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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学校的时空变革
*

王 枬

摘要 未来学校是在对现实学校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全球学校时空变革的已有案例来

看，“未来学校”已经出现，而且正在成为现实的存在。了解未来学校的变革趋势，将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赢得未来。该文通过文献梳理和资料查询，对目前全球未来学校时空变革的探

索、趋势、原则等进行了分析。主要观点是: 未来学校时空变革的趋势可概括为，从“区隔时

空”走向“互联时空”，从“同一时空”走向“个性时空”，从“单一时空”走向“多元时空”。未来

学校时空变革应基于儿童的立场，本着生活的宗旨，秉持开放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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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不仅仅在时间维度上表明了我们将要去往的方向，更意味着在时

空意义上我们对现实的选择，而这决定着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可能的存在状态。
进入 21 世纪，人类便生活在信息时代。“互联网+”的泛在，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的快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学校教育特别是学校的时空存

在，也推动了学校时空的变革，更对未来学校提出了创新的要求。
为适应这一形势，当今世界各国都展开了未来学校的探索。“未来学校”

并非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而是人们对不同于传统

的学校样态的多种期待。2017 年 10 月，我国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发

布了《未来学校研究与实验计划》，旨在根据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0 确定的核心

任务，聚焦基础教育和 0—18 岁儿童的发展，推动未来学校形态变革和全方位

改革创新。这一计划对“未来学校”做出了界定: 一是绿色、智能和泛在互联

的基础设施; 二是集成、智慧、因变的新学习场景; 三是灵巧学习及创新的赋能

场; 四是开放融合的学习生态; 五是创新的知识和信息网络拓扑结构; 六是与

人工智能融合的教师-课程智慧系统。［1］这也确定了未来学校的时空边界。学

校时空的核心价值在于“成长”。未来学校的时空变革主要表现为对学校各种

教育活动展开和延续的基本过程、发生的场所，以及由此产生的各因素之间的

相关影响共同构成的一种存在样态的革命。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2015 年教育学一般项目立项课题“学校教育时间和空间的价值研究”( 项目
编号: BBA150019)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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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学校时空变革的探索

未来学校是在对现实学校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的。未来学校的时空变革也是

针对现实学校时空存在的种种弊端而进行的。现实学校时空由于受“效率社

会”、“应试教育”以及“功利化家庭教育”的影响，形成了封闭性与区域化、专业性与

标准化的样态，成为规模化、机械化的人力资源开发场所。无论是精细管理到具体

分钟的学校时间，还是监控每个角落的学校空间，都使学校丧失了灵动与活力。这

极大地制约着学校时空促进师生成长这一核心价值的实现，削弱了学校作为育人

场所的存在意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全球建设未来学校的探索。
世界上第一所命名为“未来学校”( School of the Future) 的学校，是由微软

集团与美国费城学区于 2003 年筹建、2006 年建成的。这是一种“共建”的尝

试: 政府负担经费，微软提供学校设计的理念、师生发展的指引、信息化的课程

体系以及技术支持。［2］其独特之处不仅在于科技，更在于全新的教育视野、全

新的学习认知和创新的互动教学。在办学理念上，主张建立多样化、弹性可变

的学习空间，为学生打造沉浸式与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提供故事性丰富、科技

感强的探索空间，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带孩子走出课堂，把世界带进教室。在

学校空间设计上，改变了传统学校围合封闭的做法，放弃了功能分块的物理区

隔，以可自由组合的多向多重活动墙来进行必要的隔断; 强化虚拟空间的作

用，提供随时随地终身学习的泛在式学习场景，无纸化教学也使现代教育技术

和教育资源得到更大程度的共享。① 至 2008 年，微软未来学校已经覆盖了 12 个

国家和地区。2016 年，微软与北京大学附中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未来学

校”新典范。2017 年，深圳宝安教育牵手微软，意在打造全球样板的“未来学校”。
2011 年，瑞 典 自 由 教 育 组 织 在 首 都 斯 德 哥 尔 摩 创 建 了 一 所 Vittra

Telefonplan 学校。学校被设计成充满乐趣的开放性和交互性的空间，没有传统

的固定划分的教室，没有整齐摆放的固定的桌椅，没有教室与教室之间的隔

墙。学校尊重孩子“玩”的天性，以色彩鲜亮、充满童趣造型的家具组合，为游

戏和学习搭建了多种可能，使这所学校成为孩子们喜欢的学习乐园。孩子们

被划分成不同的小组，每人都有笔记本电脑，可以带着电脑在空间里自由穿

梭，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学习场所。孩子们也不再去在意时间，不再去想什么

时候下课。这所学校彻底打破了人们心目中“学校 =教室+教室”及“教室 =桌

子+椅子”的传统看法。其最大的特点是“自由时空”中蕴含的更多“可能性”，

以温馨舒适、自由自在的时空存在，为学生主动学习创造了条件。②

①

②

参见: 新英才教育研究中心新浪博客．微软未来学校［EB /OL］．http: / /blog． sina．com．cn /s /blog_
9cf21dad01010zbx．html． 2012-3-2 /2018-8-8; 徐 逸 鹏．“未 来 学 校”亮 相 美 国 费 城［EB /OL］． http: / /www．
cnhubei．com /200610 /ca1190289． htm． 2006-10-24 /2018-8-8; 微软教育．微软未来学校［EB /OL］． https: / /
max．book118．com /html /2016 /0808 /50803790．shtm． 2018-8-30 /2018-9-3．

参见: 学校≠教室+教室，教室≠桌子+椅子 /一所没有教室的学校［EB /OL］．https: / /mp．duan8．
com /a /yxrdhbo．html． 2016-5-30 /2018-8-9; 筑龙学社． Vittra 自由学校［EB /OL］． http: / /bbs． zhulong． com /
101030_group_201832 /detail10055625． 2012-1-31 /20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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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 Elon Musk) 在美国加州创办了一所神秘的

学校———Ad Astra School，校名是拉丁语，意为“通往星星”，译成英文是“To the
stars”。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它与众不同: 一是学校不分年级，也没有固定的

班级，教学就是以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兴趣为主; 二是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

和统一的课程表，也没有统一的课后作业，而是通过独特的、基于项目的学习，

培养孩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是学校的重点在于数学、科学、工程和伦理，

没有体育和音乐类的课程，语言课也被边缘化。马斯克希望改变传统学校“流

水线生产”和“考试工厂”的状况，给孩子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让教育符

合孩子的资质和能力。因而，学习时间和空间都呈现出极大的弹性和自主性。
虽然这所学校创办时间还不长，孩子成长及学校发展还有待检验，但所展现出

的“成长农场”而不是“考试工厂”的教育理念具有很强的创新性。①

国内也有许多学校围绕着“未来”的要求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为探索新高考制度下的学习空间重构，上海师范大学附中进行“未来教室”

的重建，倡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自主学习、自由探究。如地理学科教室蕴含着浓

浓的地理风，天花板是 1983 年的天球星空图，地板是一张巨幅的全球地图，教室

内还有两个地理 AＲ 沙盘，学生可以在沙盘上实景模拟等高线、等值线、火山喷

发、地形漫游等情景。剑桥化学创新实验室是一间可移动实验室，实验室内的操

作台可以按照不同实验的要求自由移动组合，方便学生的小组合作探究。学科

教室也是全天开放式的空间场所，只要学生需要，可以随时结伴来教室使用数字

化仪器设备继续学习。一些老师也将自己的办公地点搬到了学科教室。［3］这样

的“未来教室”与传统教室的最大区别是突出了“互动”、“体验”、“高效”。实景

模拟、情境再现提供了一种身临其境的“在场体验”，这无疑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

和吸引力。而可移动性、自由组合、全天候开放等，为学生进行合作探究提供了

便利，也使学校空间特别是教室空间具有了更多“为人”或“由人”的属性。
北京中关村三小被称为“北京魔法学院”，作为信息时代学校的 3．0 版本，区

别于农耕时代学校的 1．0 版本、工业时代学校的 2．0 版本。中关村三小最具创新

之处就是学校的时空设计。学校正门的钟表设计别有用意: 日晷意味着过去，时

钟代表着当下，二进制钟表象征着未来。在中关村三小的校长看来，学校是一个

帮助孩子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知识、能力和品质建构的学习场所。整个学校

的建筑物是一个类似客家土楼建筑的综合体，体现的是“天人合一”大家庭和谐

共处的东方哲学思想。在中关村三小的老师看来，学校首先应该是学生学习人

与人共处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学习孤立的知识或技能的场所。② 为此，学校设计

了“班组群”。在“三室一厅一卫”家的空间里，三间教室连在一起，来自三个相邻

①

②

参见: 搜狐网．探索埃隆·马斯克创办的史上最神秘学校［EB /OL］． http: / /www． sohu． com /a /
204968847_99905135． 2017-11-18 /2018-8-30; 文汇报．“钢铁侠”马斯克创办了一所神秘学校，让每个孩子
都嫌弃假期太长［EB /OL］．https: / / item．btime．com /m_92ff00377cbf18c4e． 2018-2-27 /2018-8-8．

参见: 中关村第三小学．对话全球邻家学校，聚焦真实的学习［EB /OL］．http: / /www．zgc3x．com /cms /
zgcsanxiao /xyxw /696．jhtml． 2016-6-23 /2018-8-9; 搜狐网．网络火爆的“北京魔法学院”，原来是这所 3．0 版本的
学校［EB /OL］．http: / /www．sohu．com /a /60946609_113042． 2016-2-28 /20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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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的班级共同组成了一个学习群体。三间教室之间除了一道墙外，其他的都

是活动隔断板。平时三个班级既可以在各自的教室里学习，也可以根据需要，打

开不同或全部的隔断板，自由组合在一起。一个“班组群”的整体空间，包括了个

人空间、规定组群空间、分享空间和公共空间四个递进层级的空间。这确实是一

种革命性的改变。时间不是线性的单向的，空间也不是分隔的封闭的，整个学校

时空是立体的、开放的，是生长的、生活的，是有教育意义和文化意味的。混龄的

班组群，跨年级的伙伴关系，家庭式的相处方式，不仅是接近真实社会、真实世界

的一种真实学习，更是未来生活的一种方式。
显然，学校时空已经不是边缘的存在，而走向了教育的中心; 学校时空也

已经不仅仅是教育的载体，而就是教育本身。

二、未来学校时空变革的趋势

有学者分析，20 世纪以来，推进学校发展的原有逻辑路径已经消失或者弱

化，如等级性逻辑。有的已经变化，成为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学校的选择，如普

遍性逻辑。而在平等性逻辑基础上，发展性、主体性、差异化、个性化、多样化、整
体性、生活化等逻辑，成为现代学校的主要选择，并在不同阶段得以体现。［4］朱永

新描述了未来学校的 10 大趋势，即形式上更丰富，本质上更自主，时间上更弹性，

内容上更定制，方式上更混合，教师多元化，费用双轨化，评价过程化，机构开放

化，目标幸福化。［5］王竹立谈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时说到，这时的教育不再是

强制性的，而是自主性的; 不再是固定式的，而是流动式的; 不再是标准化的，而

是个性化的; 不再是封闭性的，而是开放性的; 不再是阶段性的，而是终身性的;

不再是灌输性的，而是渗透性的。［6］这为我们认识未来学校提供了非常好的视

角。而了解未来学校时空变革的趋势，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赢得未来。
( 一) 从“区隔时空”走向“互联时空”
未来学校区别于传统学校的突出表现便是其时空的互联性，即“让所有人

随时随地都能联结”。传统学校各学段的分离、各年级的分隔、各班级的分设

将因学生的合作学习、混龄学习而消融; 封闭的学校围墙，各教室之间隔绝的墙

面，校园内教学、运动、生活区的功能隔离等因不再具有封闭区隔的作用而消失。
以往固定的人在固定时间、地点，学习固定内容的传统教育正在消解，任何人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任何内容的泛在教育正在兴起。［7］“互联网”本质上具

有开放、平等、共享、创新的属性，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是其功能所在。
“互联网+教育”的时代更使得国内与国外、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过去与未来

的融合交流成为可能。如萨尔曼·可汗 2006 年创办的可汗学院是一个免费的教

育资源网站，内容涵盖数学、科学、历史、艺术等教学影片。截至 2015 年 5 月止，

可汗学院影片的观看率已达 2 亿 5 千万次。① 通过网络平台，连接不同地区不

① 参见: 360 百科．萨尔曼·可汗［EB /OL］．https: / /baike．so．com /doc /5579426-5792796．html． 2018-8-
14 /2018-08-16; 宾静荪．可汗学院创办人萨曼．可汗: 创造不怕丟脸的学习世界［EB /OL］．http: / /blog．sina．
com．cn /s /blog_a7060a100102vs1x．html． 2015-9-12 /201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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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家的学校和资源，实现“地球村”的互联共享已成为现实。
在未来学校，节假日、寒暑假与学习的区隔将改变，学校的物理地点将模

糊，空间概念将淡化，跨时、跨校，甚至无校学习、在家上学都成为常态。教室

内桌椅的位置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能根据不同的教学类型，灵活、快速地

进行拆分与重组; 教室的边界正在消除，原有的四面墙壁被打破，教室的物理

空间可以通过设计手段进行符合不同学习需要的拆分组合，让教室在同一时

间支持多种学习活动。而且，教室与实验室、宿舍、运动场馆等的互联更为便

捷。未来学校从时间上看是“学习无止境”的，大数据极大地促进了弹性学制

和自主学习，学校不再根据年龄划分年级而是根据能力，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学

习节奏来控制自己的学习进程，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从空间上看是“学习无边

界”的，各学习场景相互融通，学习、运动、生活等区域交替变换，学校与社区联

系日益紧密，线上与线下学习的自由切换也将成为日常，大自然、社区、各种场

馆的空间都成为学习的课堂。学习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内的活动，而

与生活、自然和社会高度融合。
( 二) 从“同一时空”走向“个性时空”
未来学校区别于传统学校的另一趋势是其时空的个性化。即“为每一个

学生提供定制的教育”。传统学校同一的学制、同一的学期、同一的校历、同一

的上学放学时间、各班同一的课表、同一的教室、同一的班级、同一的教材、同

一的作业、每节课时同一的时间……这些“同一”将被打破。代之的则是通过

时间和空间的结构性变革，以及课程、教师、技术、管理等多方面的融合，形成

的更适合每一个学生发展的个性化的支持体系。教育不是筛选而是诊断，去

标准化、个性化、定制化将成为未来主流的学习方式。未来学校将没有同一的

学制，没有传统的年级与班级，同学没有年龄和资历的限制，每个人都有一张

属于自己的课程表。如北京十一学校，学生们采取“走班上课”制，每个人都按

照自己所选择的课程安排个人一天的“行程”。［8］

在未来学校，学习空间将从“为集体授课而建”转向“为个性学习而建”。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将成为服务于学生发展的重要手段，学校搜

集学生学习的过程信息，评估学生的学习特征与优势潜能，并根据学生的个体

差异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学习平台，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定制化的“学习体检

表”，帮助教师研制出针对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学习不再是人生

某个特定阶段的统一任务或强迫要求，而是个人自觉自愿且伴随终生的一段

又一段快乐旅程。未来教室的设计也要充分考虑到不同阶段学习者的身高体

重，学习时间的长短，以及不同的学习形式等。
( 三) 从“单一时空”走向“多元时空”
未来学校区别于传统学校的再一趋势是其时空的多元化。即“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选择”。传统学校是由学制、学期、课程、教室、黑板、讲台、粉笔、教师、教
材等构成的。学生一入学，便面对着已定的年级、教室、班级、同桌、课表、教师

等，直到毕业。“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已经固化。如同军营或车间的格子间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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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室、由一节节课程构成的课程表、单调的课间活动、“秧田式”的桌椅排列、高
出地面 10—20 公分的讲台及台面上的讲桌……这一切构成了人们对传统学校的

总体印象。然而，未来学校时空将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单一走向复合。
在未来学校，时空的安排由学生做主，并以满足学生需要为前提。从时间

来说，单一的 633 学制或 543 学制将被打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实际选

择在不同的年级上不同的课程，也可以自己决定用 3 年甚至更少的时间学完小

学教育的内容; 还可以自主选择学习时间而不在意寒暑假或白天晚上。从空

间来说，学校空间将呈现出多元的形态，传统的长方形的教室空间结构将被打

破，圆形、多边形的教室设计更加丰富，甚至有无教室学校。2010 年创办于美

国纽约的一所名为“思考全球学校”( Think Global School) 的高中，被称为“世

界上第一所旅行高中”。学生们把世界当成教室，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周游世

界，到 12 个国家进行深度的学习与体验。如在瑞典拉普兰学习瑞典的萨米文

化，在希腊航行体验感受荷马的奥德赛，在印度阿姆利则参观瓦格赫边境仪

式，在阿根廷米西奥内斯尹探讨伊瓜苏瀑布的保护问题，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

生物课，在泰国曼谷学习泰拳课……［9］这些跨越时空的学习为学生带来了丰

富的体验，也为学生理解不同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三、未来学校时空变革的原则

( 一) 基于儿童的立场

所谓“立场”是指人们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
“儿童”一词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界定为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儿童立

场”即指教育必须把儿童当主体，尊重儿童的自由，顺应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

亦即用儿童的眼睛去审视，用儿童的耳朵去聆听，用儿童的心智去思考。这是

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教育的根本立场，因而也是学校时空变革的基本遵循。
在教育史上，许多教育家都曾对学校的时间和空间变革提出过系统的设

想并做过实践的探索。卢梭( Jean-Jacques Ｒousseau) 提出了在自然状态下按儿

童的年龄特征分阶段进行教育的思想，并在《爱弥儿》一书中描绘了他的自然教

育思想。在卢梭看来，要纠正封建教育的错误，就应当使教育“归于自然”，遵循

自然，顺应人的自然本性。杜威( John Dewey) 也反对无视儿童“内部”的本能和

倾向，反对对儿童施行强迫教育，明确提出以儿童为教育中心的观点，主张教育

并不是强制儿童静坐听讲和闭门读书，而是要尊重儿童天赋的潜在的能力。强

调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社会是教育的归宿点，正像两点之间形成一条直线一

般，在教育出发点的儿童和教育归宿点的社会之间，形成了教育历程。学生应处

于教育过程的中心地位。杜威还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设计了一个两层楼的学

校建筑概念图，希望学校成为儿童经验不断得到改组和改造的发展空间。
儿童是教育的对象，也是教育的核心要素。马克斯·范梅南( MaxvanManen)

在《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一书中提出: 儿童意味着可能性。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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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同时，儿童不是空空的容器，而是具有能动性的主

体，是主体性的存在，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任何生命体，都是生存在特定的时间

段之中的，从时间的角度而言，具有一次性、不可替代性、不可逆性等特点。这

种时间性的规定使得生命体总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儿童的生命属性，表明“生

长”“成长”是儿童生命的基本价值。这种生命价值不可估量也不能忽视。生

命的过程既不会停滞，也不容等待。作为正在成长中的人，从空间的角度而

言，儿童正从家庭走进学校，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内心世界的发现和自我意识

的觉醒使儿童对自身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关注和尚不清晰的勾勒。他们已经开

始构建理想的自我并以此规划自己的行为。“正是这种人在意识中理智地复

现自己、筹划未来的自我、控制今日的行为的‘自塑’能力，把个体发展的过去、
现在、未来在意识中联结起来，不仅使人的已有发展水平影响今后的发展方向

和程度，而且使自觉意识到的未来发展目标支配今日的行为。”［10］于是，儿童的

生长和成长就有了更强的自觉选择和自主追求。学会选择、学会建构，这是儿

童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的基本着眼点。
看待儿童就是看待可能性。人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决定了人有受教育

的可能，教育抓住了人的可能性，也就抓住了人的根本。所谓可能性，就是“未

成熟”“未确定”和“未完成”。儿童还未成熟，因为未成熟，所以存有巨大的潜

能，教育就是要开发这种潜能; 儿童还未确定，儿童的一切都有待重新发现，教

育就是要帮助儿童发现各种可能并找到发展的最大可能和最好可能; 儿童还

未完成，“完成”是个过程，在儿童发展的一个个阶段，教育就是要促使儿童一

步步逼近一个个目标并竖起新的目标。［11］

基于儿童的立场要求学校时空变革必须立足于儿童、为了儿童、服务儿

童。把儿童当儿童看，把儿童放在教育的中心，如窦桂梅所说“让儿童站在学

校正中央”。要重视儿童本身的能力和主动精神，重视儿童已有的经验，重视

儿童的兴趣与需要，并以此作为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切忌以成人的愿望代替

儿童的愿望，以父母的兴趣代替儿童的兴趣。
( 二) 本着生活的宗旨

所谓“生活”是人类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所有活动，以及对这所有活动的主观

经验。［12］“只有人才有生活，人也只表现为生活，离开了生活便没有人，离开人也无

所谓生活，生活即人的现实或现实的人。”［13］人的生活过程就是人的生长过程。
学生的生长是在学生的生活过程中实现的。但学生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

活相比，又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学生的生活是由学校生活引领的

生活，在学校教育中，“学生”这一词的要义就是“学会生长”、“学会生活”，因

而，学生是以学校生活为主体的。从时间上看，学生在学校中度过的时间既多

且长; 从空间上看，在制度化教育中，学校生活是学生的主要空间，而学校生活

是专门组织的实现学生生长的生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目的性与自觉性，家

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则具有更大的自然性。因此，学生的生长是在学校生活过

程中并通过学校生活去引领家庭与社会生活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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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生活与教育息息相关，因而，学校时空变革必须在生活中、为了生活、
用生活进行。杜威认为，学生应该在生活中学习，“教育即生活”，这一命题从

时间上强调教育对儿童生长与发展的意义，从空间上强调教育与社会生活和

儿童生活的联系。陶行知则将这一命题翻了半个筋斗，认为“生活即教育”，生

活是教育的源泉、依据和中心，教育与生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一方面，教育源于生活。学生是学校生活的主体，处于“生活”和“教育”的核心

地位。因而，学生的生活既是教育的基础也是教育的资源。教育的过程就是

生活的过程，就是生活本身。另一方面，生活需要教育。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

与人乃至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价值活动，对人的

生命存在、生命过程以及生命意义的实现具有内在价值。因而，学生在生活中

的生长和发展就是教育的目的。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就是生活的改造。［14］切

忌将生活与教育割裂开来，将学生与社会割裂开来。
( 三) 秉持开放的心态

所谓“开放”多指打开、释放、解除限制等。开放意味着消除隔阂、不再封

闭，意味着百花齐放、兼容并包，意味着多元融合、混合互联。开放既有物理层

面的开放，也有资源层面的开放，更有思想的开放、心态的开放。真正的开放

是从时间到空间、从有形到无形、从外在到内在的立体开放。
学校时空的开放表现为学习时空的混合、连通、重构。学校的作息、教室

的布局、校园的格调应成为更友好的学习环境，应突出弹性的多目的空间建

设。新的学习时空必须从过去的产业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
更加支持协作学习、自主学习、主动学习以及探究和创造。如混合，包括普通

教室、专业教室、公共空间的混合，正式学习空间与非正式学习空间的混合，学

校空间、家庭空间、社会空间的混合，真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混合等; 连通，包

括教室内部桌椅之间的连通、同一年级及不同年级之间教室与教室的连通、教
室与学校其它空间的连通、教室与大自然的连通、教室和社区的连通、教室与

世界的连通等; 重构，可拆分、可组装、可拼接、可重配的时空设计本身就蕴含

着多种可能性，这将促进多样灵活的教学模式的实现。切忌将学生囚禁在封

闭逼仄的环境中，被动地应试。
学校应该是生命自由生长的地方，师生是学校时空环境的主体使用者。

好的学校时空设计一定是充满生命气息的，是温情脉脉的，是有利于学生自主

探索和教师专业发展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教育理念的不断进步，

未来学校的时空应更加突出成长性、主体性，差异化、个性化，成为真正属人

的、发展的、生活的、幸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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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nd Space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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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uture school”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al school reform． From existing cases of
the global school space-time change，future schools have emerged and are becoming a reality．
Understanding the trends of future schools will help us to w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loration，trend and principle of the future school space-time change in the worl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data query． The trend of school space-time change in the future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rom“separate space-time”to“interconnected space-time”，from“same
space-time”to“personalized space-time”，from“single space-time”to“multi-space-time”． The
future school space-time reform should be based on children's standpoint，in line with the purpose of
life，and carried out with an open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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