座和视频课程,
而课堂时间用来讨论和解决问题。 他们一致认为,迄今为止

计算机对学校影响小得令人吃惊———比对诸如媒体、医药和

法律等其他社会领域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 盖茨说,要改变

这一点,计算机和移动设备必须致力于提供更多个性化的课

程并提供有启发性的反馈。冶“乔布斯还有很多想法和项目要

付诸实施。 他想颠覆教科书产业,为 iPad 开发电子教材和课

程资料,拯救那些背着沉重的书包蹒跚而行的学生的脊柱。冶
“他还想把自己在电脑、音乐播放器和电话方面所做的创新

也应用到电视机上,让他们变得简洁高雅。 ‘我想发明一种

非常简单易用的一体化电视机,爷他告诉我,‘它将可以跟你

所有的电子设备,以及 iPCloud 无缝同步。 用户将无须再摆

弄复杂的 DVD 和有线电视的遥控器。 它将具有你能想象到

的最简单的用户界面。 我终于开始着手做这件事了。爷冶 (沃
尔特·艾萨克森,2011)

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对话应该引起教育专家和整个教

育界的关注和深思:教育担负着传承文明、发展人的潜能之

神圣使命。 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领域,但教育的变革与

发展又总是滞后的,这是一个令社会难以容忍的二律悖反。
20 年前,国际互联网掀起的“数字化生存冶狂飙,开始改

变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当时很多信息技

术的崇拜者曾乐观地预言:电子屏幕上的 e鄄Learning 将会取

代书本学习,计算机将代替教师、颠覆课堂与学校……然而,
e鄄Learning 在大众传媒、医疗卫生、企业培训、军事训练、文化

生活等领域高歌猛进,却在“三中心冶的学校课堂壁垒面前却

步。 尽管学校为师生配置了计算机、架起了互联网、实现了

“校校通冶甚至“班班通冶,但传统学习方式在学校课堂中安

然无恙,学校大量配置的数字化设备被用来使“黑板搬家冶、
“教科书搬家冶,与教师中心主义的课堂讲授一起构成“人灌

+机灌冶,加剧了学习的异化和“非人化冶,学校教育中像瘟疫

一样流行的厌学之风并没有多少好转,而在学校和家庭周围

疯狂生长出的“网吧冶却施展出“电子鸦片冶惊人的魔力……
信息技术“双刃剑冶之负面影响使家长和教师却步……这是

导致在数字化王国中诞生、成长的新一代学生对学校教育不

满的重要原因之一。 (桑新民等,2011)
随着 21 世纪序幕的拉开,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越来越

严峻,其中最严峻的挑战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这两大潮流之汇

聚。 全球化与信息化合流既是当前大学教学危机的时代根

源,又是迫使大学教学在创新发展中寻找出路的强大动力。
目前各种全新的学习工具、学习资源、学习环境、学习模式在

学校课堂之外如雨后春笋,改革课堂教学的各种理论与实践

也不断涌现,呼声越来越高,但却受到以传统课堂教学为核

心的各种现行教育观念、政策、体制的阻碍和束缚。 我们在

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在 20 世纪(以工业文明为背景)的文

化、教育土壤中,不可能直接生长出 21 世纪(信息时代)的学

习文化和教育体系。 (桑新民,2009)当前世界范围的教育改

革,已经深入到围绕两种课堂学习文化展开一场大决战,其
中的难点和攻坚战则是能否超越和彻底改变传统课堂,这是

以“机械化灌输+标准化考试冶 (工业流水线)为特征的课堂

教学模式。 这场攻坚战对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来说,具有更

大的挑战和难度。
今天中国的教育面临很多两难抉择。 思考中国教育战

略必须有一个广阔、高远的视野,我们想在此提出一个四维

参照系。
教育生存发展空间是三维的。 一维是教育发展的外部

环境空间:国家、地域及其文化空间;二维是教育发展的领域

与学科空间,要思考教育与政治、经济等相关领域的关系,与
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从这两个

方面来看,教育始终被挤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被动地在追

随中求生存,始终未能找到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第三个是

教育自身的活动空间和舞台,包括教室、学校、社区、家庭、大
众传媒,现在这个教育空间在不断扩展的同时严重异化。

第四维是时间维。 西方教育战略家在思考 21 世纪学校

教育改革时,鲜明而深刻地揭示出学校课堂改革的本质和难

度在于:能否超越两百多年工业文明之后果,将学习者从课

堂灌输知识的“流水线冶上解放出来,在充满创造活力的学习

新文化中彻底摆脱“标准件冶之厄运。 而中国教育改革不仅

要完成与西方教育改革同样之使命,而且还必须面对和思考

另外两个时间尺度:一个是废除科举 100 多年以来中国教育

一直在跟国外学,学日本、学美国、学德国、学苏联,结果反而

把自己民族优秀的教育文化传统学没了,将此悲剧称之为失

魂落魄的教育文化,绝不是危言耸听;另一个时间尺度是改

革开放 30 年以来中国教育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严重异化。
今天中国的学校文化被激烈的社会竞争和急功近利的价值

导向包围,这更增加了改革课堂教学之难度。 现行学校教育

的评价、管理体系将师生束缚在传统体制的牢笼中。 学生奖

学金之评定、毕业资格、保送研究生资格、就业选拔依据等都

离不开课程学分和考试成绩;而教师的考核、工资奖金发放、
职称晋升,一方面与课堂授课时数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与

承担科研项目、发表论文、获得专利直接相关,这样的指挥棒

导致大学教师不愿意在本科教学上下功夫,更难以在需要付

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课堂教学改革创新上下苦功夫了。
值得庆幸的是,信息化正在打破传统学校课堂教学之多

重壁垒,为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日新月异的时空舞台。 当前

全世界的教育家都在探索和推动 21 世纪学习文化、学校文

化的历史性变革。 教室在改变、学校在改变,学习环境、学习

资源、学习者、师生关系都在改变,各种高效的学习形式正在

世界各地被创造出来。 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攻坚战正是传

统课堂教学模式,出路和希望则在于“课堂冶向“学堂冶 的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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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杠杆冶合力推动“课堂冶向“学堂冶转型
目前,一场学习方式的深刻变革正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

荼地展开,引领和推动这一创新的是两大杠杆:信息技术与

学习科学。
在信息时代学习科学指导下,运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

创造的新时空、新工具、新资源,创造各种“深度学习冶之新模

式,推动传统课堂向学堂转型,这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教育

创新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冶。
引发这场课堂变革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冶,应该追溯到由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和倡导的“开放课件项目冶 (Open
Courseware,简称 OCW)。

2001 年 4 月在一个网络同步播放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韦斯特宣布正式启动与微软研究

院合作的 OCW 项目,计划用十年时间把 MIT 在教学中使用

的两千多门课程制作成网络课件,供全球任何地方的任何学

习者免费使用,其内容涵盖从本科到研究生教育各层次的课

程资源,每一门课程的讲义、教学大纲、阅读书目、作业、教学

法等,以统一风格的界面呈现,并提供搜索和反馈的功能。
韦斯特强调,OCW 并不是一个为了追赶时髦而故意制造出

来的新名词,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互联网时代开放的教育

理念和教育行动。 开放包括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免费供全世

界任何学习者和教学人员使用,无需注册、登记,不收费也不

提供学分和学位;二是以此作为与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学
术机构及其人员进行交流的平台,通过国际交流,MIT 可以

从中获得更多的新思想、新内容和新方法,最终达到发展和

创新 MIT 教育的目的;三是通过 OCW 营造一个全球化的教

学社区,MIT 希望从这一全球性的资源库中获取知识创新的

智慧和力量。 (桑新民,2005)
十年来,OCW 在传统大学课堂和教学体系的重重阻力

中艰难却顽强地生长,其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逐渐显

现,得到越来越多各界人士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发展成为一

场全球性的开放课程风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哈佛耶

鲁公开课冶。
对于十年来“开放课程课件项目冶发展进程中之得失成

败,教育理论研究者似乎还没有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反

思,在此不妨“抛砖引玉冶。
MIT 这一创举,不仅大大拓展了传统课堂教学的时空舞

台,更深刻的变革在于:使大学教学从教授的个体行为(我称

之为小农经济的教学模式)转变为真正的群体合作,促使大

学教授们携手组建起信息时代的教学创新团体,并同技术、
艺术、网络教学设计专家共同组成网络课程资源开发、建设、
管理、服务的团队,不仅减轻了教师的重复性劳动,而且向全

世界的同类课堂宣战,更深层意义是向“机械化灌输+标准化

考试冶为特征、扼杀学生个性和创造性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宣战!
对学生而言,开放网络课程资源的妙处何在? 虽然全世

界的学生都可以免费选学,但有能力独立学懂 MIT 课程的学

生肯定是自学能力强、数字化生存能力强的新一代优秀学

生,这对于真正实现“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冶之诱人“教育

理想冶,对于“把学生成培养成信息时代的全球公民冶之口号

真正落到实处,显然具有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
然而,“开放课件项目冶要想冲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强

大阻力,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困难和阻力来自方方

面面。
首先,要取得教授们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这不仅需要改

变其教学理念和多年形成的备课和授课习惯、教学设计模

式,而且要逐步在传统教学文化中孕育“网络课程冶、“团队

教学冶、“网络学习社区冶、“虚拟与现实结合的交互式学堂冶
等全新的教育理念,建立师生沟通、交流之新时空和新的师

生关系,这又必须突破现行教师评价、教学管理政策、体制,
包括岗位设置、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和工资评定、职称晋升、教
学与科研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的政策、法规及其背后错综复

杂之利益关系……
其次是能否获得大多数学生的接受、参与和适应,这不

仅需要改变他们的学习观念,尤其是习以为常之被动接受灌

输、应付考试之学习心态、习惯,逐步培养“自主学习、团队学

习、研究性学习冶等学习新模式和相应的创造性学习能力,而
且要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激烈竞争和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

与教育环境中,培养他们宁静致远的人格追求和脚踏实地的

行为规范、学习习惯,就必须把理想和现实、理论与实践内在

地统一起来、结合起来,这同样要突破现行考试模式和学生

评价、管理政策、体制,还必须开发出适合学生自主学习和团

队研究性学习的教材、课程资源、网络学习社区和教学平台、
资源库,尤其要改变仅仅适合教师讲授的整齐划一之教室,
将图书馆、联网的计算机教室、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支持服务

体系整合、集成在一起,创建支持手提电脑、平板电脑、智能

手机、交互式电子白板等多种学习终端交互的“无线网络学

习新时空冶,这不仅需要“云计算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持,
更需要新一代学习科学的指导和引领,需要大学教育管理体

系,尤其是以教育信息化为杠杆的数字化教学支持服务体系

的建立和完善……
仅以上这两方面之整合,就已经构成一个极其复杂的教

育改革系统工程,没有足够的资金、大量的人力资源,以及不

断发展的新思想、新技术、新思维,尤其是教育创新政策、体
制的强有力支持,要想健康、顺利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切条件和支持,仅仅依靠教育系统

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获得政府、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强

有力支持和广泛参与,要设立教育创新的“特区冶、“绿色通

道冶,不仅要支持和允许各种教育创新试验,还必须有充分的

耐心,切忌急功近利,不仅要冶奖励成功“,而且要“允许失

败冶……
可喜的是,十多年来,OCW所主导和推动的开放课件项

目,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教育创新发展潮流,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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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了一系列观念和教育理论更新、技术和教育实践创新、
体制和教育评价管理创新,并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形
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冶。 尤其值得欣喜和关注的是,这些教育

改革的创举不仅来自大学的领导者和社会精英,而且获得了

活跃在网络上的学生和年轻教师之青睐和创造性参与,在教

学第一线的“草根冶中破土而出,迅速传播、生长……
在此不妨举三个实例。
其一,同伴互助对等大学 P2PU (Peer 2 Peer Universi鄄

ty,我们更喜欢称之为“网络草根大学冶)及其课程模式的

诞生。
2007 年,在克鲁蒂亚召开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简称 CC 协议)会议上,几个年轻人萌生出

成立一所基于网络的虚拟大学之设想。 其目标是:这所大学

要超越时空、体制局限,让具有共同兴趣的人能够基于开放

资源一起学习;创建让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学习的完全开放

之课程,创建开放学习社区,以同伴互助的方式开展学习,为
学习者提供各种学习支持;探索一种评价机制,能够颁发“草
根冶性质的“证书冶,使得学习者在虚拟大学中的学习和成效

得到他人和“网络学习社群冶的承认。 (贾义敏等,2011)在

P2PU,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课程或参与别人的课程,这
里没有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学习资源全部来自互联网的开放

资源库。 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成功地创造了一套管理、评价、
运营的制度,目前 P2PU 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包括 2 万多名会

员、4 个学院的名副其实的虚拟大学,一所由非教育工作者

自主创建并通过同伴间的互帮互助实现的“草根大学冶,并注

册成为一家正式的非营利组织,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贾义

敏等,2011)
P2PU 的价值在于,它在推进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向真正

意义上的虚拟、开放大学建设前进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目前互联网上的开放教育资源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虽然

丰富,但质量参差不齐、适用对象不明确,令学习者头晕目

眩、难以驾驭。 如何有效、高效地使用这些资源? 这是网络

课程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 这不仅需要根据

不同水平、专业、兴趣的学习者之特点和需要对网络课程资

源进行整理、分类,为不同的学习者提供咨询服务,甚至提供

智能化、推送式服务;而且需要按照学校正规课程和教学管

理的规范编写课程大纲和课程学习计划,并着力探索新的学

习模式、“导学冶模式和网络课程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对课程

参与者进行学习指导、帮助和各种服务。 这实际上需要创建

一整套全新的虚拟大学组织、管理和运行模式。 P2PU 成功

创建了这样一个教育组织,它不仅是基于互联网的“草根冶虚
拟组织,更重要的是其组织架构同传统大学极其相似,但却

又完全是基于网络课程学习者一系列新需求创建的。 如在

P2PU 中,有“学院冶、“学期冶、“课程冶,在一个学期中有同时

开设的在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环境)冶进行同步学习的正

式“课程冶,也有类似“读书会冶、“讨论区冶等进行异步学习的

非正式课程。 在课程中,有组织者、学习者,甚至还有旁听

者。 这样的组织、管理、服务形式给各种不同类型的网络学

习者提供了多元化的指导、帮助和服务,有效地保证了学习

质量和由此建立起来的学习积极性和能够持久保持下去的

学习动力,也提高了开放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更重要的

是,在 CC 协议框架下,学习者在开放教育资源使用过程中不

断产生的新观点、新方法、新经验,立即能在学习社区中迅速

传播、筛选、凝练、共享,丰富了开放教育资源库,由此形成网

络课程在使用的同时,不断积累和提升的“超循环冶建设、发
展机制;同时也培育了开放的网络学习共同体。 跨时空的网

络学习者可以通过“自己擅长什么冶、“对什么感兴趣冶、“你
想学习什么冶等方面来描述自己。 根据兴趣和特长,能者为

师,充当学习者和学习指导、开发者等多种角色,变“消费式

学习冶为“生产式、创造式学习冶,由此获得成就感,并构建起

具有强大生命活力的社会学习网络。 借助 Web2. 0 技术,
P2PU 构建了分布式的知识网络学习型组织,从最初的 Wiki
+ Blog 的平台,发展到现在基于 Drumbeat 的社交性平台。
(贾义敏等,2011)而所有这一切,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创造性、
想象力,构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自组织结构和功能。 这些要

靠传统自上而下集权、行政化的正规大学管理体制,是绝对

无法实现、无法“存活冶的,但在互联网上无所不包的“草根

文化土壤冶中,却根深叶茂、生机勃勃。
这所“草根大学冶的建设发展模式和经验,无疑给传统大

学带来许多启示和挑战:如何让互联网上丰富的学习资源进

入大学正规课堂? 如何让学习者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课程

建设的主人,乃至最终成为学习的主人? 如何设计新的组

织、管理、评价机制,以适应新学习方式的需要? 这些具有鲜

明时代特色的教育创新难题,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管理者、研
究者、政府及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乃至全社会都来认真思考

和解决。
其二,可汗学院(Khan Academy)。
可汗学院是由印度裔美国年轻人萨尔曼·可汗创立的

一家教育性非营利组织,旨在向世界各地的网络学习者提供

免费的高品质学习服务。 目前可汗在线图书馆已经收藏了

2100 多部微型教学视频,包括关于数学、历史、金融、物理、化
学、生物、天文学等科目的内容。 其使命是“加快各年龄学生

的学习速度冶。 可汗学院最大的特色和成功之处,在于应用

微视频和相应的一整套新型组织管理模式,改变传统课程教

学体系,使之更适合于网络课程学习者的特殊性,提高学习

兴趣和效率。 (维基百科,2012)
目前,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网络课程资源都是传统课堂

教学的录制和播放,每节课 50 分钟的课堂教学模式在师生

面对面的传统课堂也需要教师以其渊博的知识、出色的口才

和人格魅力才能征服学生,而教师“不在场冶的网络学堂,对
学生的吸引力和约束力则大不相同了。 新浪网教育频道总

监梅景松介绍到,新浪网自 2010 年 8 月开始推出一个国外

名校公开课精选系列后,在网友中反馈极佳,因此在 2011 年

3 月正式推出了公开课频道。 目前有 3000 多个公开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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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中文字幕翻译的 1500 多个。 除了汇集国外名校公开

课系列、名人演讲系列外,新浪网已经与国内名校开始合作。
经过多方面的调研和探索,梅景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学习

还是需要强迫性的。 公开课更多的是一种具有观赏性的课

程,一个有 23 节课的课程系列,几乎没有人能坚持看到第 5
节。冶 (三联生活周刊,2011)目前许多大学的网上课程只是

把教授上课的过程摄制下来,强调的是“教冶;而可汗的教学

视频,则突出了“学冶的过程。 在对各种网络课程视频资源进

行筛选和加工的过程中,可汗学院逐渐形成了每段视频长度

约十分钟的“微视频冶课程模式,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以由

易到难的进阶方式将相应“微视频课程冶衔接起来,并设计和

配置了相应的练习。 教授者本人不出现在影片中,用的是一

种电子黑板系统。 其网站目前也开发了一种练习系统,记录

了学习者对每一个问题的完整练习记录,教授者参考该记

录,可以很容易得知学习者对哪些观念还不懂。 在传统的学

校课程中,为了配合全班的进度,教师只要求学生跨过一定

的门槛(例如及格)就继续往下教,但若利用类似于可汗学院

的系统,则可以在让学生搞懂每一个未来还要用到的基础观

念之后,再继续往下学,进度类似的学生可以重编在一班。
在美国,某些学校已经采用回家不做功课,看可汗学院影片

代替上课,上学时则是做练习,再由老师或已经懂得的同学

去指导和帮助其他不懂的同学。 可汗学院的探索,开创了信

息时代教育研究和网络课程研究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方向,
这里有大片传统课程、教学、教师很少关注的“处女地冶,值得

教育研究者和教育管理者们反思和借鉴。 比尔·盖茨用“令
人难以置信冶来评价可汗学院的成功:“我和孩子也经常使用

‘可汗学院爷,他是一个先锋,他借助技术手段帮助大众获取

知识、认清自己的位置,这简直引领了一场革命!冶根据 You鄄
Tube 网站的统计,可汗学院的课程比可汗的母校麻省理工学

院制作的免费网上课程还受欢迎。 (百度百科,2011)
其三,翻转的教室和颠倒的课堂。
2007 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落基山的一个山区小镇学校

“林地公园高中冶里,两位教师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展开了挑

战,并将其研究命名为“翻转教室冶。 该校许多学生由于各种

原因时常错过了正常的学校教学活动,导致学习跟不上进

度,该校的乔纳森·伯尔曼( Jonassen Bergmann)和亚伦·萨

姆斯(Aaron Sams)两位老师开始录制应用 PPT 进行的课堂

教学,然后将视频上传到网络,供学生下载,以此帮助课堂缺

席的学生补课。 他们发现,学生对课程视频的理解和内化需

要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于是将教室“翻转冶过来,利用课堂时

间为完成作业或为做实验过程中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
不久,这些在线教学视频被更多的学生接受并广泛传播开

来。 两位老师的实践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经常受邀到美国

全国各地介绍这种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冶的成功使他们获

得“数学和科学教学卓越总统奖冶。 (张跃国等,2012)
美国密西根大峡谷大学数学教师 Robert Talbert 在大学

课堂改革中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同样的思考和尝试。 他认

为学习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 在传

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在课堂里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学生在课

外预习和做作业、吸收和内化知识时,往往会遇到许多问题

和障碍,在最需要得到教师指导和帮助时,教师反而“不在

场冶;他大胆提出:如果将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的环境颠倒过

来,学习的效率是否能大大提高? 他将此命名为“颠倒的课

堂冶,开始进行实践探索,并于 2010 年在 MATLAB 课程创新

探索中取得了成功,有力推动了传统课堂向“学堂冶转型。
(Talbert, 2011)由于“颠倒的课堂冶这一名称不仅生动、形
象,而且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冶,因此备受关注,尤其在受到因

特尔公司学习项目的强力推荐之后,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冶。
(中国教育新闻网,2011)2011 年,比尔·盖茨听了 Salman
Khan 在《用视频改变教育》的演讲中介绍了“颠倒的课堂冶之
后,给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并表示

愿意以基金会的名义支持他。 (Khan,2011)我们在前面所介

绍的盖茨与乔布斯的对话,可能正是受到“颠倒的课堂冶之启

发和影响。
我们认为,“翻转教室冶与“颠倒的课堂冶确实抓住了传

统课堂向“学堂冶转型这一时代潮流,提出了当前深化网络课

程教学创新发展的新思路,但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

端。 其实,网络课程不可能完全脱离开传统课堂,高水平教

授不仅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在毕生的教学实践中对学生学

习、掌握知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点、产生的困惑、成功的学

习路径都了如指掌,并将此总结、提升、设计成为高水平的教

材、教案、教学参考资料和充满人格魅力的课堂教学实践,这
些课堂教学资源不仅极其珍贵,而且包含许多永恒的教育价

值,因而迫切需要运用当代最新的信息技术工具和手段采

集、保留甚至抢救(年迈名师的教学)。
另一方面,“颠倒的课堂冶也是急需花大力气研究和进行

创造性实践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老师和学生不仅都缺乏

经验,而且缺乏理论指导,这不仅因为以往大学教师和教育

研究者对学生在课堂以外的学习活动和学习行为很少研究

和关注,对此知之甚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近 20 年来,日新

月异的信息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时空和越来越开放的

全球化视野。 今天的学生是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生存

环境、学习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儿童与青年人,他们的

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与上一代人存在着

极大的差异,这正是当代世界前沿的教育研究者提出的数字

王国中的“原住民冶和“移民冶 (Native and Immigrant)之间存

在的文化差异和教育冲突之“时代难题冶! 其答案是毋庸置

疑的:教师和家长都必须放下“架子冶,与学生平等对话,在数

字化生存和学习能力方面还要善于向“原住民冶学习,在信息

化的学习殿堂中继往开来,创建能者为师、教学相长的新型

师生关系。 这是“颠倒的课堂冶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时代

背景、教育背景、文化背景,也是将“颠倒的课堂冶之研究引向

深入必须坚持的文化教育心态和思想方法。
更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将以上这两方面的探索很好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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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 从十多年来在大学“学习科学与技术———信息时代

大学生学习能力培养冶这门网络课程之艰难实践探索积累的

经验教训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要想将传统课堂和网络学

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模式融为一体,有两点是必不可

少的:
其一,必须巧妙地应用信息技术和学习科学这两大杠杆

合力撬动,提升传统课堂和网络学堂各自的水平,在二者的

“此消彼长冶中艺术化地从容推动“课堂冶向“学堂冶之历史

转型。
其二,更重要的是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阴一阳之

谓道冶的“太极思维冶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并将其与

西方系统科学前沿的分形、混沌、复杂网络等当代科学理念、
方法论融为一炉,这是 21 世纪中西方文化教育创新发展共

同需要的“中庸之道冶之博大胸怀和方法论。
正是在这样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我们提出了“学习主

体与学习环境双向建构与整体生成学习论冶(桑新民,2009),
提出了“绿色学习冶(G鄄Learning)的理念与学习价值论(桑新

民等,2011),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太极学堂冶的课堂创新

理念与实践模型。

“太极学堂冶的理念与方法论
推动传统大学(包括中小学) “课堂冶向“学堂冶转型,这

是 21 世纪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潮流和大趋势。 其本质和难

度在于:必须超越在西方工业文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近现代

班级授课制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将学习者从课堂灌输知识

的“流水线冶上解放出来,在充满创造活力的学习新文化中彻

底摆脱“标准件冶之厄运。 这显然是一场极其深刻、艰难的教

育改革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冲破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束缚,
而且不能脱离现实教育系统所身处的社会大背景,因此必然

要面对和超越在两百多年西方工业文明土壤中发展起来的

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社会大系统之游戏规则。 由

此引发的传统与变革、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民主与专

制、真理与谬误、道德与功利、平等与效益、美好与丑陋、理想

与现实等一系列观念的冲突与现实之矛盾,充满着极其错综

复杂、此消彼长的博弈。 应对如此复杂的教育改革变局,显
然离不开中华文化传统中独特之智慧———太极思维,同时也

必须追踪和借鉴西方科学、文化、教育系统在同样艰难的时

代变革中创建、发展起来的系统科学、复杂性理论和方法论。
这两种智慧在对话、碰撞中的交融,是 21 世纪人类文明发展

进程中展现出来的一道亮丽之风景线,一幅美轮美奂之“太
极图冶。 这正是我们努力寻求的“太极学堂之道冶的时代背

景、文化背景、理论背景。 但我们的主攻方向是推动传统大

学“课堂冶向“学堂冶转型的道路和规律,这是 21 世纪大学教

育变革、创新之道。 其内涵和结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太极学堂冶的文化精神——— 东西方大学精神的现

代诠释与融汇创新

中国有丰富的学习传统和学堂建设经验、资源,又有极

高的在各种激烈复杂之矛盾冲突中保持平衡,追求中庸、圆
融、和谐之“大智慧冶。 这些在传承中华文明的教育系统中,
已经转化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大学之道、教育之道、学堂之道。

西方大学注重外在自由的创造和追求,而中国知识分子

则更注重内在的修炼和自我超越,这就是以君子之道为目标

的中华大学文化精神,这两者如果能取长补短,融为一炉,则
构成阴阳互补之太极思维,成为学堂所追求的太极之道。 总

之,东西方大学精神的现代诠释与融汇创新,是“太极学堂冶
的灵魂。

这样的学堂精神并非标新立异,而是 100 多年前西学东

渐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教育家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用办学、
创业之心血浇灌出来的现实大学殿堂,形成了中国公众心目

中向往的大学形象和大学之道,并且已被凝练和概括到我国

许多名牌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校训之中。
比如,大家所熟悉的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 学术

自由冶,不仅已经成为海内外众所周知的北大文化精神,更成

为所有北大学子、学者们终生追求的座右铭;清华的校训“自
强不息 厚德载物冶是梁启超先生 1914 年在清华演讲中对

《周易》中顶天立地的君子之道所作的现代诠释,也已经成为

海内外清华学子之心灵家园和道德实践;在此我特别要介绍

南京大学的校训:“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冶,这里浸润和积淀了

丰厚的中华大学文化传统,追求一种在真心诚意中返朴归真

的道德境界、人格追求,这正是中华大学文化中的君子之道、
民族之魂,这样的校训不仅是南大学子、学者心灵深处的理

想追求,而且要落实到励学敦行的学习生活和健康行为之

中,在大学生活和终身学习的人生道路上双向建构,不断认

识自我、超越自我,创建 21 世纪的中华新文化、世界新文明。
我们希望以此作为“太极学堂冶之“游戏规则冶建立和发展的

基础。 因为只有以这样的中华大学文化传统引领和创建 21
世纪“大学教育细胞冶的“学堂冶,中华学子和学者才有可能

成长为 21 世纪的全球公民。
我们在南大本科教育的土壤中创建的“太极学堂冶,希望

首先以“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冶的南大校训为基础,兼容并包,
博采百家之长,吸纳国内各名牌大学文化精神之精华,在现

实和网络上铸造以诚为本的“太极学堂冶文化精神,其内涵可

以概括为以下三句话:以诚为本、兼容并包、与时俱进。
为何首先要倡导以诚为本? 当前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

诚信,最缺乏的也是诚信,大学历来是社会的良心之所在,如
今的大学被严重异化,为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土壤所包围,
大学的学者和学子们要坚守良心的底线也绝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而在互联网和这样的虚拟学堂中,要想健康发展,
显然更需要坚持以诚为本。

今天的社会和大学文化土壤环境中,充斥着各种复杂价

值观念的冲突和博弈,因此必须继承和挖掘中华文化中具有

极大包容性的太极思维、中庸之道才能应对。 作为太极学堂

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太极思维,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即哲学层面、科学层面、教育学层面,由此构成太极学堂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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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思想的哲学理念、科学理念和教育理念。
(二)学堂创建中的“太极思维冶
作为哲学层面的太极学堂理念,除前面已经阐述的一系

列时代精神、文化精神、大学精神之外,还包括从思维方式和

方法论层面指导当前大学教学创新发展的一系列两难抉择

之教育哲学智慧。 其内容丰富多彩、变化无穷,要旨在于如

何把握变中之不变,由此把握课堂变革、创新中的“动态平

衡冶。 在此试分析几个现实难题,亦可称为课堂教学的“太极

思维冶(辩证法):
1)多与少:当前大学的课程与教学迫切需要 “ 裁

军冶———减轻本科生机械学习之沉重负担。 大学课程教学内

容并不是越多越好,教得多不等于学得多,更不等于学生学

到的多;课堂教学和课下的学习和作业都要有空隙,不能挤

得太满,灌输的内容和布置的作业如果超过学生有限的学习

时间和精力,学生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必然穷于应付,学习付

出的精力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且“债多不愁冶,造成厌学

之风和对自己的学习不负责任,养成许多不良的习惯和心

态。 出路在于减少课程总量和课堂灌输模式,给学生自主学

习、研究性学习留出足够的时空,由此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创

造性学习能力和学习的自主、自觉性。 用这样的太极思维指

导,才有可能找到当前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突破口。
2)真与假:当前社会上“以假乱真冶、黑白颠倒之不良风

气严重影响、腐蚀、败坏了大学的学风,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

“拦路虎冶。 对此,上下都需要反思、都有需要承担的责任。
比如:上一轮全国性的本科教学评估,其出发点原本是真心

实意想要提高教学质量,进行过程中却“鬼使神差冶地助长了

弄虚作假之恶习……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当前高校课堂和师

生的头脑中极其混乱,甚至导致评价体系和政策导向之混乱

……创建“以诚为本冶的“太极学堂冶,首先要引导师生辨真

假、识美丑,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恢复对学习的诚信,对学堂

的诚信,建立师生之间的诚信。
3)学习的自由与责任:学生为什么不能成为学习的主

人? 原因就在于目前大学课堂与教学中赋予学生自由选择

的权利太少。 近几年许多大学为改变这种现状采取了许多

改革措施,收到了显著成效,尤其在名牌大学,大学生从专业

的选择到课程的选择,都比过去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
但与世界名牌大学相比,差距还是相当显著的,尤其在大学

本科教学课堂上,学生在“学分枷锁冶和死记硬背的考试指挥

棒驱使下,学习仍然带有极大的被动性和强迫性。 被强迫去

做某件事,当事人都不可能有主动性,更谈不上自觉性、创造

性了。 缺乏自由就意味着可以不负责任。 在“太极学堂冶中,
我们倡导更加自由的学习文化,学生反而能对自己的学习承

担起更多责任,这就是从根本上提升大学教学质量的“太极

智慧冶。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很多,希望中国大学的课堂能够产生

更多充满“太极思维冶 的教育哲学智慧,中国的教育才有

希望。

(三)学堂创建中的系统科学方法论

推动传统“课堂冶向“学堂冶转型,这是东西方教育在 21
世纪创新发展中的共同使命。 但二者的文化教育土壤和创

新发展障碍又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西方教育改革者来说,要
想超越工业文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不仅

需要突破教育系统之惯性和阻力,还必须超越作为其基础的

西方经典科学观及其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
西方工业文明的科学基石,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和微积分

基础上的机械论和还原论,与此相应的认识论、方法论则是

主客二分、价值中立的分析思维和知识论传统。 这样的科学

观和科学研究方法论,一方面带来了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和

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的竞争和矛盾

冲突,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和道德危机。 进入 20 世纪以

来,西方科学家、思想家对工业文明和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评,在此过程中诞生了超越西方经典

科学的系统科学。 (李曙华,2002)
系统科学是 20 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横

断学科群,以 20 世纪 40 年代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俗称

“老三论冶)的创立及其对西方经典科学机械论的批判为诞

生标志,中间经过了耗散结构、协同学、超循环和突变论为代

表的自组织理论,不仅超越了只限于研究简单物体运动的牛

顿力学,而且超越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整体论、生成论的广

阔视野,突破了对既成世界的静态描述、将世界看作无生命

的机器和大摆钟,并试图克服科学与人文的分裂。 自组织理

论第一次将生命性,将演化、历史和选择等概念引入科学,由
此超越了以时间可逆和确定性为特征的西方经典线性科学,
开创出系统科学的新阶段———以超循环理论、分形理论和混

沌学为主干的非线性科学。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飞速发

展,非线性科学从气象学、生态学、计量经济学等众多学科中

异军突起,汇聚成蔚为壮观的洪流,揭示出以往线性科学未

曾料想的隐藏在混乱现象深处的惊人秩序以及宇宙万物生

长演化的普遍规律,成为西方科学发展的热点和前沿,并与

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越来越亲密的对话和交融(李曙华,
2006)。

线性科学是机械时代的科学,而非线性科学是信息时代

的科学,它代表了未来科学发展的趋势与方向,也是每一个

具有现代科学素养的文化人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素养。
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惠勒所说:在过去,只有在人们了解到熵

概念后,才能说他们受过科学教育。 在将来,如果一个人不

懂分形,他会被认为是科学文盲。
当前非线性科学不仅已发展成蔚为壮观的庞大学科群,

而且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支持下,深入到探索以往科学所

无法驾驭的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生长、演变规律之研究,它
不仅带来了科学方法论的变革,而且正改变着西方科学的宇

宙观、价值论、认识论,在西方科学文化中引发了全面、深刻

的规范转换,并对大学教育的内容、形式、手段、方法、管理、
评价模式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李曙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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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创新显然需要多学科交叉的思想碰撞、联合攻

关,不仅具有较大难度,而且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更有待长期

的实践检验。 在此只想根据我们对西方学习科学前沿的追

踪研究,特别是结合我们十多年在大学课堂创新中的切身体

验,提出以下三点指导“太极学堂冶创建的方法论构想。
其一,遵循自组织原则,建立超循环机制,系统设计、分

步实施。 “太极学堂冶必须具有整体性、生长性、开放性,既不

可盲目地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可奢望侥幸成功、一步到位。
要设计好“生成元冶 (新学堂各种要素与功能集成在一起之

“胚胎冶、“种子冶),并使其尽快步入自组织、超循环的健康生

长状态。 (李曙华,2006)
其二,彻底改变线性课堂,创建充满生命活力的“非线性

学堂冶。 目前我国高校的教学系统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由
教学行政部门和教师控制、带有浓厚机械论色彩的线性结构

体系,缺乏生命活力。 “太极学堂冶必须设计成非线性的复杂

网络结构,并以此方法论指导,对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进行

重组与整合,打破专业与学科壁垒,实现科学与人文会通、追
求理论与实践统一,不仅使学生了解科学意义上的 HOW(如
何),更要探究人文意义上的 WHY(为什么),将信息时代的

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渗透到教学全过程之中,最大限度地共

享各种稀缺的教学资源,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提供广阔的新

天地。 (李曙华,2000)
其三,领略“生活在混沌边缘冶之妙谛,选择阻力最小的

创新发展环境和路径。 带着“枷锁冶跳教育改革之舞的艰难

探索者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在传统势力强大的教育中心地

带,改革阻力巨大,举步维艰,而当你自觉不自觉地转移到远

离中心的“混沌边缘地带冶时,阻力就会大大减小。 “混沌边

缘冶避开了“中心冶激烈的竞争,但也不能是信息闭塞的“不
毛之地冶,而属于停滞与无序两种状态之间经常变换的战区,
是复杂系统能够自由调整和存活的地带,在这里,各种改革

的新思想和创造性实验可以自由而健康、迅速地成长。 不过

要做这样的选择,不仅必须放弃置身于“教育中心地带冶的各

种眼前功利,自甘“边缘化冶,而且还必须超越西方近代经典

科学观、发展观、教育观和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视野,熟悉和掌

握在复杂教育系统中选择、适应、驾驭“混沌边缘冶的认识论、
价值论和方法论。 领略“生活在混沌边缘冶之妙谛,不仅能给

我们提供信息时代教育变革的方法论指导,而且向我们展示

了在充满复杂矛盾冲突的教育变革浪潮中化险为夷、举重若

轻的教育变革智慧和艺术。 (桑新民,2011)
(四)学堂创建中的教育理念

“太极学堂冶是一个教育创新的复杂系统工程,其教育理

念是一个多层次嵌套的复杂整体结构。 从教育哲学,到课程

理论、教学理论、教育评价和教育管理理念和方法论,还包括

教育技术和教育艺术,所有这一切,又都在“太极学堂冶的设

计和实施过程中,整合为系统的教育工程理念和方法论。 这

显然需要教育学科群的系统集成与整体创新。
“太极学堂冶所追求的工程建设目标是:创建信息时代优

秀课程、教学的“孵化器冶,由此培养出优秀教师、优秀学生、
优秀课程,并使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流派的教育理念、教育方

法和方法论在这里应用、比较、筛选、整合、提炼、发展。 为

此,必须创建一整套非线性、自组织、超循环系统,使经过初

步筛选的创新课程在这里“孵化冶、成长为优秀课程。 这里不

仅要有课程建设、发展所必须的良好物质条件和设施环境,
更需优秀的教学主体———参与课程设计、开发、实施的教师

和学生团队,还必须配置丰富的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也是重

要的学习环境,由此形成学习主体与学习环境双向建构、互
动生成的“太极学堂冶运行、发展模式,我们称之为“构建生

成学习论冶。
其中的难点和价值在于: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太

极学堂冶的游戏规则,探索信息时代名教师、名课程、优秀学

生产生发展的规律,并遵循这样的规律,建设发展和完善学

堂的政策、体制、机制,使大学优秀课程能在这里无穷嵌套,
自组织、自催化,从而健康成长。 关键在于:探索和发现优秀

课程的“生成元冶结构和“太极学堂冶的自组织、超循环机制,
并将此转化为课程政策、教学评价管理体系。

如何同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理论和方法论,同当

代西方非线性科学之理念和方法论这两套具有极大差异的

观念和方法论体系,在“太极学堂冶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兼收并

蓄,在运行过程中取长补短,并形成“太极学堂冶的教育研究

与教育实践方法和方法论,这显然需要极高的“太极思维冶和
“太极智慧冶。

“太极学堂冶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也是信息时代大学课程

教学创新发展的细胞,因此必须研究和建立起一整套高水

平、高质量、高效益的数字化学堂环境,其中包括人性化、智
能化的学习平台、学习资源库,和活跃其中的师生共同创建

之“虚拟学习社区冶;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对现实课堂内外学习

环境的改造,如建立适合研究性学习和团队学习的教室,改
造图书馆的技术、资源、服务环境和体制、机制,将数字图书

馆、电教中心、网络中心、实验室等分散、分割的大学公共服

务体系、设施整合和集成起来等。
对这些具体实施问题的研究与策划,已经进入教育工程

的研究和实践领域。

“太极学堂冶的工程设计与实践探索
“太极学堂冶不仅是坐而论道的抽象理念,而且必须扎根

于当今大学教学改革发展之现实土壤,这就必须进行教育改

革工程设计,并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修改、完
善。 2012 年春季学期,我们在南京大学开设了本科层次的

“大学精神与学习文化冶及其配套之潜在课程“网络课程与

学习评价冶,探索在南大的文化土壤中实践“太极学堂冶理

念,探索孵化优秀课程、优秀教师、优秀学生的现实道路。
南京大学具有重视本科教学的历史传统。 近二十年来,

大学在各种“看不见的手冶驱动下,教学与科研的冲突加剧,
本科教学受到极大冲击。 面对这样的压力,南大努力克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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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阻力和干扰,不断通过研究和深化本科生的课程教学改

革,追求人才培养的质量。 在建设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南大

提出了“办国内最好的本科教学冶的目标导向,并加大了本科

课程教学改革之力度,以教学方式转变为突破口,着力打造

了由新生研讨课、通识教育课、学科前沿课构成的“三层次批

判性思维训练课程体系冶。 目前,南京大学已经开设出新生

研讨课 149 门、通识教育课 63 门、学科前沿课 97 门。 这些新

型课程普遍采用了研究性教学方法和研讨式教学方式。 例

如,在新生研讨课中,每班一般不超过 30 人,课堂不再局限

于教室,可以在实验室、实习点,也可以在校园里,由此将理

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更主要的是改变了教师讲、学生听的传

统课堂模式,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由此建

立起教学相长的平等师生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教学改革创新土壤和氛围中,我们从 2004

年起将开展多年的信息时代大学生学习能力培养探索移植

到南大本科教学创新的舞台,并将课程改名为“学习科学与

技术———信息时代大学生学习能力培养冶,2009 年又发展为

跨专业新生研讨课,名称改为“大学精神与学习文化冶。 在大

学课堂创新和大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先后

提出了“学习技能整体结构模型冶(五项学习技能修炼)、“学
校变革的理念和策略模型冶、“信息技术环境下的考试创新模

型冶、“学习主体与学习环境双向建构与整体生成学习论冶、
“绿色学习冶(G鄄Learning)的研究纲领与行动设计冶等一系列

新理念与新思路。 (桑新民,2009;桑新民等,2011)在此基础

上,我们运用中国智慧中的“太极思维冶将国外同类研究前沿

成果与我们自己的成果和感受整合起来,形成了“太极学堂冶
的理念和整体创新工程设计思路。

(一)为什么要创建“太极学堂冶? 何谓“太极学堂冶
在多年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探索中,我们深感到,孤立一

门课程的改革势单力薄,面临的许多阻力和障碍几乎是难以

逾越的。 例如,目前南大开设的新生研讨课、学科前沿课、通
识教育课,每门课都进行了各种改革、创新,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但由于“各自为战冶,相互之间缺乏了解与合作,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在大学现行教学体系中,缺少对教学创新的指导、
支持和服务。 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创建和完善教

学改革支持服务体系势在必行,尤其要在学习管理、教学管

理、课程与学习创新评价等方面,为各类教学改革“开绿灯冶,
最好能创建大学本科生课程教学创新发展之“特区冶。 我们

设计的“太极学堂冶正是希望成为这样一个“特区冶,成为各

种教育新理念、新方法、新政策等的试验场,成为联系、沟通、
支持各门创新课程的“立交桥冶,由此成为孕育优秀课程、优
秀教师、优秀学生的“孵化器冶。

“太极学堂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学堂中进行创新实验的

课程,必须具备一系列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太极要素冶,构
成“太极循环冶。 进入“太极学堂冶实验的不是孤立的一门

课,而是相互联系的两门课,甚至是一组课,由此打破传统课

堂之“机械性冶,产生教学改革所必须的能量与动力,促进

“课堂冶向“学堂冶转型,并使这种在运转中螺旋式上升的“太
极冶充满生命活力。

“太极学堂冶创建的难点和关键在于:如何找到课程建

设、发展过程中包含的各种矛盾双方(阴与阳),探究其内在

矛盾运动之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并因势利导,让学堂中的

太极(生成元)运转起来,使整个学堂“活起来冶。 要真正实

现这样的“学堂梦想冶,就必须进行系统化、整体性的教学创

新工程设计,并付诸实践。 我们始终认为,工程的理念和方

法论是普遍的,但任何工程都是个性化的,都要根据当时当

地的情况具体设计、施工建设。
2012 年春季学期,我们在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改革的舞

台上开始了创建“以诚为本冶的“太极学堂冶之艰难尝试。
“学堂冶中首先开设的是“大学精神与学习文化冶及与其配套

的“网络课程与学习评价冶。 前一门课程注重理论,后一门课

程注重实践;前一门课程是获得教务处正式批准的“显性课

程冶(阳),后一门尚未被批准进入正式课程计划,还属于“隐
性课程冶(阴);两门课程都要分别在“现实课堂冶和“网络虚

拟学堂冶中进行;教学形式都包括教师讲授和学生自主学习、
团队学习和研究性学习……实验的目标和成果也是双向建

构:一方面建设和完善两门课程,另一方面建设和完善作为

课程创新舞台的冶太极学堂冶之体制、机制,尤其是信息化的

大学教学创新支持服务体系。 有人也许会惊讶:没有批准的

课你们也敢上? 学生敢选吗? 这完全出于对教育创新的“自
信冶与“诚信冶:我们相信,这样的实验一定会得到学校领导

和教务处的支持;学生相信,“学堂冶一定会给他们带来收获,
老师也一定会对他们负责。 可见,“以诚为本冶确实是冶太极

学堂冶的“精神支柱冶。 当然,我们在操作上也必须“依法执

教冶,我们让“隐性课程冶潜藏于“显性课程冶之中,并对其起

到辅助、支撑作用,在运行中不断成长,这既不违规,也不影

响学生利益。 当各方面条件逐渐成熟之时,自然就会由隐到

显,脱壳而出。 我们深感到,任何改革都是有风险的,教学改

革风险的承受力不仅取决于教师、学生,而且取决于土壤、政
策环境、校园文化传统。

目前我们的工程实践还刚刚开始,拿不出成熟的经验,
但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一系列难以想象的挑战……迫使我们

运用“太极智慧冶寻找对策。
(二)讲堂与学堂双重建构

“太极学堂冶对传统课堂是继承中的创新,因此我们并不

否定课堂讲授,而是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和学习科学这两大杠

杆,努力提升传统“讲堂冶之现代化水平和层次,尤其要提高

学生在“讲堂冶中的学习生活质量,并运用多功能录播系统采

集课堂师生信息,不仅用于分析研究,而且开发成可重用的

数字化网络课程资源。
与此同时,创建网络上的虚拟学习环境、学习资源,培养

善于在网络上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的新一代学习者。 网络教

学平台和资源库是师生在虚拟学堂中的基本生存环境。 平

台和资源库功能不全、不好用,不仅会耗费师生大量精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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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而且会严重影响学习的质量和兴趣。 这方面造成的损

失是很大的,教学平台建设必须打破纯技术观念,因为平台

的创新、发展显然与学习模式、教学模式、管理服务模式的变

革相辅相成,同时也和学习者的成长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目前国际上领先的优秀教学平台,都非常注重对新型学习与

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总结,由此推动平台功能和服务体系的不

断创新,并以此作为提升师生数字化生存与学习能力的一条

重要途径。 我们认为,这是国内外平台之间最大的差距。 如

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实践中我们提出,学习平台应该是

三者的集成:技术的集成,网络学习和教学经验的集成,网络

学习服务的集成,然后是这三者集成的集成。 (桑新民,
2006)

平台是网络学习的环境和形式,最重要、最根本的还要

看师生如何运用平台创建学习社区,消化和深化学习内容,
提高学习质量,并由此培养和提高学生创造性学习能力和教

师创造性教学能力,实现教学相长。 这其中之奥妙在于:能
否运用虚拟学习社区建设促进现实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在
虚拟与现实阴阳交替中让“太极冶转起来,产生能量、产生内

在学习动力。
(三)虚拟与现实阴阳交替

如何将网络学堂与现实讲堂融为一体并相互促进? 这

是让“太极学堂冶真正“活冶起来的难点和关键。 我们将“突
破口冶选择在:运用教育技术促进学习的内化与升华,并通过

“微视频对话课程冶的开发,组织和指导学生将教师的课堂录

像开发、转化为适合在网络虚拟学堂自主学习的课程资源,
还可以在丰富的网络视频公开课中选择学生所喜爱的相关

内容来创作这样的“微视频对话课程冶,这样不仅能提升和拓

展教师讲课录像的“可读性冶、“可重用性冶,更重要的是由此

改变了传统评价考试模式,实现了“考试学习化冶、“考试创

作化冶、“考试个性化冶、“考试团队化冶、“考试自主化冶、“考试

资源化冶。
在教师和教学资源开发方面的专业人士指导和帮助下,

我们组织学生对教师的讲课录像进行高水平的后期加工,尤
其是对网络上名师质朴、原创的相关教学录像资源进行筛选

和深入的研究和解读,进行“微视频对话课程冶的开发和创

作,从中精选出教学的重点、难点 (将录像课程 “化整为

零冶),并且要配上学生学习之体会、疑问,师生围绕重点、难
点的对话、交流、互动,再设计出帮助学习者理解、内化的问

题、练习和优秀学生的答案(要突破“标准答案冶的思维禁

锢,倡导批判性思维、培养创造性探究之习惯),使其成为具

有“可重用性冶高的网络精品课程资源。 这是促进虚拟与现

实学堂阴阳交替的绝妙之“太极智慧冶,更是提高学生研究性

学习和创造性学习水平、能力、积极性的有效途径,并由此实

现了学习资源与学习者(学习主体)同生共长。
(四)主体与资源同生共长

目前国内的网络课程开发与共建共享,存在两大难题和

困惑:其一是开发成本太高,其二是开发出来的网络课程不

实用、不好用、不可重用。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授课者、开发

者、使用者三者的分离和脱节。 解决此难题的出路就在于将

三者融为一体。 这是传统课堂所无法实现的,也充分显示出

“太极学堂冶所特有之优越性和广阔前景。 在研究性学习的

自主创新学堂中,隐性的“网络课程与学习评价冶课程,正好

成为师生与技术专业人员互帮互学、齐心协力共同研究和开

发“微视频对话课程冶的生动舞台。 在这样的“太极学堂冶
中,学生的学习活动同时就是课程资源建设活动,这也就意

味着,学生不仅是网络课程的使用者、消费者,而且完全能够

成为课程资源重要的建设者、生产者、创造者! 这里的资源

不仅有教师的讲课录像,而且有学生学习的路径、收获与困

惑,以及师生共同解惑的真实记录、珍贵足迹。 学生通过网

上学习社区、微视频、电子杂志(Flipboard)等技术手段,全息

记录自己的学习过程、成长记录和学习成果,并通过知识管

理将其及时转化为可重用的高效学习资源,在此过程中通过

技术手段建立整合的学习环境,实现图书馆、教室、实验室三

者统一。 这不仅是一种全新的网络课程资源开发建设模式,
而且是一种全新的自主学习、团队学习、研究性学习模式,一
种开放、客观、自主、公正的学习成果评价模式、考试创新模

式。 其更深刻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这样的“太极学堂冶能够促

进学生从被动的机械学习向主动、生动的创造性学习之转

变,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尤其是未来的就业、创业能力,在
“太极学堂冶中,实现从“消费式学习冶向“生产式学习冶的转

变。 这不仅能够大大节约教育成本,而且能够从目前越来越

庞大的“教育消费系统冶中奇迹般地涌现出取之不尽的巨大

财富,让人们领略到建设学习型社会、节约型社会的一条希

望之新路。
在此过程中,如何在高校现行学分制的政策、体制中,为

这样的教学模式扫除障碍、开辟“绿色通道冶? 这又成为保障

“太极学堂冶能否健康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之关键,于是,我们

设想的“学分银行冶概念和相应的学分管理体制、机制呼之

欲出。
(五)化整为零与零存整取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被科举考试统治的学习王国,分数

的重要性是融化在每一个学生、老师和家长血液中的。 俗话

说,“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冶此话既

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也深切地表达出各种难以言说之痛苦与

无奈……在当今大学的教学评价与管理体系中,分数被转化

为学分,又被累计成为“学分绩冶,成为评价和判别学习水平、
学生优劣的“钢性指标冶、甚至唯一标准,并且和助学金、奖学

金、保送研究生、就业等一系列学生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对
每一个大学生的前途、命运之影响实在太大了……目前我国

大学的评价体系和相应的学分制度显然存在许多非常严重

的弊端。 这些弊端不仅与目前大学教育、教学、管理、评价体

系的各种弊端直接相关,而且与目前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

各种弊端以及急功近利的不良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因此不是

一朝一夕所能扭转和改变的。 但大学学分制的弊端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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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套在学生和教师脖子上的一副沉重枷锁。 目前我国大学

的学习文化中弥漫、充斥着“学分挂帅冶的价值观,并直接导

致了学生中混学分现象的大量存在,不仅败坏了学风,而且

成为大学教学改革创新的一大障碍。
目前我国大学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与考核主要集中

在期中和期末考试,考试的模式多数又是通过闭卷的试题来

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和掌握,这种“机械化灌输+标准

化考试冶的模式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不仅把学生变成“工业流

水线冶上的“标准件冶,而且助长了不少学生平时不用功、甚
至不上课,考试前问教师要“重点冶、考试范围和标准答案的

风气,而且这样的“应试生冶居然还常常能得到高分,这不仅

对平时认真学习的同学是打击,而且对“应试生冶产生的危害

和后果更加可怕……
如何在现行体制允许的范围内改变和克服学分制的弊

端? 我们经过长期思考,形成了“学分银行冶的概念和构想。
“学分银行冶首先要改变“期中和期末算总账冶的教学评价体

系,将学习与考核的内容和要求“化整为零冶,应用网络平台

和各种教育技术工具和学习科学创造的许多学习评价新模

式,实现过程评价、成就评价、智能评价,在“数字化学习档案

袋冶和数据库中客观、公正地记录和保留学习者每一阶段的

成就和足迹;有了这样的基础和前提,就可以精确、客观、方
便地将学分切割成 0. 2 或 0. 1 的小单元,日积月累,到期末

甚至一两年之后再认证、确认。 这不仅可以“从容不迫冶,而
且可以有效提高学习质量、鼓励各种创造性学习模式的健康

成长,并提高学分的“含金量冶。 当然,其具体实施尤其是大

面积推开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然要经历一个复杂、漫
长的试验过程。 但在冶太极学堂冶这样的“教改实验区冶,却
应该也完全有可能创造各种条件率先开展实践探索。 比如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微视频对话课程冶,就可以运用软件工程

中的“项目管理冶模式来组织和运行,可以创建和培养能够开

发“微型课程冶的学习团队,将网络上丰富的课程资源筛选、
开发成 5鄄10 分钟的网络微课程,转化为优质、可重用、有针对

性的课程精品,并按照成果的量和质来考核、验收,变消费式

学习为生产式、创造式的学习。 学生参加项目的形式可以分

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层次:初级水平的学习者在项

目组中参与对网络课程资源的学习、筛选与评价,并了解、熟
悉“微型课程冶开发的全过程;中级水平的学习者是在此基础

上入选、加入创造性开发团队,在其中“轮岗冶,担任不同角

色,学习和培养各种不同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取得团队成员

认可的优秀者才有资格进入高级水平学习,提升为学习项目

开发团队的主持人或研究者、学习指导者;如此使初级、中
级、高级三个层次浑然一体、成为一种具有良性结构的超循

环、自组织系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成为太极学堂中稳步成长的开发团体体制、机制。 在此过程

中,学生根据所做的工作得到相应的成绩、学分,零存整取。
这样的“学分银行冶如果能与相关企业合作,并得到社

会、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同高校现行的助学金、奖学金制度、

政策挂起钩来,用经济的杠杆对学生开发网络课程之成果、
劳动、知识产权加以肯定、保护和奖励,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

效果和影响力。
(六)理论与实践交相辉映

理论与实践割裂、认识与实践脱节,这是多年来大学中

严重存在的一大痼疾,也是人才培养中难以逾越的一道鸿

沟,不仅出现的学生身上,而且表现在教师身上。 从事基础

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同专业人员,从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到行为习惯,都存在极大差异。 在大学课堂上,不同类型

的课程,往往需要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学习,这种不同类型

课程之间的障碍是很难跨越的。 由此也造成目前大学各种

类型课程之间的脱节,影响到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健康

发展。 通识教育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诞生的,但在不同

类型的通识教育课程之间,同样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 理

论与实践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能力,显然需要分别培养。 比

如,学习基础理论需要静下心来认真阅读大量经典和前沿资

料,而各种应用类课程则需要加强与现实的联系,组织和参

与各种实践活动。 这两种不同能力的培养在同一门课程中

很难实现,因为要找到二者皆强的教师都不容易,但分作两

门课程又势必造成割裂与脱节。 这种人才培养中的两难抉

择,在阴阳浑然一体的“太极学堂冶中却可以找到破解之良

方。 不同类型的老师可以在同一个“太极学堂冶 (课程孵化

器)中共同指导同一批学生,学生则可以根据不同的兴趣爱

好和个性特征,组织或加入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团队和学

习项目中,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参加

不同的团队,在很多情况下,一个项目往往需要不同的团队

共同参与、密切合作,团队和项目之间以非线性、超文本结构

建立起多种多样的复杂联系和交流渠道,进入一种自组织、
非线性、超循环的交流和联系、发展状态。 在“太极学堂冶中,
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得到不同老师的指导和学习同伴的帮助;
以往很少来往的老师之间也通过学生这一桥梁而增加了相

互之间交流、合作、沟通的机会;还为缺少上讲台机会的青年

教师提供了更多登台演讲和指导学生的机会。 这样的“太极

学堂冶可以创造全新的教师团队教学模式,还可以通过网络

视频会议和远程协同工作平台,邀请校外乃至国外的专家、
教授跨时空进行讲学和项目指导。 比如,在网络“微视频对

话课程冶的开发过程中,就可以大量采用以上模式。 这就大

大拓展了大学教室的时空舞台,也节约了聘请高水平教师的

成本,特别是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师生之间有了更多在一

起平等交流、合作的机会,增加了师生之间的感情和友谊,真
正实现了教学相长、能者为师的生动局面,建立起新型师生

关系。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甚至“梦想冶的“太极学堂冶,但没有

质朴、纯真“梦想冶的大学和学堂,就不配称之为“大学冶! 在

当今大学师生的心灵世界中,世俗的追求和诱惑太多,超凡

脱俗的理想、梦想太少……这是时代、民族的现状,更是时

代、民族之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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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教育学大家庭中,不仅需要教育战略家、教育

思想理论家,而且需要教育技术专家、教育艺术专家……将

所有的一切在实践中整合在一起的是教育工程学,这里特别

需要大量信息时代高水平的课程设计师、教学设计师和各种

类型的教育工程师。
我们对“太极学堂冶理念与实践的探索还只是刚刚起步,

但已经领略到其中的无穷奥妙、无限乐趣、广阔前景……在

“太极学堂冶这一具有原创性的教育改革实践舞台上,21 世

纪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也构成“教育创新太极图冶中的阴

阳两极,互动生成、相互转化。 我们深信:这里一定能够孕育

出信息时代的优秀课程、人才、环境、资源、理念、方法、技术、
艺术……展现出中华教育的希望、世界教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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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1st Century College Classroom:
Concepts and Experiments of " Tai Chi Academy"

SANG Xinmin1,LI Shuhua2 &摇 XIE Yangbin1

(1. Institute for E鄄learning and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The need to reform traditional colleg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This pa鄄
per analyzes the traditional college classroom, which emerged from the soil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mpares them to
innovations in college curriculum and learning. Trends in college classroom life show major shifts to a high鄄efficiency
environment that is grounded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earning science. Based upon extensive research and ex鄄
periments in college learning during the emerging information age, the " Tai Chi Academy" inherits and carries for鄄
war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wisdom, merges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university spirits, and ab鄄
sorbs the non鄄linear concepts and methodology from the sciences. To achieve the " Tai Chi Academy" requires a Tai
Chi Revolution, the bi鄄directional merging of a brick鄄and鄄mortar classroom with a virtual environment that is ground鄄
ed in learning science. The new Academy with IT and learning science has two levers that drive new learning prac鄄
tices, and which becomes the incubator of reform in college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鄄
sign of the " Tai Chi Academy" and its rudimentary exploration in Nanjing University. This overall reform strategy of
21st century college teaching shifts learning from a consumer orientation to one that emphasizes individual 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The evaluation of learning over time, and the design of web courses is based upon the principle of
breaking up the whole into learning parts, and depositing student outcomes in a " lump sum" in credit banks of colle鄄
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classroom teaching; Tai Chi Academy; e鄄learning; web courses; learning environment; open university;
reform in college learning

第二届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教育应用国际会议
将于 11 月 24鄄27 日在北京召开

摇 摇 本刊消息:由昆士兰科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cience、Tech鄄
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简称 STEM)教育应用国际会议将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北京召

开。 本届大会主题为 STEM 教育中的教学创新和跨学科研究,旨在促进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学校、公司、企业

等机构中的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来交流 STEM 教育相关的研究信息,为国内外从事 STEM 教育研究工作

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平台,使参与会员分享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进展、创新

思想以及系统开发经验。
大会组委会现欢迎在 STEM 教育应用方面有建树的研究人员踊跃投稿,共享在 STEM 教育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 学术论文稿件要求为英文,实践案例稿件可用中文,会后将挑选优秀论文扩展后推

荐在 SSCI、SCI 索引杂志上发表。 重要日期如下: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2012 年 6 月 30 日

论文接受通知日期:2012 年 7 月 30 日

会议日期:2012 年 11 月 24-27 日

会议网址:http: / / stem2012. bnu.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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