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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变传统教与学的方式，让学生个性化成长，需要改变教学空间。2020年，浙江省首次提出“中小学新型教学空间”这个概念，并部署了1000个中小

学新型教学空间的建设项目。2020年年底，浙江省公布了全省中小学新型教学空间100个优秀案例和10个典型示范案例，引起教育界热议。那么，什么是新型教

学空间，又该如何推进新型教学空间建设？为此，本报约请专家对新型教学空间的定义、建设理念等方面进行阐述，并约请部分教育局局长和校长从区域、学校等

角度，提供案例。本期聚焦——

建设新型教学空间，连接学习与生活

□衢州市柯城区教育局副局长
刘秀芬

教育专家朱永新教授认为，今

天的学校会被未来的学习中心取

代。我亦认为，新型教学空间建设

是未来学习中心的现代探索。

2020年，柯城区教育局投入专

项建设资金1000万元，建成26个新

型教学空间并投入使用，以新型教

学空间建设成功牵引区域教育改

革，改变师生教与学的样态，重构区

域教育生态，推进城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

一、校长的理念更新是建设关键

食堂即食堂，寝室即寝室——

校长们在校园建设中往往囿于各场

馆的物用功能，而缺乏新型教学空

间建设的思维。引导校长们理

解、关注、审视、倡导学生在校园

公共空间中发生非正式学习，是

建设新型教学空间的思想基础。

校长们要具备“学习随时发

生，校园内任何场域都应该建

成教学空间”的理念，在学校特

色办学提亮、特色课程提升、教

学改革深化、师生发展需求等

工作的顶层设计中关注新型教

学空间。

随着城镇化加速，越来越多

的学生到城区学校就读，农村学

校自然小班化，有的班级只有六

七名学生，教室内出现富余空

间。我们借“互联网+义务教育”

项目建设的时机，在所有农村小

规模学校实施“全科教室”项目，

将教室建设成教学、手工、阅读、

养殖、游戏等多个互联互通的物

理空间，将学段相关的书籍、教

具、学具、器材从各专用场馆中挪

出来，摆进“全科教室”的各个空

间，将教室变成了一个可以开展

多学科教学活动的“师生之家”，

将师生之间的教学关系改变为共

同成长的家人关系，将以往执行

单一学科教学任务的教师提升为

“一专多能”的全科教师和项目学

习导师。“全科教室”改变了师生

的教学方式，让这些教师对教育

的职业核心价值有了全新的认

识。同时，“全科教室”还将区域

教育的“痛点”变成了“亮点”，为

解决城乡教育均衡提供了新方

法、新手段。

二、教师的主体参与是建设核心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设计者、介

入者、引领者、指导者，因此必须让

他们成为新型教学空间的建设主

体。只有依托于他们的教学理念、

课程思想来建设，才可能成就具有

生命力、可常态、可生长的教学空

间。因此，在各个项目的建设过程

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教师课程实施

活动的需要为中心，让负责使用的

教师团队在项目启动时就成为主

体，从空间布局到装修布置，从课程

的目标设计、资源采集到课程实施

活动的各种场景设计，再到最后的

应用和评价，全程参与，充分尊重。

教师们的教育理念和专业特长让各

个教学空间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

的创新样态，也让自己的专业成长

有了新的动力和新的方式。

三、项目化学习的实施是建设载体

新型教学空间的建设，绝不只

是物理空间的打造与设施设备的添

加，其本质内核是与教学空间相依

相生、互通共融、共生共长的项目课

程。如何让学生在教学空间中基于

真实情境解决真实问题，自然生发

学习，需要以项目课程来驱动；而项

目化学习要依托教学空间来引起学

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索欲望，提供学

习资源、学习情境与学习磁场，记

录学生的学习过程，联结多学科、

立体化的跨界实践。以柯城区鹿

鸣小学七里校区为例，整个校园

就是一个大的“劳动”教学空间。

我以《一个萝卜的故事》学习项目

来介绍第一期空间建设。学生们

在“一亩三分田”中进行不同土

壤、不同品种的萝卜种植对比实

验；在“温暖食光”中，学习如何熬

煮萝卜汤、制作萝卜馅煎饼、烹饪

萝卜丝八宝菜；在“全科教室”里，

开展萝卜印章雕刻、拔萝卜音乐

剧、萝卜百科搜集、手工萝卜宴等

的实践；在“直播间”里，尝试给萝

卜产品打广告、组织售卖会……这

场“萝卜为王”的长周期项目学习，

让教学空间实现了“从 house 到

home,再到 family”的内质演变，

发生了真正的学习体验、能力提升

与情感升华。

四、教学空间的互相联结是建设

导向

朱永新教授在《未来学校》中

说：未来的学习中心不再是孤岛，而

是彼此连接的环岛。我们的新型教

学空间建设也不能仅仅是一些点上

应用，而应该是互通互联的空间群。

首先，校内的教学空间要从点

变成群，能在校园内构建起支撑师

生成长的互为关联的泛在学习环

境。例如，新华小学有“创意、创型、

创美、创造”空间群，下村校区有“三

园一宅一林两分田”空间群，白云学

校有数字教学空间群，鹿鸣小学有

“筑梦空间”群，花园小学有“诗意花

园”空间群等，这些新型教学空间群

联结起越来越多的资源、课程、思想

和心灵，也联结起了更多的教育希

望和梦想。

其次，要能实现两所或多所学

校之间的联结。早在2006年，柯城

区就率先在全省破解城乡教育二元

结构问题，探索出一条“一校两区”

的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路子，得到了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批示。

但2020年之前的“一校两区”模式，

我们强调通过城区优质学校对农村

学校的“托管”，实现城乡两个校区

教育管理的一体化。而如今，借助

新型教学空间的建设，我们让两个

校区融合为一个互依共生的发展共

同体，除了物理间隔，两个校区的师

生在文化和心灵认知上不再有城

乡、主辅之分，农村学校独有的教学

空间特色和优势，反哺至城区学

校。我们称这一模式为“两区一

校”。以新华小学两校区的“光合森

林”教学空间为例，借助物联网等技

术，城里学生能够时刻感知美丽的

农村校园，共同参与其独特的户外

学习研究课程。两处不同物理空间

的学生一起参与学习过程并分享学

习成果，带领他们成长的是相同的

教师组合，包括线下的和线上的，形

成了“双师一班”的形式。

新型教学空间建设，是以虚实

空间融合、线上线下互动、资源优势

共享为特征的教育改革新样态，打

破传统的课堂与教学概念，重构教

室、操场等校内建筑与物理空间，重

新界定学习共同体，活性配置学习

资源，联动泛在学习、混合学习、合

作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指向学生

创造能力、审美能力、协作能力、知

识的情境化与社会化应用能力的培

育。相信新型教学空间建设将撬动

教学变革，接壤未来课堂，成为区域

教育改革的先行军。

□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 王豫灵

过去，我们的教学场所大致如此：地点

固定、布局单一、功能单一。教室是上课的

地方，实验室是做实验的地方，公共区域就

是通道或通道连接的地方。受限于传统学

校“标准化建设”思维，学校空间设计和布局

固定而封闭，难以满足多类型课程实施和多

样性教学需求，更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下的

多种新型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空间满足过去以“教”为中

心，单向示范传授的要求，但对学生自主学

习、小组学习等形式支持不足，不利于培养

学生主动探究和实践的能力。传统的日常

教学中，教师对跨学科教学、综合实践活动

缺乏支持，学生学习资源不足，导致教育难

以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不利于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因此，时代呼唤能满足学生未

来学习要求的新型教学空间。

什么是新型教学空间？

新型教学空间就是指利用校园内的普

通教室、专用教室、学科实验室和其他专用

场所，以教学资源为支撑，利用现代教育技

术装备，能更有效地支持教师教学方式改变

和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场所。新型教学空

间分为实体的教学空间和虚拟的网络空间，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以实体空间作为主体，

虚拟空间作为延伸，两者相辅相成。

实体教学空间主要包括校园内的各类

教学实体场所，分为正式教学空间和非正式

教学空间，其中正式教学空间是指利用普通

教室、专用教室、学科实验室和其他专用场

所开展基础性课程教学的空间；非正式教学

空间包括食堂、走廊门厅、露台花园和校园

户外场地等。

虚拟教学空间就是运用信息技术，以互

联网的方式，将实体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利用视频、图像、声音、文字等教学资源，通

过储存、同步、回放等手段，延伸到虚拟网络

的教学空间。

在新型教学空间里，师生可以做什么？

这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诸如虚拟现

实、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出现，但这

些非常前沿的技术还未对教育教学产生革

命性的变化。2020年的一场疫情让教育

实体空间受到了冲击，人们不得不转向线

上教育，移动互联网、智能设备、协同办公、

视频、直播等加速进入教育领域，而过程并

不如人意。

如果要想改进教学空间设计，可以根据

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等灵活

变动教学空间、教学环境、教学资源和设施

设备的可重构性，支持实体空间与网络空间

联通，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当地教学与远

程教学交互……在满足日常教学的基础上，

继续支持学科相关拓展性课程教学和跨学

科教学，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教研活动，集

体讲授和分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新型

教学空间还可以通过软件平台对教学管理

或教学行为的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实现教

与学过程的可回溯和数据化，支持开展基于

数据的精准化、个性化等教学活动。

基于此，浙江各地各校展开了积极有效

的探索，比如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阳光

工场”就是一种新型教学空间。“阳光工场”

全面打通了各个教学空间的联系，校园里的

每个角落都转变成了学习场所。“阳光工场”

不仅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还调动家长、社

区、社会组织、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多种主体

参与到教学空间的设计，打破学科界限。

可以说，新型教学空间反映的是我们未

来学校的发展趋势。

如何建设新型教学空间？

建设未来新型教学空间，一定要以学习

者为中心——做到教学空间的规模与学生

数相匹配，设计方案与学生年龄相匹配；能

开展多种教学活动，支持多种学习方式。一

个优秀的新型教学空间首先建议其教学整

体空间有留白，方便存放教学活动开展的必

要器物和材料，有利于师生共同布置和展示

教学成果；其次，课桌椅和家具的规格与学

习者年龄相符，配备协调，符合人体工学设

计；最后，允许师生改变空间布局和用途，利

于师生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

新型教学空间最好还能与多媒体设备、

计算机或智能终端连接，方便师生浏览和查

询线上教学资源；具备教与学过程的数据采

集、记录、分析的软硬件系统。例如，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视频和音频采集器将

课程录播，之后上传到虚拟的教学空间。

学生回家复习的时候，可以登录教师的网

络空间，针对某些遗漏的知识点进行回放

学习。此外，教师的虚拟教学空间还可以

进行共享，方便偏远农村地区的学校进行

远程教学等。

如何推进新型教学空间建设？

为适应教育改革发展要求，推进“教育+

互联网”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技术与教学深

度融合，2020年，我省首次部署中小学新型

教学空间建设项目。全省中小学新建空间

上报数量共计1632个，主要包括2020年薄

弱学校改造工程、区域整体推进智慧教育综

合试点县（市、区）、2019年和2020年教育信

息化应用专项补助受益县（市、区）3个部

分。2020年年底，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公布

了全省中小学新型教学空间优秀案例和典

型示范案例的评比结果，共评出了100个优

秀案例和10个典型示范案例。

通过新型教学空间项目的建设，部分学

校实现了教学空间大小、桌椅布局、教学环

境、教学内容的重构，虚实空间的融通，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和区域内的同步课堂教

学。这既能满足教师基础性课程的日常教

学、教研活动等多种教学要求，也能支持学

生自主学习、参加拓展性课程学习等个性化

活动。如湖州市东风小学的新型教学空间

以“三启”为核心，构建了“启真”探索区、“启

善”探索区、“启美”探索区三大区域，通过物

理空间的智能化搭建、教学服务的多样化支

持、常态教学的创新化运用，助推新型智慧

校园建构，为全面实现“真善美”育人目标奠

定基础。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集团学校

的新型教学空间“数客坊”提出“随身课堂，

精准进阶”的教学理念，搭建了用于iPad教

学的硬件环境和软件平台，构建了“1+”教学

模式，开展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教学。

新教育的发起人朱永新将“泛在学习”

视为未来教育的常态，而泛在学习的潜力来

自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无缝对接。因此，

我们必须注重新型教学空间建设，以推动优

质教育的均衡发展。

□温州道尔顿小学党支部书记 王红梅

一所学校的教学空间应同时具有教育

和人文功能，能充分满足学生成长的需求，

能支撑学校特色课程的开展，这需要整合教

育学、心理学、艺术学、文化学和建筑学等多

学科知识进行设计。

教学空间不应该仅是建筑师艺术旨趣

的物化表现，更应该作为教学活动的载体，

体现“儿童中央，整理引领”的深层属性。

带有滑梯的一年级教室、低段敞开的阅读

区、随时邂逅的校园音乐会……道尔顿校

园的每个空间，都是孩子的舞台，处处体现

着孩子自主学习的意识、休闲的意识和成

长的意识。学校在公共空间精心设计了不

同的体验场景，让孩子们在自由玩乐中发

挥自己的奇思妙想，表达自己的个性态

度。道尔顿校园“教育+资源融合”空间，

以儿童为中央的环境设置打破了教育空间

的壁垒，引导学生成为独立自主的学习

者。这样的教学空间创造了一个共同学习

的场域，让校园环境有温度，让学生学习有

张力，并以此推动学生和教师共同成长。

试举几例：

个性化教学空间——学科整理室

“将实验室、学习契约、管理图表与整理

课相融合，将‘全人整理’的理念和内容贯穿

于学校教学与育人的一切活动中”是学校个

性化教学的特色之一。

根据低、中、高段学生的不同需求，道尔

顿小学在每一层教学楼都设有专门的整理

室空间，如数学整理室、语文整理室、英语

整理室。学科整理室为学生提供四大支持：

资源支持、导师支持、伙伴支持、活动支

持。学校每周有3节整理课，学生自主选择

喜欢的方式在教室做全科整理或去学科整

理室整理。学生每周一制定好本周整理规

划单，交给各科教师审核。科任教师根据学

生情况给予建议（如提出额外的拓展任

务），学生再进行调整修改。整理课上，学

生带着自己的整理规划单到相应学科整理

室整理，需要帮助可以到资料区查找资料，

或请同伴、导师帮助。导师全程观察学生的

学习状态并及时给予帮助，指导学生在墙上

记录自己的学习量。学科整理室提供的“私

人定制”教学空间，充分体现了学校“儿童

中央”的教育理念。通过学校秩序、教学空

间的简单重建，减少了学生学习的阻力，激

发其更多的动力，学生逐渐成为一名独立自

主的学习者。

基于探究学习的空间——航天卫星测控站

道尔顿小学天上有星（“立可达”教育卫

星），地上有站（卫星测控站），体验有基地

（航天创客空间），研学有课程（组星、测星、

制作飞行器等）。

“立可达”教育卫星是一颗教育共享卫

星，也是中国的第二颗教育共享卫星，2018

年12月7日于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升空。卫星可收集对阳面及背阴面的温度、

太阳光照强度及角度、地球磁场强度等信

息，学生可以通过轨道计算，实现指定地点

卫星对地拍摄。学生在校内的卫星测控站

操控专业测控设备，可以接收、查看卫星在

轨信息，查看专业卫星数据，还可以设计并

组装卫星载荷模型，通过航天员的视角体验

宇宙空间，从小种下航天梦。依托卫星测控

站这一空间，学校拓宽了STEAM实施场

域，与社会生活嫁接内容，让学生带着课堂

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进行专题研究。

沉浸式体验教学空间——道尔顿小镇

道尔顿小镇位于学校体验城三楼整

个平层，是英语组中外教师联合倾力设计

打造的儿童体验式创意小镇。走进小镇

的入口，醒目的标牌写着：“您已出境，此

区域请使用英语。”这样的设计和布局旨

在模拟真实场景，让孩子熟悉各个场景的

英语口语表达，提高英语口语的实际运用

能力。小镇包括超市、烘焙、手工、戏剧表

演、桌游等固定活动区域，还定期举办各

种中西方节日派对，孩子们以角色扮演的

方式，体会英语学习的乐趣。在道尔顿小

镇虚拟城，孩子们亲手制作美式烤串、玉

米曲奇饼等西方小食；在百老汇舞台上，

扮演《后羿射日》《彼得兔》《银行小当家》

中的有趣角色；跟着外籍教师在原汁原味

的外语环境中一同游戏；变身为冰雪世界

的小精灵，画画，唱歌。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建言

让新型教学空间建设
成为区域教育改革的先行军

打造“教育+资源融合”的教学空间新样态

如何推进新型教学空间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