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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西方终身教育观念透视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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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终身教育是一种强调人的终身发展的教育观念，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却面临着许多困境。为促

进我国终身教育的发展，需重视从思想观念和实践上对其进行转变，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接纳和拥抱人工智能时

代所带来的挑战，从而促进终身教育自身的发展。通过对中西方终身教育观念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其在理念、

目标和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实践上存在一定差异。我国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可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终

身教育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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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激增、知
识的爆炸等都对传统教育产生了巨大冲击，这要求

我们从思想观念和实践层面进行转变，以更加开放

的态度接纳和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所带来的挑战。从

思想观念和实践层面对终身教育进行深入探讨，以

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使

得很多原本需要依靠人力的工作被代替，人类社会

正在进入“人机共生”时代。因此，人类将面临更多

的机遇和挑战，这也对社会中人的自我实现和终身

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终身教育

作为一种强调人的终身发展的教育观念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终身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

心，它强调人在整个一生中都应该通过不断接受教

育而获得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机会，并最终实现人生

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终身教育作为面

向未来发展、以促进人的终身发展为目的的教育观

念面临着许多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

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工智能未来在社

会中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并且终身教育的过

程必须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人类带来的影响进行

综合考虑; 其次，虽然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推动终身教

育朝着个性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但人们仍然需要

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以适应人工智能技术所带

来的挑战;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将可能被广泛

应用于各个领域，从而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

和改变。
这种观念认为人类在整个一生中都需要通过不

断学习来提升自我能力，从而满足社会发展对各种

人才多样化、个性化、高素质、高水平人才需求。这

种观念不仅体现了人在一生中都应具备学习能力和

学习愿望以及学习动力和学习习惯等方面所具备的

素质要求，而且还强调了人在一生中都应该通过不

断学习来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多样

化、个性化、高水平人才需求。这种观念是现代社会

中人们普遍接受且认可并追求的一种价值观［1］。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需要从观念上对终身教育

进行重新审视和认识，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对

待人工智能时代所带来的挑战。
一方面需要借鉴西方终身教育观念中好的经

验和做法以促进我国终身教育观念自身发展; 另

一方面，也需要更加开放地对待人工智能时代所

带来的挑战并从中寻找发展机遇。首先，需要认

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对终身教育观念和实践产生了

深刻影响; 其次，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会对整

个社会经济结构、个人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

关系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 最后，需要认识到人工

智能技术可能会改变人对学习本质、学习目的和

学习能力等方面认知。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人工智能时代对终身教育

观念和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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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终身教育观念进行对比研究，并从中得出有益启

示，以促进我国终身教育观念和实践发展。

二、终身教育的发展理念

在终身教育观念发展的初期，人们往往将其理

解为一种关于教育的观念，即将教育视为终身发展

的关键阶段，并将其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种行为。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终身教育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以

下两大理念: 一是终身教育发展应与社会生活、个

人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人们认为只

有完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才算是完成了学习

生涯。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人作为个体生命的成

长，更是将教育视为一种被动的知识灌输过程［2］。
终身教育倡导建立一种积极主动的学习型社会，强

调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对人进行全面的教育: 在

社会层面，强调人们对教育目标、内容、形式等方面

进行主动选择; 在个人层面，强调人们要终身学习，

通过学习实现个人价值。二是终身教育应关注个体

学习、社会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传统教育

观念中，个体通过学校来完成一生中的所有学习内

容和活动。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这种传统观

念逐渐受到挑战。
20 世纪末以来，终身教育倡导将终身学习作为

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通过各种形式来获取知识、
技能和经验，从而满足人们在不同阶段发展所需要

的各种能力和素质。在社会层面，终身教育强调社

会参与、参与体验以及参与发展。具体而言，终身教

育不仅能够让人们获取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

能，更是人们与他人建立联系、提升自我价值和完善

自我人格的重要方式。
第一种理念与第二种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前

者将教育视为一种被动接受知识和技能的过程; 后

者则将其视为一种积极主动学习的过程。而人工智

能时代对学习型社会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若要实

现终身教育理念在现实中得到充分应用并取得良好

成效，就需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尽管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性，但这种差异并

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价值取向不同或者发展理念不

同。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

同的教育理念: 传统观念是“有教无类”( Learning
from others) 思想在教育中的体现; 而人工智能时代

所倡导的“学习无国界”( Learning from one’s home)

则反映了当今社会在教育领域内对终身学习、终身

发展理念的认同。如果说传统观念更多强调人对于

自身发展、对知识和技能获取等方面所具有的权利

和义务的话，那么人工智能时代所倡导的“学习无

国界”则更加注重个体对于自身发展和个人价值实

现方面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种理念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基础，认为终身

学习是个体进行自我发展与完善以及与他人建立联

系和互动的过程。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思想从终身教

育产生之初就开始萌芽发展，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以后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它强调

终身教育应具有包容性与多样性，鼓励人们通过多

种途径来实现自我价值和完善自身人格。
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强调终身学习对于个体发

展、社会发展以及二者之间关系建立等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但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 一方面，多元

文化主义所倡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并非真正意

义上实现了人人都享有同样的学习机会和权利; 另

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要求人们在追求自我发展与

完善时考虑到他人同样需要自我发展与完善。因

此，终身教育作为一种教育观念需要进一步深化研

究，以促进其在现实中更好地运用和发展。

三、中西方终身教育目标与内容的差异

( 一) 教育目标

不同国家对终身教育的目标不同，体现了其自

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也影响着终身教育在全

球范围内的实践。从全球来看，美国是第一个将终

身教育写入宪法的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

开始向社会推广终身教育理念，并对其进行立法和

监督。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设立了全国学习型社会

联合会，以协调和促进全国各个社区的学习活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开始

着手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科技创新体系。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通过《国家竞争力和技术政策》，在宏

观上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战略。20 世纪

90 年代后，美国通过《教育现代化法案》和《21 世纪

教育计划》等文件的颁布，进一步强化了终身教育

观念。此外，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都通过

宪法或相关法律文件明确了终身教育目标。
从中国来看，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全

面建成学习型社会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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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法律层面上

明确了终身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对于终身教育的目标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构建学习型社会来促

进人的终身发展; 二是通过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来保

障社会成员获得足够的职业技能和工作技能，进而

促进个人的发展。具体来看，我国确立了“以人为

本”的基本理念和“五育并举”的育人体系。“以人

为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社会整体角度

看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从个人角度看要促进

个体全面发展。此外，我国还强调了“五育并举”的

育人体系［3］。从实践来看，我国在多个领域都在进

行终身教育实践探索和实践活动。
( 二) 内容差异

1．在基础教育方面

西方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是指在正规学校中所

进行的教育，这也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国家的基础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正规

学校中所进行的教育，主要指学校内的课程教学，如

小学、中学和大学; 二是社会上所进行的各种学习活

动，如语言、文学和艺术教育; 三是工作场所中所进

行的各种教育，如社区服务等［4］。其中，基础教育

又包括正规学校内教育和社会上各种学习活动。而

我国基础教育则主要是指在正规学校中所进行的教

育，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等。虽然在这三个

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都十分重视基础教育，但不同

国家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异。如在美国，其基础教

育包括四个阶段，即预备教育阶段、正规教育阶段、
高级教育阶段、社区学院或大学。

2．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

我国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已经开展了多年。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就已经将职业技术教育作

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纳入正规学校教育之中，并

且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这一教育形式的发展。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仍然存在许

多不足。如在西方国家，其职业技术教育具有明确

的目标和方向，并且在实施过程中也具有较为成熟

的课程体系。在我国，由于其职业技术教育还处于

初级阶段，因此其所开设的课程也较为简单; 由于我

国缺少相关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劳动

力市场需求体系，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对职业技术教

育内容的研究。
3．在成人继续教育方面

成人继续教育是指对已达到一定年龄的人进行

的具有职业发展目的的教育，既为在职人员提供培

训以及进修机会，也为那些希望学习新技术、新知识

和新技能的人提供一种新的途径。从本质上看，成

人继续教育是一种在职培训，即对尚未离开学校或

正在离开学校但工作或学习需要更新知识、提高技

能的成人进行培训。成人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他教育所不具备的

优势。成人继续教育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对老年人

进行的社会福利服务; 二是对中年人进行的职业培

训; 三是对年轻人进行的职业培训。

四、高校终身教育现状

为最终建设成为学习型社会，我国必须依靠教

育这一重要手段，特别是高校教育，而终身教育理念

的发展与普及是最终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途径。
终身教育理念的普及不仅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

展，还对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终身教育理念

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使高校成为学习型社会的重

要组成部分，促进了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20
世纪 40 年代，“终身教育”的概念开始被提出。随

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增加，人们逐渐意

识到单纯的学校教育已经无法满足个体的发展需

求，人们开始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对自己的知识、技

能、职业生涯进行不断的补充与完善［5］。在这一过

程中，终身教育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并逐步成为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终身教育最早源于英国。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教育改革和探

索，以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
在我国，终身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之间有

十分紧密的联系，并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

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结果，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

很多成就，终身教育理念也随之不断完善，并逐渐为

公众所接受，但在高校终身教育领域，我国却一直都

缺乏相关的理论体系或者是完善的实践模式。一直

以来，我国高校终身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主要集

中在成人高等教育领域，成人高等教育内部也没有

形成关于终身学习的系统理论。虽然学界已将高校

终身教育列为研究主题，但学界对此的研究多限于

理论探讨和个案分析，尚未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理

论成果。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终身教育理

念在我国越来越被重视，终身教育也逐渐成为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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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但由于受传统观念和长期计

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人们对终身教育的认识还存在

很多误区和短板，高校终身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

还存在诸多问题。终身教育对于教育发展而言是十

分重要的趋势，也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手段，高

校应把终身教育理念贯穿到办学全过程，在开展教

育活动过程中，始终将终身教育的理念贯穿其中，始

终将建设学习型社会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使高校

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五、促进高校终身发展教育的措施

( 一) 明确终身教育目标

高校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终身教育

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目标来落实，使得终身教育的理

念能够始终对教育过程产生影响，并且要加强教师

与学生对于终身教育体系的认识。终身教育是一种

具备创新性的教育理念，从其诞生到现在，经历了漫

长的发展历程，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稳定的理

论体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高校要以正确的认识

和心态去理解终身教育理念。终身教育理念的精髓

就是“人在一生中始终处在不断学习和接受教育的

状态”。这种观点强调了学习是人一生中始终处于

不断发展过程中，因此，我们应该把学习作为人一生

中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重要方式。高校

必须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理念。学生在大

学期间就要注重培养自己对知识和技能不断学习和

更新能力。高校应该立志于培养具备创新精神以及

能力的人才，同时要保证最终培养的人才能够满足

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从而形成终身学习型社会。
( 二) 重视宣传工作，打造终身教育氛围

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它不是以传统

学校为主体的学校教育，而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

以教师、教材、教学设施为辅助的多层次、多形式的

教育。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

强的实践能力。因此，为了使高校终身发展教育能

够更好地实施，高校必须依据终身教育理念的发展

特点，建设一支能够促进终身教育发展的教师人才

队伍。为此，高校应根据自身特点，结合学校实际情

况，制定合理有效的师资队伍建设目标和规划，并通

过多种途径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开展教育活

动的过程中，既要不断提升教师的个人素质，也要对

教师的思想以及职业方面进行道德教育，从而保证

教师能够真正地去认识到终身教育理念的重要性，

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不断提升自我的专业素质以及

道德水平。
( 三) 完善终身教育设施

在开展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必须有完善的基础

设施作为支撑，如果基础设施不完善，就不可能开展

好教育活动。而我国高校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工作虽

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由于缺乏相应的资金投

入，一些高校在终身教育设施方面仍然存在严重不

足。因此，高校必须在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下，不

断加大对终身教育设施建设工作的投入力度。
首先，应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政

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有关文件等方式积极推

动社会力量参与到高校终身教育设施建设工作中

来。其次，要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对高校终身教育设

施建设工作的支持。社会各界应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为高校终身教育设施建设工作提供支持，如

企业可以为高校提供实训场地; 社区可以为高校提

供更多的活动场所; 个人可以为高校提供免费学习

机会等。通过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不断完善我国

高校终身教育设施建设工作［6］。
( 四) 完善终身教育内容

开发高校终身发展教育的课程体系，完善终身

教育内容，是实现终身教育目标的前提和保障。课

程是教师、学生和学校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交流和互

动的载体。学校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发、
整合多种类型的课程，丰富课程内容，从而能够最大

限度地满足学生在个人学习以及发展方面的需求。
同时，还应不断丰富和完善终身教育内容，并根据时

代发展的需要对教育的内容进行及时的完善和优

化，对其缺乏的内容进行补充。在对课程进行建设

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相关的教育规律以及学生的

成长规律来进行，始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突出实践性、应用性、创新性。如在高等数学课程建

设过程中，可以开设一些与当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的新内容，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知识、运用知识，

真正实现“活到老、学到老”。
( 五) 注重实效，提升终身教育质量

终身教育要取得实效，就必须优化终身教育质

量。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不断提高高校教师的教育

教学能力。只有教师具备了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能

力，才能确保终身教育质量的有效提升。为此，高校

必须重视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并且要加强对高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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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培训力度。另一方面，要对学生的学习方法进

一步优化。终身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形式单一的

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终身教育的发展。
为此，应积极推进高校终身学习理念转化为学生学

习方式，引导学生在学校课堂学习的基础上充分利

用自身优势和特长在课外进行自主学习，使学生学

习的空间更加广阔，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 六) 建立保障体系，保障终身教育发展

为了推进高校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应建立健全

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机构，保障终身教育实施。一是

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负责推进高校终身教育体系

建设工作; 二是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明确各部门工

作职责; 三是要建设学习型的机构以及社区教育机

构，负责高校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工作; 四是加大对终

身教育的投入，设立专门的经费预算，保证终身教育

工作开展所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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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and Practice of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n Weiye Chai Yongqi Qin Ｒuirui

(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 Lifelong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al concept that emphasizes the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but its practice on a global scale

meets many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education in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

ical concepts and practices，and embrace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with a more open attitude，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

opment of lifelong education itself．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certain similarities in concept，objectives，and content，but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practice． The experience of western countries in developing

lifelong education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ociety in China．

Key words: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Perspective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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