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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教育是个性化的教

育，同样，最好的教学是个性

化教学。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

下，个性化的教学正在展开，

教育改革正朝着这个目标一步

步迈进。

一、个性化教学的意义

大数据时代，就是人们对

大量复杂数据进行收集、挖掘

和分析，进而作出趋势预测，

并 以 容 易 理 解 的 方 式 呈 现 出

来，它为人类提供了发现世界

和制定决策的新方法。

大数据时代下的个性化教

学，就是教师汇总学生的信息

（包括同学的个体表现以及全

班整体情况），发现需要帮助

的学生、学习时间不够的学生

以及其他不同情况的学生，采

取适合不同学生的教学策略。

大数据时代，可以让教育

者 真 正 读 懂 学 生 ， 使“经 验

式”教 学 模 式 变 为“数 据 服

务”教育模式。教师可以根据

数据关注每个个体学生的微观

表现，通过学生相关数据的分

析 ，有 针 对 性 地 调 整 教 育 方

案，从而实现个性化教育。同

时，大数据时代的教育将推动

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方式向以“学生为中心”教学

方法的转变，推动“演员型”

教师向“导演型”教师转型，

实现教师从关注宏观群体走向

关注微观个体。

课程改革，最大的变化是

教育理念的变化，由应试教育

转向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和多元化发展。但同

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好学

生更好，学困生仍“困”。究其

原因，我们的教育没有真正尊

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导致一部

分学生“领跑”，一部分学生

“跟跑”，还有一部分学生根本

“跑不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这个问题将逐步得到解

决。教师可以根据对学生学习

数 据 的 分 析 和 学 生 的 不 同 个

性，实施个性化教学，帮助学

生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二、个性化教学的策略

个性化教学就是尊重学生

个性的教学，必须根据每个学

生的个性、兴趣、特长、需要

进 行 施 教 ， 亦 即 学 生 需 要 什

么，教师便授予什么，学生完

全是一种自主性的学习。个性

化 教 学 也 就 是 孔 子 所 倡 导 的

“因材施教”。那么，在大数据

时代的今天，作为教师如何实

施个性化教学，从而实现因材

施教呢？

1. 利用大数据的规模性了

解学生差异。

每 个 学 生 都 是 不 同 的 个

体，有着鲜明的个性，因此，

作为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深

入了解学生，这样的教学才有

针对性。大数据的特征之一就

是规模性，规模性指的是巨大

的数据量以及数据规模的完整

性。因而，教师完全可以凭借

数据库中巨大、完整的数据了

解学生诸如家庭背景、努力程

度、学习态度、智力水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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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水平等数据。教师只有真正了解了学生的发展情

况，才能制定合适的学习计划，学生才会对学习产生

兴趣，才会进步。

2. 利用大数据的高速性营造和谐氛围。

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曾说过：“成功的教学依赖

于一种真诚的尊重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

谐安全的课堂氛围。”课堂上，让思维的火花翻新，

让智慧的结晶生辉，让课堂百花齐放，形成师生互相

尊重与信任的氛围，这应该是最理想的课堂状态。大

数据的特征之二就是高速性，高速性指的是数据流和

大数据的移动性，现实中则体现在对“实时性”的需

求上，即能在第一时间抓住重要事件的发生信息。课

堂上，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的这一特征，时时关注学

生学习动态，包括学生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解题

思路、不同的探究结果，对有独到见解的要实时鼓

励，对有误解偏差的要实时纠正，对有需要完善的要

实时补充，如此，学生才能积极主动、充满自信地学

习。

3. 利用大数据的多样性选择学习方式。

个性化教学的落脚点是实现个性化的学习，教师

应鼓励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学习方式。学习方式是学

习者一贯表现出来的具有个性特点的学习策略、学习

倾向的总和。选择自己喜欢或习惯的学习方式，对学

习者而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大数据的多样性，

指的是有多种途径来源的关系型和非关系型数据。互

联网时代，各种设备通过网络连成一个整体，这意味

着数据的种类变得繁多，除了简单的文本信息外，还

可以对传感器数据、音频、视频、日志文件进行点

击，获取可用的信息。这个时候，教师鼓励学生选择

自己喜欢的方式，自己感兴趣的数据，个人或小组均

可，开始或自主或合作的探究学习，完成学习目标，

提高综合学习能力。

4. 利用大数据的价值性落下点“睛”之笔。

任何学生的学习活动终究离不开教师的点拨与引

导，唯有这样，方能醍醐灌顶，学有大成。互联网女

皇marry meeker在2012年论及互联网发展趋势中，用

生动的图像来描述大数据的价值性：一幅是整整齐齐

的稻草堆，另一幅是稻草堆中一根缝衣针的特写。寓

意是通过大数据的帮助，可以在稻草堆中找到你所需

要的东西，哪怕是一根小小的缝衣针，这就是大数据

的价值性。那么，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的

价值性，呈现出不同层次的难点予以解决，对不同层

次的学生状况予以评价、对不同层次的学习能力予以

拓展。

三、个性化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忌从数据化回到数字化。

数据化和数字化的区别在于，通过数据我们可以

了解并理解一个学生，而通过数字我们只能看到一个

学生的表象，这对学生的发展是绝对没有好处的。我

们不得不承认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仍有一部分教

师注重应试教育，看分识人，唯分对人，不习惯、也

不喜欢看数据评价，这便与大数据时代下个性化教学

相悖了。

2.个性化教学不是对传统教学的全盘否定。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个性化教学实现的是因材施

教。“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是两千年前孔子提出来

的，是教育精华，不能被遗弃，不能被信息技术全部

取代。比如说，我们的教育目标不能被遗弃，我们的

课程理念不能被遗弃，我们的教与学的方式不能被遗

弃，甚至我们不能只会打五笔字而遗弃了书法。

上海海事大学魏忠副教授的专题讲座《大数据：

教育正在发生的革命》中的关键词是“重新洗牌”。他

说，“对于教育者来说，这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我

亲眼目睹着教学的各种力量在重新洗牌。”所以，大

数据时代下的个性化教学，教师要会甄别，会选择，

发展自己需要的，保留自己珍贵的，让自己既是一名

教育变迁的改革者，又是一名教育发展的传承者。重

新洗牌，不仅能洗牌，更要会洗牌。

（作者单位：大连市旅顺口区九三小学）

（责任编辑：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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