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首 语

学习方式变革：教育演进的永恒命题

□ 陈永华

学习方式变革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话题。纵观

教育史上发生的重大转型，都伴随着学习方式的变

革。从 2001年课改启动到 2022年版课标的颁布，

中国基础教育用近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认知论的

三重跃迁——从知识传递到素养培育、从机械训练

到具身认知、从学科割据到跨界融通。其中，学习

方式的变革正是实现这三重跃迁的动力。当我们

站在人工智能掀起的技术风暴中回望，可以发现那

些关于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早期构想，正以超乎

预期的速度成为教育必须直面的现实。当前，自主

学习已从教育理想蜕变为生存必需，终身学习则演

化为数字原住民的进化本能。但吊诡之处就在于：

当技术迭代的速度超越认知进化的速度，课堂变革

就容易陷入由“热认知”与“冷实施”构成的断层中

——理念的星火在云端闪耀，实践的根系却仍在应

试的土壤中艰难延伸。更严峻的是，人工智能的指

数级发展、全球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文明价值体

系的重构浪潮正以空前的力量重塑教育生态，学习

方式的变革势在必行。

所有关于学习方式的探讨，本质上是人类认知

范式与时代精神的深度对话。当前，我们站在充满

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既被未来的无限可能所吸

引，又深感当前准备的不足。教育工作者肩负的责

任与使命从未如今天般沉重。如何落实具有前瞻

性的2022年版课标，抓住学习方式变革这一关键，

为学生铺设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之路，成为每一位

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挑战。2022年版课标强调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这不仅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确认，也是对

变革传统教学模式的回应。尽管在理念层面上，我

们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在实践中，许多教师依然面

临着“方法转换生涩”的现实困境。如何将先进理

念转化为具体实践？如何在2022年版课标的指导

下推动学习方式的深刻变革？尽管相关研究和著

述不少，但作为教育期刊的总编辑，我始终坚信教

育研究的终极使命是让理论长出实践的根系，让经

验绽放出思想的花朵。真正能够推动课堂变革的

研究和著述，必须是前瞻性的理念、可操作性的策

略以及启发性的案例的综合体。教育改革的宏大

叙事，终归要落实为千万间教室里的微观革命。

那么，在知识本位向素养导向转型的关键期，

传统教学模式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育人价值

的跃升？如何在数字化浪潮中坚守人文底色，又借

助技术力量，实现学习方式的变革？随着人工智能

的迭代发展，学习革命的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推进。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变革既

会面临技术爆发的“火”，也会遭遇伦理失序的

“冰”，机遇与挑战并存。而真正的学习革命不在技

术狂欢，而在教师角色的根本转型——从知识搬运

工进化为学习设计师。这种蜕变需要教师拥有对

核心素养的深度解码能力、对学习科学的系统认知

能力、对课堂生态的再造能力。教师要用学习方式

的变革来撬动教学方式的变革，进而推动课堂革命

的真正实现。

钱塘江水昼夜不舍却千年不改东流之志，每一

位教育工作者都是守江人，既深耕于教育本质的河

床，又让思想的浪花不断拍打认知的堤岸，最终在

初心与创新的交汇处激荡出智慧的春潮。让我们

共同祈愿朝阳跃出江面，让教育的真谛在粼粼波光

中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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