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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终身学习自被提出以来，受到各国的重视和积极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终身学习在时间、空间、技
术的影响下内涵发生了改变，最终在技术、人的发展、日常活动三者共同建构下衍化为终身全方位学习。终身全方

位学习纵向上延续终身学习的一生学习的要求，横向上提倡与日常活动相结合。在技术的影响下，终身全方位学

习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自我导向学习、基于移动终端的不经意学习、基于扩展现实

的沉浸式学习、基于云端服务的组合式学习等多形态学习形式，且这些学习形式已经在我们的日常活动中广泛存

在。在未来，为构建学习型社会，实现教育强国的伟大目标，终身全方位学习在价值理念革新、基础设施配套、学习

服务支持、专业人士培养等方面还面临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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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

1965 年，法国教育理论家保罗·朗格朗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于巴黎召开的国际成人教育促进会议

上提出终身学习( 终身教育) 的概念，改变了人们过

去将人生分割为学习期和工作期的观点，使人们认

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此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及其他国际机构的大力提倡、推广下，终身学习作

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概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

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国际性政策。1996 年，欧洲终身

学习倡议组织和美国教育理事会合作发表了一份声

明，其中，将终身学习定义为“人类持续开发自身潜

力获得毕生所需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并能在需要时

自信、创造性地使用这些知识和技能”。［1］在终身学
习意识和理念的影响下，以日本、澳大利亚、德国为

代表的国家纷纷制定有关终身学习的法律法规，逐

步形成了终身学习的文化氛围。基于此，引导公民

进行持续一生的终身学习及积极践行构建学习型社

会、建设世界教育强国成为全球教育面临的主要任

务。［2］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终身学习有了更广阔的学习途径、
更丰富的教育资源，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与

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在知识的学习上早已不

应“现在学习，以后使用”，也不应仅仅停留在为了

学习而“用一生进行学习”，而应在纵向上贯穿人的

一生，横向上将学习渗透到日常活动中，在生活、工
作、学习、娱乐中遇到问题即时学习，充分使用当代

的学习技术，真正学会求知，从而形成“完整的人”。
诺曼·J·杰克逊( Norman J． Jackson，2011 ) 将这一

新的学习现象定义为“终身全方位学习”，终身全方

位学习已经超越了终身学习的内涵。在平时的日常

活动中即时获取特定信息并使用现代技术为一生的

学习服务，这是在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时代每个

公民进行终身学习的基本要求。［3］此外，要想成为

一个称职的终身全方位学习者，不仅需要有终身学

习的自 我 意 识，还 需 具 有 思 考 和 提 取 信 息 的 能

力。［4］不难看出，终身学习的理念、内涵、学习方式

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终身全方位学习的理念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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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积极的方式引领着信息化时代社会化学习的巨大

风潮，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终身学习，迎接未来社会未

知的挑战。尽管其表现形式因不同国家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价值体系而异，但其通常基于“广泛

地”融入具体生活的各种需求和基于各种资源而产

生，是每个人在每日的生活中持续发生的塑造和改

变人的个性的终身学习新形态。［5］为顺应时代发展

的潮流，厘清终身学习向终身全方位学习的历史演

进，全面分析现代社会下终身全方位学习的内涵发

展，洞悉其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无论对于个人发展还

是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学习型

社会的构建均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二、终身学习到终身全方位学习的历史
演进

终身学习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在早期与成人教

育、终身教育等词混用。有些学者认为终身学习是

成人在走向社会后进行的学习，有的学者则将其定

义为从童年开始的早期学校教育一直到老年的学

习，是人持续一生所进行的学习。终身全方位学习

不仅要求持续一生进行学习，还要求与日常活动相

结合。在终身学习逐步发展成为终身全方位学习的

历史演进过程中，同时在时间维度延伸、空间维度扩

张、技术维度融入三个维度推进演化，在多个时期有

着不同的内涵和社会意义。后在信息技术大发展的

推动下，由于多种理论的引入借鉴，在人的发展、技
术支持、日常活动三者的立体建构下逐渐催生衍化

出终身全方位学习。终身全方位学习正在改变我们

的生活，终身全方位学习理念的提出为人类学习的

模式增加了重要的细节，不仅包括正式的自我导向

的有意识学习，还包括无意识的学习，是基于真实环

境发生的，是个人发展的可靠且有效的方法。
1. 终身学习的诞生: 时间维度的延伸

从时间序列追溯对终身学习的研究，最早是由捷

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 Jan Amos Comenius，1657) 在

《人类改进通论》中提出，书中明确地将整个人生从

出生到死亡划分为八个连续序列阶段，认为人在各

个阶段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6］德国教育家

亚历山大·卡普( Alexander Kapp，1833) 提出成年人

一生中都应保持学习，且保持学习是出于实际的需

要。［7］美国作家爱德华·林德曼( Eduard Lindeman)

在 1926 年出版的《成人教育的意义》一书中提出，

教育形式应不受教室和正式课程的约束，人应把握

好一生中所有的教育机会持续不断地进行学习。［8］

20 世纪 70 年代，在欧洲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个国际机构的共同呼吁和

努力下，正式提出终身学习的概念，预言终身教育不

仅对于教育领域，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社会都将是一

种强大的变革和解放力量。［9］美国教育界也开始关

注终身学习，在 1976 年颁布的《蒙代尔终身学习法

案》中主张重视成人教育，并将成人教育的初级和

中等教育交由学校完成。［10］

然而，终身学习的发展并非一切顺利。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初之后，欧洲国家和美国政府对终身学习

的兴趣减弱，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对终身学习

的兴趣才得以复苏。在学者的引导下，通过了新一

轮的研究和报告，进一步推广普及终身学习的理念，

陆续出台相关的国家政策支持终身学习。在全球竞

争日益加剧和向知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社会现状

下，企业主们意识到，想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益，教

育和培训成为摆脱失业和追求福利的重要手段。此

时的技术人员希望雇主投资他们的教育来提高就业

能力，终身学习的主旨从个人成长转移到人力资源

开发。［11］ 海克 ( Hake，2008 ) 对澳大利亚、中国、法

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挪威、瑞典、泰国和英国等

国家的相关政策进行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终身学

习与就业相关的活动紧密挂钩，提出“学习即是为

了就业”的功利主义思想。［12］近年来，终身学习的呼

声越来越高，各国政府积极鼓励公民终身参与学习，

学者们又回归到终身学习源自于生活服务于生活、
重在形成“完整的人”的观点。尽管走了弯路，但早

期终身学习概念的诞生和思想的萌芽，是教育界的

哥白尼式的革命，随着时间的流逝延伸为当代的终

身全方位学习的概念和范畴。
2. 终身学习的兴起: 空间维度的扩张

早在 194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召开了有关

成人教育的国际会议。1997 年在德国汉堡举行以

此为主题的会议是全球对成人学习和非正式学习认

识的一个转折点。在此次会议上，首次对终身学习

进行了明确的定义。会议明确指出，终身学习是指

成年人正式的或其他形式的，用以提高能力、丰富知

识、提高专业技术能力，以满足自身和社会的需要，

持续一生的学习过程。同时，还按照不同分类标准

对终身学习进行了分类。按照形式，分为正式教育

和非正式教育; 按照教学机构，分为社区学习中心、
私立高中、在职学校、夜校等; 按照目的，分为通识教

育和职业教育; 按照不同层次，分为基础教育、高等

教育、继续教育等。［13］这一关于终身学习的定义从

新的维度开启了研究终身学习的新篇章，也赋予了

终身学习两层含义: 一是终身学习是人类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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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可或缺的学习方式; 二是终身学习已成为应对

21 世纪全球挑战的关键工具，即成为人类实现民主

与和平、尊重人权、维持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

以及劳动力发展的有力渠道和工具。
此后，无论是欧洲的启蒙运动、阅读社团、工人

教育、教堂教育、职业培训、农业再培训，还是在美国

费城的富兰克林研究所、波士顿的洛厄尔研究所、城
镇图书馆、博物馆、农业协会，各行各业都开始意识

到个人成长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众多领域都开始关

注终身学习。例如，在企业培训员工的过程中，科兹

洛夫斯基和法尔( Kozlowski ＆ Farr，1988 ) 发现员工

对新技能的使用、对终身学习的态度以及学习动机

等因素对最终学习效果会产生影响。［14］尽管当时关

注终身学习的行业领域众多，但工作重心主要倾向

于建立让成年人进行群体学习的各类机构和组织，

且重视终身学习中的“教”的问题，对成年人的“学”
还未引起关注。［15］达成的共识是，在学校、学院或大

学里为学习者提供一生所需的所有知识和技能是不

可行的，人们需要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技能，以解决眼

前的问题，并参与持续的职业发展过程。［16］来自各

个领域的对于终身学习的研究促使人们更新了终身

学习的观念，即大部分学习都不是来自于正式学习，

而是将学习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生中在各种环境

下进行学习。这种思想促进了终身全方位学习理念

的形成。
3. 终身学习的重构: 技术维度的融入

最早在成人教育领域提及技术的学者是苏珊·
福斯特( Susan Foster，1988) 。在 1988 年的美国密西

西比州成人教育发展项目的一个报告中，针对成人

识字教学提出四个要素，即教学内容、教学对象、教
学方法和技术、教学评价，并指出技术的使用对教学

效果会有较大影响。［17］新世纪以来，随着通信技术

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学习、移动学习、泛
在学习等概念陆续被提出，基于技术的学习迅速成

为一个热门话题。在技术的支持下，出现了新的学

习方式，即在线学习。杰明斯等人( Jaimes A． et al，
2007) 认为，信息技术如今已经应用在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有了信息技术工具和技术的支持，人们几

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意学习。［18］正如加

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认知科学项目负责人艾斯·赛

金( Ayse Saygin，2010 ) 所说，技术几乎会影响我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娱乐、教育到医疗保健，每天都

有借助技术进行学习的机会，每天都在创造将技术

与学习过程相融合的新方法。［19］在线学习的出现也

推动了终身学习的发展，在世界各地的新兴经济体

中，终身学习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国家发展和改革的

战略手段。
在技术的支持下，学习者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学

习获得更新基本技能的机会，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指出，终身学习应贯穿在人的整

个一生中，学习者在一生的学习生涯中理应获得长

足的支持，其中，基本识字、沟通交流、解决问题、团
队合作、信息技术等通用能力首先值得关注。［20］此

后，高等教育领域开始着力提高学习者的终身学习

能力: 大量的学者研究如何通过技术提高学习者的

终身学习能力，如将技术和多媒体结合到“教与学”
过程中创新教学模式，以提高教学效率; ［21］将终身

学习能力作为学生在大学期间能力培养的重要指

标; 开放虚拟大学、数字大学等共享学习资源，增加

教育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探索新的终身学习的服务

对象; 通过不断探索，将终身学习打造为满足整个行

业和社会需求的一种服务方式。［22］今天，技术成为

进一步获取信息进行终身学习的有力手段，终身学

习成为使用一切技术手段提高技能的终身学习活

动，这正与终身全方位学习的内涵相契合。
4. 终身全方位学习的形成: 三维加持与立体

建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更新，终身全方

位学习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学习中使

用的技术也需要更智能化。技术为人类提供了全新

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影响着人们的日常活

动。人的一生由无数个日常活动构成，包括学习、工
作、生活、娱乐的方方面面，掌握了技术就是掌握了

时代脉搏，可以辅助自己成为复合型、可持续发展的

人。日常活动、技术和人的发展这三者构成了递进

制约的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在日常活动、技

术和人的发展的三维加持下，立体建构出终身全方

位学习的整体面貌，共同书写信息时代终身学习的

新篇章。终身学习中的“终身”一词听起来似乎要

求每一天都需要学习，因而让人感觉乏味，终身全方

位学习理念将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则显得更具有

趣味性且能持之以恒。［23］终身全方位学习为学习者

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宏观层面解释和理解终身

学习，既在横向上将学习融入具体生活情境，又在纵

向上延续了终身学习的理念，提倡学习贯穿人的一

生。根据巴斯特布尔与梅耶尔斯 ( Bastable ＆ My-
ers，2016) 对学习者人生发展阶段的分类，结合台湾

师范大学李隆盛教授提出的信息技术时代技术使用

阶段分类，从人的发展和技术的角度纵览人的生命

发展，从三者交错的关系中整体分析，可以更好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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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和理解人是如何在技术的帮助下在日常活动中进

行终身全方位学习，以及如何持续一生进行学习，进

而成为成功的学习者( 如图 1 所示) 。［24］

巴斯特布尔与梅耶尔斯认为，人的一生可以分

成婴儿期( 出生后 12 个月) 、学步期( 1—2 岁) 、幼儿

期( 3—5 岁) 、中 后 期 儿 童 ( 6—11 岁) 、青 少 年 期

( 12—19 岁) 、青年期( 20—40 岁) 、中年期( 41—64
岁) 、老年期( 65 岁及以上) 八个阶段。［25］另外，人的

一生与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李隆盛教授

的理论，人的一生尽管每个时期都可进行终身全方

位学习，但对技术有不同的敏感期，分为意识期、成
长期、应用期、衰退期。［26］其中，婴儿期、学步期、幼

儿期是对技术的意识期，会意识到技术的存在并开

始探索和学习技术; 中后期儿童、青少年时期是技术

的重要成长期，主要通过学校的学习获得基础技术，

并将技术应用在生活和学习中; 青年期、中年期是技

术的应用期，这个时期将技术应用在日常活动中，使

用技术来解决生活、工作、学习、娱乐中遇到的问题;

老年期是技术的衰退期，对有些新技术会存在困惑。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不同的阶段对技术的敏感度不

同，但每个阶段都会在不断学习中提高技术掌握程

度和应用水平。此外，人一生的终身全方位学习包

括有意学习和无意学习: 有意学习分为外部导向的

学习和自我导向的学习; 无意学习分为不经意学习、
拼接式学习和偶然性学习等可以整合进日常生活的

各种学习。所有的学习形式的集合是组合式学习

( 如图 2 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何种形式的学

习，总会包含无意学习的过程和学习结果; 无意学习

主要源自于生活，可被引导为正式学习。这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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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形式在人工智能、移动终端、扩展现实、云端

服务等技术的影响下不断丰富，促进了人类学习方

式的不断衍化。反之，人类的终身全方位学习的需

求也促进着技术的不断开发和发展，为构建学习型

社会提供技术支撑。

三、终身全方位学习的内涵发展

如今，传统的“在生命的早期尽可能多地接受

正规教育，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收获回报”的观点

早已与时代背道而驰。在当前信息技术时代，“数

字公民”无论在早期接受正式学校教育的过程中还

是走入社会后，在对技术的意识期、成长期、学习和

应用期以及衰退期都会大量接触数字技术，不同的

技术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不同学习形式的支持。［27］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走向 2030》科学报告中指出，人

工智能、扩展现实、云端服务、5G 等技术未来将会在

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更多预算资金以发展工业和教

育，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韩国和美国在内

的多个国家会在以上技术中投入更多资金。［28］纵览

近五年( 2017—2021 年) 地平线报告，其中提名的技

术统计数据显示，人工智能为 5 次，扩展现实、基于

移动终端的移动学习、云端服务分别为 1 次。［29］人

工智能、扩展现实、云端服务等高新技术已经成为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驱动力，为人们进行终身全方位学

习、践行终身全方位学习理念、满足社会需求和个人

自我实现提供了解决之道。在技术的影响下，终身

全方位学习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以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我导向学习、基于移动终端的不

经意学习、基于扩展现实的沉浸式学习、基于云端服

务的组合式学习等多形态学习形式，且这些学习形

式已经在日常活动中广泛存在。
1. 基于人工智能的自我导向学习

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自我导向学习一直是成人

教育学者关注的话题。诺尔斯( M． Knowles，1975 )

认为，自我导向的学习描述了一个学习过程，是指个

人在无论是否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主动判断自己

的学习需求、制定学习目标、选择合适的学习资源，

实施适当的学习策略并评估学习结果。［30］自我导向

学习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能力，是一个人能够实现终

身学习的先决条件。一个成功的自我导向学习者应

该是具备独立、主动、坚持不懈、乐于接受挑战等特

点。基尔帕特里克和古格利米诺( Kilpatrick，2010;

Guglielmino，2013) 认为，在当今这个不断变化、每天

都有海量新信息出现的时代，能与这个世界保持同

步的方法之一就是不断学习出现的新技术。［31］事实

上，自我导向学习已经成为实现终身学习的一项技

能，自我导向学习者首先需要对学习需要进行自我

评估、分析和判断，并对信息源的可靠性进行评估。
往往很多自我导向学习者在这一步就止步不前从而

放弃了学习，最终导致学习没有继续。基于人工智

能的自我导向学习则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导

学系统、督导系统、教务管理系统、培训系统、评价系

统、管理预警系统等为学习者的独立自主学习提供

服务的一种学习模式( 如图 3 所示) ，能有效避免弃

学的发生。

其中，智能导学系统为学习者提供导学服务，防

止迷航; 智能督导系统为学习者提供学习过程管理

和智能指导; 智能教学管理系统对学籍进行管理，完

成分数统计等教学服务; 智能培训系统为学习者提

供特定领域的知识补充; 智能评价系统为学习者提

供学习评价服务，为后续学习提供更好的借鉴; 智能

管理预警系统监控风险因素的变动趋势，向学习者

发出预警信号并提前采取预控对策。人工智能的数

字化、动态性为学习者提供了很多参与的机会，个性

化工具为自我导向学习改善学习者体验提供了便

利。第一，可以为自我导向学习者提供最合适的学

习内容，保证个性化服务。每个学习者的学习方式、
学习风格都大不相同，人工智能系统( 如自适应性

学习系统) 实时生成教学计划以适应这些个体的学

习方式。第二，可以为自我导向学习者提供虚拟辅

导教师和学习环境，进行过程控制。学习过程中难

免会出现对知识点的误解、学习干扰等问题，人工智

能的辅导功能能提供智能辅导，实现学习者自治与

双向通讯的统一，即时答疑，避免在学习中迷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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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以为自我导向学习者提供课堂分析和学习评

价，保障学习效果。例如，基于计算机视觉分析的课

堂行为分析、基于自然语言理解和大数据的教学事

件分析和评语分析等。
人工智能自 20 世纪 40 年代兴起以来，在教育

中应用的案例屡见不鲜。在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

的不断发展影响下，基于人工智能的自我导向学习

成为终身全方位学习的重要学习方式之一。香港大

学开发了一套智能辅导系统 SmartTutor，以支持继续

教育的成人学生进行个别化学习。香港大学对成人

学生的自学能力有较高要求，学生可以使用 Smart-
Tutor 获得一对一的个性化辅导，包括概念、规则和

解决问题的策略等。通过建模，SmartTutor 在辅导

过程中可以扮演多个角色: 提供专业可靠的知识、评
估学生表现以及对学生的错误进行判断并指导等。
此外，还需要时刻关注学生的认知和情感状态及其

随着学习过程的发展而产生的各方面变化，只要学

生的反馈偏离了模型，SmartTutor 就会第一时间给

予反馈和纠正，以保障学习的进行和效果。［32］除此

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辅助基于人工智能进行

自我导向学习的系统，如伊利诺斯理工学院医学院

于 1996 年开发的 CIＲCSIM Tutor 系统可以用自然语

言进行 对 话，帮 助 一 年 级 的 医 学 生 学 习 调 节 血

压; ［33］斯基亚菲诺等人( Schiaffino et al． ，2008 ) 开

发的 eTeacher 是一个支持个性化的电子学习辅助的

智能代理，通过建立学生档案，观察学生在网络课程

中的表现，给出个性化的行动方案，以帮助学生进行

自我导向学习。［34］

2. 基于移动终端的不经意学习

对于终身学习的学习情境和学习结果，人们往

往主要考虑“预期”之内的学习，而对于“非预期”即

预先没有规划的学习则鲜少有人提起。克服拘囿于

有“预期”的定向思维，从更广义的视角看待终身全

方位学习，不难发现生活中存在大量重要的学习需

求，这些需求和学习的情境不是预先计划好的，也不

是为了学习而进行的，即“不经意学习”。由班贝格

大学的乔斯特·雷施曼( Jost Ｒeischmann，2014 ) 提

出的不经意学习是指为满足来源于生活中大量学习

需求而进行的学习，包括有学习目的但无学习计划

的学习和偶然性学习，如参观展览中去查阅某个画

家的资 料 或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烹 饪 了 解 食 材 的 属 性

等。［35］这些学习往往是生活中处理突发的或偶然性

事件所产生的学习需求，具有很强的生成性特征。
这样的学习更容易伴随人的一生，能持续地促进学

习者形成完整的人格，包括人的个性、精神、情感、价

值观以及生存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技能。移动学习

是教育领域快速发展的技术之一，移动终端如智能

手机、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与日常生活更是息息

相关。基于移动终端的不经意学习是指是基于智能

手机、iPAD、iPOD、掌上电脑、笔记本电脑、阅读器甚

至数码相机等无线设备与无线技术相结合，应对生

活中遇到问题而随时随地学习的模式。
不经意学习可以直接转化为正式学习，是有意

识学习的起点。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基于移动终端

的应用程序和软件可以支持终身学习，为基于移动

终端的不经意学习提供了便利。第一，基于移动终

端的不经意学习可以由学习者自主确定学习强度、
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由于设备成本相对较低，一

旦在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中遇到问题，很容易利

用移动终端设备进行即时学习，不受时间地点的限

制。第二，基于移动终端的不经意学习可以为学习

者基于具体情境和需要提供更具个性化的学习体

验。学习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基础和学习偏好指

定量身定制的学习路径。第三，基于移动终端的不

经意学习可以为更多的学习者提供服务。由于移动

终端的大面积普及，即使身处偏远地区的学习者也

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进行不经意的学习。

随着无线网络和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基于这

些移动终端的不经意学习成为人们日常学习的重要

方式。据数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3 月，上海已经有

三成学习者使用移动终端进行学习，其中有三分之

二家长接受儿童使用移动终端，平均可接受每日使

用 40 分钟。［36］2021 年 1 月，浙江省教育厅发布《浙

江省中小学移动学习终端装备和应用指导意见》，

指出学校应当积极将移动学习终端应用于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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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探索，推进深化教学改革，努力用技术为教育现

代化改革发展赋能。［37］不难看出，移动终端已然成

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尽管移动设备不会解决我们

的教育危机，但如果使用得当可以让我们获得有意

义的学习体验。［38］例如，学生在实地考察旅行时，只

需扫描纪念碑或名胜旁边的条形码，就会了解到大

量信息，在此学习基础上激发更深入的学习，甚至直

接引起正式学习。小学生可在家长监护下使用移动

终端浏览信息，发现问题进一步查阅浏览，不断拓展

知识面。另外，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在线课程、在

线实时交互、短视频等各类平台的发展为基于移动

终端和网络的学习提供了较好的平台和资源，成为

了终身全方位学习的主流方式，为全民终身学习体

系的构建注入了新动力。
3. 基于扩展现实的沉浸式学习

近几年来，人们对扩展现实技术的兴趣激增。
扩展现实配上语音以及背景音乐，在复杂视觉显示

的衬托下，为学习者提供了更生动形象的学习环境、
更生动的学习体验和扩展的学习环境。扩展现实是

指由计算机创建生成环境或物体的技术，连结着现

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为用户提供实际环境的信息，以

增强多维感官体验。［39］对于倾向于视觉和动觉学习

风格的人来说，扩展现实技术可以提供更具包容性

和可访问性的学习体验，可以使学习者沉浸在课程

中学习，即沉浸式学习。沉浸式学习是指学习者处

在模拟或人工创设的环境中，就像置身于一个真实

的环境并沉浸在其中的学习过程，这种类型的学习

在在线学习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如交互式博物馆展

览、交互式在线图书等。［40］沉浸式学习可以提供人

工的、数字化的内容和环境，精确地复制真实的生活

场景，在这个无隐患和安全的空间，学习得以重复进

行，直至学习者满意为止。基于扩展现实的沉浸式

学习是指在模拟真实环境的高度互动的人工创设的

环境中，模糊虚拟与真实的边界，缩短学习者与真实

情境的距离，排除干扰集中注意力进行浸润式的学

习。目前，扩展现实的沉浸式学习可以通过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360 度视频、虚拟实验室等

技术实现。
基于扩展现实的沉浸式学习为学习者提供身临

其境的感受和前所未有的体验，具有较高的应用价

值。第一，节约教学成本。采用沉浸式学习可以降

低学习者到达学习地点的成本，且多个学习者可以

使用多个设备在模拟环境中同时进行学习，减少了

培训的总时间和师资成本。第二，提供近乎真实的

学习环境。扩展现实的环境创设基于真实环境的数

据，可以为学习者提供真实的学习体验。第三，提供

实时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基于扩展现实的沉浸式学

习以学习者为中心，并在学习者具体的能力分析、兴
趣参考和学习期望的综合数据分析之下，依据学习

者的学习结果提出个性化指导意见以促进学习者的

学习。第四，提供安全可靠的学习环境。现实生活

中，如果出现安全问题，则代价巨大。基于扩展现实

的沉浸式学习可以在模拟的危险环境中完成，使个

人减少试错成本。第五，提高学习者参与度。在高

度现实模拟的学习环境中，游戏化的学习环境使得

学习更有趣味性，充分激发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使

其在增加参与度的同时获得更深刻的学习体验。［41］

目前，大众所接触的扩展现实技术普遍应用在

影视拍摄、舞台演艺和教育等领域。20 世纪 70 年

代末，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

早期的虚拟现实地图模拟技术，让用户可以在科罗

拉多州阿斯彭( Aspen) 的街道上行走。20 世纪 90
年代初，波音公司( Boeing) 的研究人员开发了第一

个虚拟现实应用，指导飞机组装工人安装线路。从

这时起，扩展现实设备变得越来越小型化，并成为可

穿戴设备。［42］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拥

有世界上第一个虚拟现实大型研究室，在面积大概

为 2 500 平方英尺的实验室配备了 100 个三星 HMD
Odyssey + 虚拟现实头盔，与一台高性能的惠普电脑

相连，解决了看三维图像的问题，并能帮助学生理解

三维关系。医学教育方面的基于扩展现实的沉浸式

学习也应用广泛，如全球脊柱大会( GSC) 关于虚拟

现实辅助脊柱手术的研讨会提出培养脊柱手术外科

医生可以完全不使用人体进行实验，通过扩展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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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培训并计划在 2021 年实现目标。［43］在国内，位

于上海的扩展现实技术制造商影创科技 ( Shadow
Creator) 致力于各类穿戴设备的开发，如即墨 ( JI-
MO) 眼镜被设计成如普通眼镜一样，在听课的过程

中学习者佩戴后，基于 5G 网络形成全息教室，为教

室增加了新的维度。［44］尽管沉浸式学习前景可期，

但同时也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技术使用能力、教学管

理能力、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教育机构的资金投入

等方面提出了挑战。
4. 基于云端服务的组合式学习

为满足现代环境中以安全、方便、有效的方式处

理重要文件的需求，云端服务成为不可或缺的应用

之一。云端服务是一种计算形式，在这种计算形式

下，数字基础设施和在线资源可由第三方供应商按

需在线提供，公司完全负责数据存储、传输和维护，

用户只需要使用所需功能完成远程会议、协同办公、
信息管理、电子商务、游戏娱乐等活动。云端计算具

有可重复性、可替换性( 如替代实现、专用接口和运

行时组件替换) 、可扩展性和灵活性。一般来说，云

端服务分为公共云端服务和私有云端服务。公共云

端服务有三种基本类型: 软件服务，如文件存储和备

份，基于网络的电子邮件和项目管理工具; 基础设施

服务，提供商维护所有存储服务器和网络硬件，如提

供负载平衡、应用程序防火墙等服务; 平台服务，提

供数据库、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用户可以使用它们

开发基于云端的软件，而无需底层维护。私有云端

服务则是平台和软件属于运营公司，且用户可以架

构自己的内部基础设施、应用程序和数据，通常为使

用高度敏感数据的用户提供。［45］现实的学习具有相

当的复杂性，有意的、无意的、外部导向的、自我导向

的学习时有发生，涉及认知、社会、伦理、情感等各个

领域的学习表现出多维的组合式的状态，即组合式

的学习形式产生多维的学习结果。这些不同的维度

构建出高度个性化的学习成果。组合式学习就是所

进行的有意学习和无意学习的综合，即所有的学习

形式的集合。基于云端服务的组合学习则是利用云

端服务的基础设施服务、平台服务和软件服务，获得

动态可分配的存储和计算资源，进行有意识或无意

识的学习，由教师、教学辅导人员和学习者共同创建

出可持续的数字化学习生态系统。
学习者可以借助云端针对大部分用户的公共服

务进行自我导向的学习、不经意学习，还可以利用定

制的私有服务进行沉浸式学习，也可进行组合式学

习。同时，当用户需求发生变化时，云端能通过扩展

硬件和软件等多方面的服务轻松地为学习者提供解

决方案。第一，云端服务为学习者的组合式学习提

供安全可靠的优质资源。学习者可以在任何时间和

任何地点通过配置文件访问处于世界各地的服务

器，存储在其中的信息安全可靠、可重复利用。第

二，云端服务为学习者的组合式学习提供低成本的

创新平台。学习者通过云端服务的软件开发、管理

和部署服务，结合大数据、机器人、物联网等技术工

具，选择适合自己的工具为学习服务，而不必投资于

底层基础设施或处理维护和升级。第三，云端服务

为学习者的组合式学习提供高度交互的协作平台。
学习者利用云端服务的自动化数据组织和协同服务

等功能，与同伴完成交互，共同构建、测试和部署产

品或任务，使用内置的工具和模板配置其功能和

接口。

人们可以使用云端服务中的软件服务、平台服

务、基础设施服务随时进行组合式学习。使用云端

服务的软件服务功能可以帮助学生协同完成学习任

务。编程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思考、设计、实现、测试

和调试，然而，合作编程则可以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

讨论和协作下完成，如利用云同步纯文本笔记软件

Simplenote 为学生提供讨论的平台、利用谷歌文档

支持学生进行设计、利用在线代码运行软件 Code-
Ｒun 支持学生编程( 可支持在线创建项目、在线调

试、在线运行程序) 。在这三个协作软件的支持下，

共同讨论、共同设计，师生合作完成编程。［46］使用云

端服务的平台服务功能的 Apache Stratos 提供一个

云端的开发、测试和运行的弹性化应用程序，学习者

使用编程软件 PHP 和 MySQL 的云计算平台完成数

据库开发和测试、自动化资源管理及交费管理; 开源

的电子商务系统 Magento 商业云提供用于电子商务

开发、测试、部署和维护的工具，学习者可以随时随

地访问存储设置，并自动化服务进程。使用云端服

务的基础设施服务的 IBM 基础设施基于内部服务

来存储用户的数据，支持学习者进行远程数据访问，

在订阅的基础上启用云存储和虚拟开发环境，为学

习者提供创新平台。同时，IBM 服务器支持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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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块链和物联网，可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

环境。［47］

四、终身全方位学习的未来挑战

终身全方位学习为学习者打开了一个新的视

角，然而，这种宽泛的学习形式似乎难以组织教学且

不具有系统性。同时，终身全方位学习的结果具有

高度的个体化，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个体间的学习

也没有可比性，学习的范围、内容、维度和质量完全

依赖于学习者个体，这就对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创设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平线报告 2020》指出，在未

来还需提供更广泛的学习途径，继续发展在线教育

和建设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旨在提供更灵活的学

习体验和“跳出思维定式”的学习机会，并重新定义

人们的学习方法。［48］因此，为满足全民终身全方位

学习需求，构建全新的学习生态系统，终身全方位学

习必然会在价值理念的革新、基础设施的配套、学习

服务的支持、专业人士的培养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在未来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 价值理念的革新

早期的成人教育观念认为成人教育是成人的制

度化教育，应改变这种狭隘的观念，在日常活动中发

现更多的学习需求，探寻更多的学习形式。理解、重
视和利用一切机会是支持人们走上终身全方位学习

道路的先决条件。同时，为应对信息社会的迅猛发

展，需要及时更新理念，以应对社会日趋全球化、老
龄化等挑战。终身全方位学习理论表明，学习是一

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存在于许多传统和非传统的、正
式和非正式的情境中，对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提出了

新要求。［49］因此，为了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对于管

理者来说，需要从顶层设计考虑，完善政府的社会服

务功能，创新服务方向，从政策制定、技术开发、硬件

支持、绩效评估等多方面向终身全方位学习倾斜，鼓

励大众进行终身全方位学习，贯彻“学习来源于日

常活动、服务于日常活动”的理念，为构建学习型社

会创造条件。对于专业从业者来说，需要及时转变

角色，实施灵活的学术研究范式以及创新的教学方

法和评价方式，从学习的指导者、管理者尽快转变为

学习助手、顾问、学习环境创建工程师等角色。对于

学习者来说，需要处处留意生活中存在的学习需要，

进行自我改造，做学习的有心人，充分利用好当代的

先进学习设备和环境进行终身全方位学习，塑造自

己完整的人格。
2. 基础设施的配套

人们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学习，支

持终身全方位学习的环境对终身学习者来说至关重

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8 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目前为止，全

球最大信息通信网络已建立，数字新基建基础也在

不断夯实。［50］基础设施中的硬件问题基本解决，但

还存在正规环境之外的学习结果往往不被认可、没
有支持学习的相关资源等问题。因此，应创建正式

学习和非正式学习无缝衔接的学习环境，亟待政府

在文化、卫生、教育、技术等多个领域的进行系统协

调。从生态学视角来看，学习环境已经从学校扩展

到更广阔的空间，甚至扩展到整个社会，涉及具体学

习环境的创设、准备学习资源、提供学习机会、触发

学习的发生、支持学习的手段、学习结果的认可、学
习的评 价 等 多 个 方 面。贝 朗 格·保 罗 ( Belanger
Paul，2017) 提出，支持终身学习的基础设施配套应

首先关注终身学习的环境创设问题，其中最受关注

的就是创建高度互联的智慧化城市。［51］其中，教师

可能会倾向于扮演生活教练的角色，负责激励学习，

让日常活动中的组合学习成为可能。基于大数据、
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5D 打印和可再生能源的

智慧城市为终身学习提供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可

为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创造深度个性化和情

境化的学习机会。基于区块链技术促进正式学习和

非正式学习的链接，可实现学分互认，降低学习评价

和管理成本。［52］

3. 学习服务的支持

信息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为学习

带来了新的机会，终身全方位学习为人类的教育提

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但对学习服务的支持则提出

了历史性的挑战。如何支持学生的学习、为学生提

供有效的学习服务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据统计，2020 年基于各类形式的终身学习增加了

16%，而传统培训行业基于教师指导的成人培训减

少了 16%，且全年有 62%的企业在疫情影响下增加

了数字化培训支出。［53］除了职业发展之外，在信息

技术支持下，人们更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更期望通

过个人努力来达到自我完善，实现高层次、高品质的

精神追求。因此，终身全方位学习者的人数越来越

多，而且学习者的学习习惯呈现出日益数字化和高

科技趋势。在人数众多且学习内容涉猎较广的情况

下，终身全方位学习的学习服务支持在很多方面需

要进一步提高: 需要创建支持终身全方位学习的学

习型组织，以促进学习者之间的同伴学习，使技能多

样化; 进一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帮助学习者处理

日常活动中可能促发学习的各类事件，促进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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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探索新的领域; 加强支持终身全方位学习的

咨询服务，避免学习过程中出现迷失的现象; 进一步

完善基于扩展现实和 5G 技术的远程工作和体验平

台，使得沉浸式学习有更直接的体验感; 注重培养学

习者的软技能，如沟通交流能力、咨询能力; 针对学

习者使用大量时间搜索和收集信息的问题，将重心

从内容开发转向内容管理，以便向学员提供及时准

确的信息; ［54］进一步开发游戏式学习课程，在简化

的学习过程和课程内容中吸引学习者，提高学习动

机水平，培养情感，进一步强化沉浸式学习体验，［55］

等等。
4. 专业人士的培养

国家和各级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投资教育是对未

来的投资，世界各地的大学开始设置终身学习专业，

意在培养终身学习领域的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

朱永新教授在《未来学校》中指出，未来会取消实体

学校，取消寒暑假，学生进行终身全方位学习，需要

教师指导时就预约学习指导中心的教师进行个别化

指导。［56］在非正式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在无人引导

的学习中由于配套不足可能存在被误导学习的风

险。［57］因此，支持和满足学习者的复杂学习需求、培
养终身教育专业从业人员迫在眉睫。终身教育专业

从业人员是终身学习领域的推动者和促进者，他们

能够以多种方式影响和改进终身学习领域的理论和

实践发展，为社会变革服务。当今，终身全方位学习

需要专业人士有效地进行管理和指导学习，以保障

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因此，在高校设置终身学习专业

势在必行。对于这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更多

的来自政府和教育决策部门的关注。另外，除了教

学之外，这些专业人员还必须能够计划和组织学习，

掌握咨询和沟通技巧，进行教学管理、教学评价和教

学研究等，在掌握大量理论基础和具备从教基本素

养的基础上，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充当学习助手和顾

问的角色。终身学习者想要获得好的学习体验，需

要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专业的指导，因此，培养专业

化终身学习从业者队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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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Investigation，Connotation Analysis and Future
Challenge of Lifelong All-round Learning

XU Jin-xia
(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19，China)

【Abstract】Lifelong learning has been emphasized and actively practiced by all countries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 With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times，the connota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has chang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ime，space and technology． Finally，it e-
volved into lifelong all-round learning under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human development and daily activities． Lifelong all-
round learning vertically extends the requirement of lifelong learning，and horizontally advocates the combination of daily activities． Un-
der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the connotation of lifelong all-round learning has been further developed，multi-form learning forms
such as self-guided learning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advertent learning based on mobile terminals，immersive learning based
on extended reality，and combined learning based on cloud services have been formed． These learning form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our daily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lifelong all-round learning still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 the innovation of value concepts，the sup-
port of infrastructure ，the support of learning services，and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s，in order to build learning society and realize
the great goal of education power．
【Key words】lifelong learning; lifelong all-round learning; lifelong learner

( 编辑 /乔瑞雪)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