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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数据同行的学习与教育
1

——《大数据时代》作者舍恩伯格教授和库克耶先生访谈

赵中建 张燕南

摘要 访谈问题主要集中于如下若干方面，即大数据与学校教育系统的重塑、大数据关照下的

数字鸿沟问题、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教师与学校管理者、大数据与求变且渐变的学校教育模式、

大数据的潜在威胁与可能的应对策略以及大数据的背后其实是人的问题等。舍恩伯格和库克耶

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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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与学校教育系统的重塑

赵和张：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调整产品与服务，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优化运营和基础设施建设；寻求更多资源支持营业额的增长（如 IBM）。对教育领

域来说，利用大数据的目的除了满足教师和学生的需求，提供教育公平机会之外，

还可以在哪些方面也带来益处？

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在教育领域中，由于学习材料和学习工具正愈益贴近学

生个体的需求和偏好，因此大数据能够有助于学生学得更为有效。大数据还能帮助

教师针对特定的学生群体调整教学。同时，受益于大数据提供的极具价值的反馈信

息，教师也将身兼学习者的角色而不断进行学习。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教育

1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系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信息监管科研项目负责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信息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作为大数据研究的权威人士，舍恩伯格共撰写了包括《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和《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等在内的上百篇论文和八本著作，由他担任咨询顾问的公司和组织遍布全球，其

中包括微软公司和世界经济论坛。肯尼思·库克耶（Kenneth Cukier）现为《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杂志数据编辑，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大数据发展评论员。他的诸多有关商业和经济的文章登载在《外交》、

《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等期刊杂志上。

舍恩伯格和库克耶于 2014 年初出版了《与大数据同行——学习与教育的未来》（Learning with BIG

DATA: The Future of Education）一书，畅谈大数据与学习和教育的关系以及大数据将如何深刻影响到学习

与教育的未来态势。我们在翻译《与大数据同行》一书的基础上，在上海会见了舍恩伯格教授并在当面讨论大

数据及与大数据密切相关的教育技术革命等诸多话题的前提下，就书中的若干话题求教于舍恩伯格和库克耶，

恳请他们给予进一步的解答和阐释。现将这些问答以访谈形式刊登于此，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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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被视为主要由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单向过程，而成为一种将为包括学生在内

的每一个人提供学习、提高和发展机会的场所。

除了目睹这些为人类学习带来强大而直接的影响外，我们还会看到大数据在整

体上将会重塑教育系统，影响整个系统的决策和规划。比方说，大数据可用于合理

预测在发展中的城市里设置新的学校和幼儿园的具体位置。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大

数据赋予我们重新审视事物的崭新视角，发现那些促使某类学校脱颖而出的因素。

例如，我们能够不仅仅判断职业培训是否为受训者提供了恰当的职业路径，还可以

掌握实施职业培训的条件及背景。

过去，在欧洲及北美地区，教育系统的架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主要决

策制定者的偏好，而不是依赖于数据。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做法无法获得最佳成

效。利用大数据，我们可以使决策者得以在全面而坚实的经验基础上改善其决策的

质量，从而使教育决策从意识形态的偏见中脱离出来。

大数据还将改变教育提供者的版图。在小数据时代，绝大多数教育系统是由那

些具有悠久历史和重要品牌的已有机构所控制，而新来者则缺乏这些机构所拥有的

源于知识和经验的声誉。但这种状况正在发生着变化。智能手机应用公司多邻国

（Duolingo）是这一方面的绝佳个案。由于大数据所提供的洞察机会，多邻国这一

教育新提供者能够比许多离线同行提供更好的外语培训。基于公司所收集的人们如

何学习语言的数据，多临国自然比其同行更好地认识到如何最优化地学习一门外语。

简言之，大数据将为由原有的和新近的教育提供者所组成的充满生机的生态系统创

设一种厚实的基础，这在学习时间和学习场所正变得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的今天表

现的尤为明显。

大数据形塑教育系统，还有另外一种方式。随着我们开始认识到源自大数据的

力量和价值，我们需要教授学生必要的技能来利用这种价值。正如我们在《与大数

据同行》一书中所论证的，这就需要获得大数据统计和应用数学以及机器学习和数

据碎片处理方面的专门知识；还就需要深度理解大数据分析的局限性，以避免陷入

数据产生歧义之陷阱。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从伦理上来理解，并不是每一次

大数据的利用都是合适的和被允许的。



3 /3

更为一般的意义是，大数据将会改变学生未来如何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并认识

这一世界。他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努力去收集并分析数据，以丰富他们做出决定

时的所需信息。他们还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但

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有计划来逐步欣赏这一复杂性，尽管我们可能不会完全地掌握

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