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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教育学视野中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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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教育学视野中教育（实践） 



二、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 

现代化——自觉理性的普遍化 

• 科学理性——理解世界，不迷信不盲信 

• 技术理性——改造世界，知识外化为工具与制度 

• 价值理性——赋予世界以意义，追求真善美统一 

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 

• 以信息处理与数据驱动为基色——体现教育理性 

• 专业主导者：既有理性又有激情、既怀抱教育理想又能顾及历史实情 

• 可进化的教育系统、基于知识产品响应多元需求 

• 以独特的专业知识与工具作支撑 



二、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 



三、现代教育对数据的依赖 



三、现代教育对数据的依赖 

知识建模图VS语义图 



三、现代教育对数据的依赖 

知识
组件 

课程是知识组件的结构化组合 



三、现代教育对数据的依赖 

知识对象 
信息对象 
(媒体信息) 

知识属性 
(知识建模子图) 



三、现代教育对数据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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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知识点按照某种逻辑的排列 



三、现代教育对数据 
的依赖 

 

_____________教学方案设计 

学习目标 
知识点（学习水平） 

  

学习者的先决知识技能 
知识点（学习水平） 

  

教学导入 

(可选) 

教师行为 学生行为 

    

    

活动序列 活动的学习目标 

活动1：(简要描述)   

活动2：   

活动3：   

活动序列关系图 

教学总结 

教师行为 学生行为 

    

    

活动   的设计 

活动任务序列 

任
务
一 

任务类型   知识组块 
任务描述：   

任
务
二 

任务类型   知识组块 
任务描述：   

交往规则 
  

学习成果评价规则   

任务序列关系图 
  

教师行为 学生行为 资源/工具 学习成果 
        
        
        

完整的教学设计过程 



三、现代教育对数据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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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教育对数据的依赖 

IIS图子图
(内容主题)

角色行为基本统计

该教学环节的定性描述

角色
行为

角色
行为

角色
行为

.......

教学过程的中观视图 

IIS图分析法 



CY:S-TL+

MS:T-XM

ZZ:T-YR TW:T-PW

HD:S-HY

ZZ:T-ZH

共有4个角色：MS(1)、ZZ(3)、TW(1)、
HD(1)，其中教师参与 MS(1)、ZZ(3)、
TW(1)角色，学生参与HD(1)角色；信息
流条数为4条；持续时间70s。

过程描述：1.教师使用现代媒体引入教
学情境；2.教师布置学习任务；3.教师
抛出问题，学生进行回应；4.教师组织
开展活动。

ZZ:T-BZ

ZD:T-TS

HD:S-HY

MS:S-WZ

CY:S-TL

MS:S-CM

问题1、此时，太阳直射点的
地理坐标是 ，北京时
间为 。

太阳直射点的
移动

二分二至：
６月２２日
夏至，１２

１月份近日点，
公转速度最快，
７月份远日点公
转速度最慢。

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移动，直射北
回归线是夏至（６月２２日前后），直
射南回归线是冬至（１２月２２日前
后），直射赤道分别是春分（３月２２

前后）和秋分（９月２３日前后）

公转
速度

地球
公转包含

内容包含

条件包含

具有特征条件包含

具有属性

ZZ:S-ZH

HD:S-HY

MS:S-DT

TW:S-PW

CY:S-TL

MS:S-CM

TW:S-PW

HD:S-HY

ZZ:S-ZH

TW:S-PW

HD:S-HY

TW:S-PW

CY:S-TL

ZD:T-TS

MS: S-XM

CY:S-TL

共有6个角色:ZZ(2)、HD(6)、TW(4)、MS(6)、CY(5)、ZD(2)，其中教师参与ZD(2)角色，学生参与ZZ(2)、
HD(6)、TW(4)、MS(6)、CY(5)角色；信息流条数为28条；持续时间622s。

过程描述：1.学生组织开展活动后学生做出回应；2.学生利用媒体读题；3.学生抛出问题后学生参与讨
论；4.学生使用传统媒体；5.学生抛出问题后学生进行回应；6.学生组织开展活动；7.学生抛出问题后学
生进行回应；8.学生抛出问题后学生参与讨论；9.教师进行简单提示；10.学生使用现代媒体后参与讨
论；11.学生参与讨论；12.教师做简单提示后学生回应；13.学生与网络资源交互后参与讨论；14.学生使
用传统媒体后参与讨论。

晨昏
线

晨昏圈与经线圈的夹角
与太阳直射点的纬度值
互余，与发生极昼或极
夜的最低纬度数相等。

包含

具有特征

+CY:S-TL

MS:S-CM

CY:S-TL

MS:S-DT

ZD:T-TS

HD:S-HY

CY:S-TL

ZD:T-TS

HD:S-HY

MS:S-XM

MS:S-DT

CY:S-TL

ZD:T-TS

HD:S-HY

ZD:T-TS

HD:S-HY

共有6个角色:MS(5)、ZD(8)、HD(6)、JD(1)、CY(9)、ZZ(2)，其中教师参与ZD(8)、JD(1)角色，学生参与MS(5)、HD(6)、CY(9)、ZZ(2)角色；信
息流条数为83条；持续时间801s。

过程描述：1.学生参与讨论；2.学生使用传统媒体后参与讨论；3.学生使用教学媒体读题；4.教师做简单提示后学生做出回应；5.学生参与讨
论；6.教师做简单提示后学生做出回应；7.学生使用现代媒体读题后参与讨论；8.教师做简单提示后学生进行回应；9.教师做简单提示后学生进
行回应；10.教师做简单提示后学生参与讨论；11.教师做简单提示后学生使用传统媒体，接着参与讨论；12.教师做简单提示后学生做出回应；
13.教师对学生进行带知识语意的讲解，学生做出回应后参与讨论；14.教师对学生进行表扬后学生参与讨论；15.学生组织开展活动后学生参与讨
论；16.学生组织开展活动。

问题1、此时，太阳直射点
的地理坐标是 ，北京时
间为 。

地球自
转方向

自西向东

北半球：逆时针旋转
南半球：顺时针旋转

地方时把一天中太阳对于当地位置最高
（太阳位于上中天）的时刻定为中午12
时，遵循“东早西迟”的原则，其差异
是1小时/15°、4分钟/1°、4秒钟

/1′。 应用：已知某地的地方时，求另
一地的地方时公式 所求地方时＝已
知地方时±4（分钟/每度）×经度差。

地方
时

晨昏
线

昼半球的中央经线为直
射经线（地方时为１２
点），对应的中央经线

平分夜半球

春分日到秋分日，北半球纬度越高
越是昼长夜短，夏至达顶峰，北极
圈内出现极昼现象；从秋分到次年
春分，正好相反；春分和秋分全球
昼夜等长，６点日出１８点日落；

一年四季赤道昼夜等长

晨昏线过南北极
点——二分日；
晨昏线与极圈相
切——二至日

顺着地球自转的方向，
进入白昼的是晨线，进

入黑夜的是昏线

太阳直射
点的移动

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移动，直射北
回归线是夏至（６月２２日前后），直
射南回归线是冬至（１２月２２日前

后），直射赤道分别是春分（３月２２
前后）和秋分（９月２３日前后）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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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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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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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
结论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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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包含

结果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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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教育对数据的依赖 

大数据：复杂适应系统(CAS)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 

教育大数据：教育系统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 

教育大数据：维护教育系统，在设计态与运行态之间的张力中进化 



四、现代教育的运转架构 

人力资源 

• 课程开发专业团队 

• 教学设计专业团队（含教师） 

• 教育(工程)管理专业团队 

办学力量 

• 政府组织 

• 学校组织 

• NGO&市场主体 

• 教育学学术共同体 

宏观机制 

• 知识产品市场 

• 教育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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