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管理·2020年第8期
理论视野

收稿日期：2020-06-03

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建设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VGA180002）。

作者简介：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齐彦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教联网时代的生命教育：智能与生命的双和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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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进入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教育进入教育互联的教联

网时代，人类亦开始进入生命进化的时代。教联网时代学生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异化主

要包括生命关系的冷漠化、生命精力的分散化、生命素质的失衡化以及生命价值的混乱化。教联网

时代生命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促进学生信息素养与创新素养的均衡发展，推动科技教育与人本教育

的齐头并进，关注科技革命与生命进化的相辅相成。教联网时代生命教育的开展主要依托物联网平

台，促进学生生命的全面发展；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实施生命教育多元评价；顺应教联网时代，构建

生命教育四维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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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成熟及应用，特别是

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虚拟现实等新的

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实现了物与物、人与人、人

与物的互联互通，并走向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1］

科技的发展不仅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

革命的力量”，更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科
技的革新推动社会进入智能时代，教育进入教育

互联的教联网时代，人类生命进入全新的进化时

代。智能时代人类生命的进化甚至可能会出现人

类自然生命形态改变的现象，基于此种情况，人类

需要重新认识自身的定位与价值。面向未来，生

命教育应深度探讨科技发展与生命进化之间的关

系，更好地促进学生科学素养与人本素养的融合

并进，助力学生生命的健康成长，实现智能与生命

的双和谐。

一、教联网时代学生成长可能遭遇的生命

异化

从信息技术与教育信息技术的演进判断，虽

然未来教育将会走向教联网时代，但当前仍处在

“互联网+教育”时代。“互联网+教育”时代是教联

网时代的前期阶段，“互联网+教育“时代学生遭遇

的生命异化很大可能将在教联网时代重现，因而

值得我们进行详细深入地分析。

（一）网络依赖过度化导致生命关系冷漠化

学生过度依赖电子游戏、网络视频、网络小

说，妨碍了学生日常的学习进度和学习安排，加剧

了学生与家长、教师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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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年 1—6月选取中国东、中、西经济地带 16
省（直辖市）一至六年级 30955名小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4%的小学生网络成瘾，其

中男生（3.0%）高于女生（1.7%）；且随年级升高有

增加的趋势，六年级（3.3%）明显高于一年级

（0.8%）及其他年级。儿童网络成瘾倾向检出率为

11.9%，其中男生为 13.0%，女生为 10.6%，男生高

于女生。中国小学生网络成瘾低龄化，且有逐年

增高的趋势。［3］近年来，中小学生对网络的依赖程

度日益加深，全球范围内中小学生的网络成瘾率

是 6%，我国中小学生的网络成瘾率约为 10%。［4］学
生过度依赖网络主要表现为对电子游戏的依赖。

电子游戏以打怪、闯关、晋级等模式不断刺激学生

的好奇心，从而形成游戏黏性。电子游戏对学生

而言充满了刺激与新鲜，诱使学生在多重游戏诱

惑下投入过多心力，严重干扰了学生正常的学习

生活，导致学生对生命关系的冷漠化。

学生过度依赖于网络虚拟聊天，大大缩减了

与周围人群线下接触的频率，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学生经常使用微信、微博、

QQ、Facebook等聊天软件与家人或朋友进行交流，

在虚拟空间中随意畅聊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被虚

拟聊天工具所物化。线上交流丰富了学生的人际

交往途径，但也使得学生终日与手机为伴，手机一

旦不在身边便开始惶惶不安。线上交流是“互联

网+教育”时代青少年人际交往的典型特征，这一

特征将会在万物互联的教联网时代变得尤为显

著。教联网时代的青少年不仅通过网络进行人人

交流，还可以同人工智能进行人机交流，这在一定

程度上可能会进一步疏远青少年与家长、教师之

间的距离。

（二）网络知识碎片化造成生命精力分散化

学生线上学习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碎片化

的知识学习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法深入思

考，学习效率低下。碎片化教学是通过整合优质

碎片化线上教育资源，以加的形式达成计算、时间

以及认知层面的三重减法结果［5］，也是线上教育的

主要教学方式。“互联网+教育”时代的学生接受的

是混合式学习，即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线下学习大多发生在学校，学生通过固定有序的

学校课程学习，掌握体系化的知识，获得循序性地

成长。线上学习是线下学习的补充，学生通过相

关知识搜索，在网络上学习大量的课外知识。对

于学生而言，线下学习能够提升学生学习的深度，

线上学习能够拓展学生学习的广度，两者同样重

要。与线下学习相同，线上学习同样具有自身的

局限性。网络知识呈现多元化和碎片化的特点，

不成体系，学生在线上学习时涉猎尚可，但深入很

难，大多情况下只能浅层学习。学生搜索相关网

络知识时可能会受到其他类型知识的干扰，不利

于学生学习注意力的集中。不同于学校课程中固

定知识点的讲解与学习，多元化、碎片化的网络知

识对于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的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

辨识难度。

（三）在线教育差异化致使生命素质失衡化

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信息化教育实力不足，

经济欠发达地区学生在信息素质、科学素质等生

命素质的提升方面明显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学

生。基于新冠疫情防控时期湖北省“停课不停学”

的调查显示：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是制约在线教

学顺利开展的首要障碍。有 73.87%的教师反映网

络经常出现故障，制约了在线教学的顺利开展。

特别是乡镇地区，教师反映经常会遇到网络卡顿、

视频播放不流畅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在线教学

的顺利开展。［6］在线学习对于我国部分发达地区、

优质学校和条件优越的家庭能够发挥较大的作

用，而对于农村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等，则发

挥的作用却有限。［7］

新冠疫情的突发使得我国在线教育经历了一

次大考，在线教学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迅速

被全国师生所接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暴露

出在线教育存在的诸多弊端。2015年 9月，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学生数字化技能评

估报告《学生、电脑和学习：创造联系》（Students,
Computers and Learning: Making the Connection）显

示：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极速发展，大多数国家

或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已经有更多的机会通过互

联网进行学习，但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与贫困家庭

的孩子之间的教育差距并没有缩小，相反新的数

字教育、网络教育鸿沟正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8］

在线教育的差异化导致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在信

息化设备采购、教师信息技术的培养、学生学习方

式的转变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不小的差距，从

而导致学生生命素质的失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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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络规范隐性化引发生命价值混乱化

网络环境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学生在线上学

习的过程中容易受垃圾信息的干扰，从而引发自

我价值观的混乱。网络空间虽然不是法外之地，

但也存在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校园贷”“校园裸贷”

等骗局诱导学生做出失足之举。“校园贷”背后大

多是利滚利的陷阱，如若学生逾期不能偿还贷款，

本息总额将会在短期内成倍增加。陷入“校园贷”

骗局的学生为了还上贷款往往通过逃课兼职来获

取收入，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学习，不仅荒废了学

业，甚至可能会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犯罪行为。也

有一些学生通过借第二家“校园贷”还上一家“校

园贷”的方式偿还债务，拆了东墙补西墙，却不知

道会陷入更大的陷阱。学生无法承受催债的巨大

压力，产生焦虑不安等多种精神疾病，甚至可能会

做出危害自身生命的极端行为。［9］

学生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社会经验尚浅，独

立判断能力不足，遇事容易想不开，一旦进入骗局

很容易走向极端。不法分子通过网络诈骗和建立

色情网站来诱骗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使部分

青少年误入歧途，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利益。

同时，一些西方国家或组织企图施行文化霸权主

义，他们积极在网络世界宣扬所谓的文化产品和

文化价值，这其中也包含恶意传递的色情化、暴力

化、功利化等网络文化糟粕，学生在畅享网络的过

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网络文化糟粕的影响，不利

于青少年健康道德观与价值观的养成。

二、教联网时代生命教育的价值导向

教联网时代生命教育的价值导向涵盖了个

体、教育和社会三个层面，关注学生智能素质与生

命气象的共同提升，注重科技教育与人本教育的

齐头并进，主张科技革命与生命进化的相辅相成。

（一）个体层面：智能素质与生命气象的共同

提升

智能素质的充分发展有利于学生进一步认识

世界，同时教联网时代的发展也要求生命教育能

把学生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转换成促进社会进步

的智力与能力。《荀子·正名篇》有云：所以知之在

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

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人本身具有的用来认

识事物的能力称作知觉，当知觉和所认识的事物

相符合称作智慧。人本身所具有的用来处置事物

的能力叫作本能，本能和所处置的事物相适合叫

作才能。东汉王充将“人才”和“智能之士”相提并

论，认为人才就是具有一定智能水平的人，其实质

就在于把智与能结合起来作为考察人的标志。［10］

智能素质是智力素质和能力素质的总和，学生在

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中提升智力，在生活实践中

运用智力完成复杂目标的锻炼能力。

生命气象是学生的个体生命精神的发展，是

学生的个体生命精神状态的表现。孔子曰：“质胜

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

认为君子应该是才华与淳朴兼备，既不能粗鄙也

不能轻浮。显然在教联网时代，学生只具备智能

素质是不够的，还应追求良好的生命气象。具备

良好生命气象的学生看起来绝不是浑浑噩噩、人

云亦云的生命状态，而是彰显一种郁勃的生命活

力。具备良好生命气象的学生一定是全面发展的

人，能够独立自主地学习和调节身心，具备深厚的

人文基础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并且热爱国家、勇于

担当。

教联网时代日新月异，知识爆炸加快了知识

的更新换代速度，扩大了知识的种类，导致个体越

来越难做到全面性地学习。“博学”在现代社会正

在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学生不可能掌握全部的

科学文化知识。因此，教联网时代生命教育不仅

重视提升学生的知识储备量，更关键的是赋予学

生具有把自身所学转化成适应环境、社会的能力。

生命教育也应把培养学生的智能放在教育的核心

位置，关注学生智力与能力的开发，重点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同时，教联网时代的生命

教育要引导学生透过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感受到

其背后的神奇与魅力，并逐渐开启学生的心灵世

界，让学生切身体验到人类智者的精神力量，从而

激励学生不断进取，提升学生的生命气象，使学生

成为具有浩然之气并可自立于天地之间的生命

个体。

（二）教育层面：科技教育与人本教育的齐头

并进

纵观全球，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

的科技人才供不应求，世界各国对于科技人才的

培养尤为重视，科技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

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发与应用，美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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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 2016年发布了两份重要报

告，其中《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报告中建

议“在中学乃至小学就引进数据科学课程，可以有

效改善国民的数据知识水平，同时为学生在高中

之后理解更高级别的数据科学概念和课程做好准

备”［11］。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加强科技教育是美国

政府为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以促进人工智能领

域发展所提出的重要举措。无独有偶，中国对于

科技创新与科技人才培养同样非常关注。2016年
5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的讲话中指

出：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升，就难以建立起

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快

速转化。［12］科技教育对于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

科学素质的提升至关重要，拥抱教联网时代最为

关键的便是加强科技教育。

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等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我们享受

着智能城市、智能交通、智能支付、智能家居、智能

教育带来的诸多便利，凭借一部智能手机即可在

万物互联的生态圈中实现大部分的生活需求。万

物互联促使教育互联成为可能，全球教育资源逐

步开放与共享。学生通过智能设备搜索，足不出

户便可获得丰富的在线学习资源。教育互联为青

少年带来学习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部分青少年走上

了“唯智能主义”“唯网络主义”的迷途。他们沉溺

于网络世界，在信息意识提升的同时受到了黄色、

暴力、谩骂等负面网络现象的影响，个体的人本性

与道德性受到了遮蔽。《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

益”的理念转变？》报告中提到，教育应该以人文主

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

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

承担共同责任。［13］生命教育认为在教联网时代，掌

握信息技术并不是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最为重要

的条件，没有人文意识引领就无法实现个体生命

的真正价值，也无法实现个体生命的和谐发展。

教联网时代的生命教育也应回归最初的使命与价

值追求，坚持科技教育与人本教育的共同发展，关

注学生生命价值的实现，关注学生身体的健康

成长。

（三）社会层面：科技革命与生命进化的相辅

相成

教联网时代生命教育追求科学技术革新与人

类生命进化的相互促进。第一次科技革命带来了

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工厂代替手工作坊，机器代替

手工劳动，人类进入蒸汽机时代。第二次科技革

命带来电力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内燃机取代了蒸

汽机，电器开始取代机器，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第

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生物工

程和原子能的发明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各

领域的深刻变革，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第三次科

技革命尚未结束，第四次科技革命已悄然而至。

第四次科技革命以石墨烯、基因技术、虚拟现实技

术、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为主要

标志，是 21世纪全新的科技革命，它将促使人类进

入人工智能时代。纵观人类社会四次科技革命，

无一例外，每次科技革命都会极大地提升社会的

生产力，变革社会的生产方式，加快人类生命进化

的速度。

2020年 1月，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第五十届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办，会议发

布了一份名为《未来学校：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

新的教育模式》的报告，描述了教育 4.0的全球框

架、特征和方法，以案例方式展现了向教育 4.0过
渡的 16所学校的教育模式。［14］第四次科技革命不

仅会带来教育模式的革新，也会推动人类生命的

进化。未来生命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创

始人迈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在《生命 3.0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一书中提出了

生命发展三段论：生命 1.0阶段是原始的生物阶

段，人类生命通过自然进化获得硬件（躯体）和软

件（思想），此阶段人类的硬件（躯体）和软件（思

想）未经后天设计；生命 2.0阶段是当前我们所处

的文明阶段，此阶段人类的硬件（躯体）依然依靠

自然进化，但人类的软件（思想）是通过语言、文化

学习而形成的，是由于后天的设计而形成的；生命

3.0阶段是未来的智能阶段，此阶段不仅软件（思

想）可以后天被设计，硬件（躯体）也可以通过硅基

硬件取代血肉之躯来进行设计。迈克斯·泰格马

克认为，科技对生命的进化进行了干预，人工智能

通过改变生命进化的方式改变了生命本身。［15］追
求科技革命与生命进化的相辅相成是教联网时代

生命教育最为崇高的目标。科技革命使生命进化

成为可能，一方面科技革新可以从硬件方面改造

人类的躯体，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拓宽生命视

教联网时代的生命教育：智能与生命的双和谐

-- 4



野，从软件方面影响人类的思想。未来可以明确

的是人类的生命进化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人类

推动科技革命的发生，创造并使用科技产品改造

生命，提升生命的形态。人类生命进化的同时又

会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如此循环，生命进

化与科技革命相得益彰。

三、教联网时代生命教育的构建策略

生命教育有效开展的主要路径包括：依托物

联网平台，开展自然生命教育、精神生命教育、社

会生命教育，助力学生生命的全面发展；借助大数

据分析技术，实施生命教育多元评价；顺应教联网

时代，构建学生、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生命教

育共同体。

（一）依托物联网平台，促进学生生命的全面

发展

其一，依托物联网平台，开展引导为主的自然

生命教育。首先，自然生命教育应增强学生身体

健康教育。教联网时代虚拟生活将会成为青少年

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拟生活将会压缩学

生现实生活中的体育锻炼时间，一些学生可能会

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亚健康状态。自然生命教育鼓

励学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在大自然中积极参加

各种体育活动，强健体质，保持健康。其次，自然

生命教育应增强学生生命安全教育。除了开展日

常的生命教育安全讲座、安全演习等传统的教育

方式，还要结合物联网，以微电影、宣传片、短视频

等方式开展生命安全教育，让学生意识到校园欺

凌、校园霸凌以及自杀是不正确的、不尊重生命的

行为，从而增强青少年的生命自我保护能力。

其二，依托物联网平台，开展疏引结合的精神

生命教育。首先，精神生命教育主张设立大量的

青少年网络心理教师，疏导学生的心理压力。当

前学校心理教师力量依旧薄弱，部分学校心理教

师由任课教师兼任，即便学校设立专任心理教师，

一些性格自卑的学生担心其他同学嘲笑也不轻易

寻找心理教师诉诸心理问题。学生在虚拟空间更

愿意和他人交流，更情愿开口向青少年网络心理

教师咨询。青少年网络心理教师通过网络心理咨

询平台单独和学生进行心理沟通，在线帮助学生

解决心理问题，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学生的个人

隐私。其次，精神生命教育应关注学生过度依赖

网络导致的生命关系冷漠化问题，引导学生明晰

虚拟工具、虚拟世界的优点与不足，鼓励学生有度

地将虚拟生活和现实生活相结合，促进学生生命

关系的和谐化。

其三，依托物联网平台，开展学生生命素质全

面发展的社会生命教育。学生生命素质的均衡发

展要求社会生命教育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学生

生命素质稳步提升的问题；二是学生生命素质均

衡提升的问题。学生生命素质的稳步提升离不开

科学有效的网络课程学习。社会生命教育主张在

一定程度上规范线上教学平台，鼓励线上教学平

台推出系统化的在线课程，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

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建设［16］，降低学生在网络学习

过程中因碎片化学习而导致的精力分散，提升学

生网络学习的学习效率与学习效果。学生生命素

质的均衡提升与全国信息教育质量的均衡发展息

息相关。当前，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存在

两个层面的“数字鸿沟”，前者是由于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差异化产生的“数字鸿沟”，后者是因为信

息技术使用差异化产生的“数字鸿沟”。社会生命

教育主张把握一个基本保障和一个努力方向，即

优化信息教育资源供给，保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第一层面“数字鸿沟”的

逐渐消融；努力提升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师、学生与

家长的信息素养，促进第二层面“数字鸿沟”的不

断缩小。

（二）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开展生命教育多

元评价

其一，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全方位观测学生

学习的信息数据。大数据分析技术支持下的学习

评价是将现代信息技术嵌入学习全过程，对教学

和学习活动的信息流与运行轨迹做出观测、解释

和反馈，并利用描述性反馈信息实现教学相长和

学生发展的过程。［17］大数据评价主张用数据说话，

强调常态监测，接受数据的混杂性和关注数据隐

含的相关关系。［18］开展大数据支持下的生命教育

智慧评价就是要将评价贯穿于全部的教育数据流

之中，全程观测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信息数据，

通过观测数据，解读数据和反馈数据，实时精准地

进行学习评价。生命教育智慧评价对生命教育工

作者的大数据分析技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生命

教育工作者应具备良好的信息数据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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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全过程地开展生

命教育多元评价。教联网时代的学生从入学开始

每一学年的学习科目、学习内容、学习表现和学习

成绩都被记录在个人的学习数据库之中。生命教

育工作者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轻易地把握

学生以往的学习轨迹，真正将诊断性评价、形成性

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纳入到生命教育的多元评价全

过程中。学生也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全视

阈地了解自我的学习状态，找到自身学习的薄弱

之处，确定未来学习的重点和方向。

（三）顺应教联网时代，构建生命教育四维共

同体

其一，学生应养成创新思维，以创新思维构建

新的学习方式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的

要求。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探讨了 365种职

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被淘汰概率，大概约有 300种
职业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会被淘汰。其中，电话

推销员、打字员、会计、保险业务员、银行职员等职

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概率在 95%以上，这些机械

式的劳务工作很容易由一个软件或一套程序所轻

松完成，因此极易被人工智能代替。最不容易被

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业分别是酒店管理者、教师、心

理医生、公关和建筑师，这些工作往往具有复杂

性、创新性和批判性，人工智能很难胜任。因此，

教联网时代的生命教育应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的学习情况和特点自主地

安排学习进程和学习内容，充分发挥自身的创

造力。

其二，学校是教联网时代实施生命教育的主

阵地，应充分在学校日常教育活动中开展生命教

育。学校在教联网时代必不可少，未来的学校即

使在学校组织、学校管理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革，

但其育人的本质是不会动摇的。学校应在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之中加入生命教育，把生命

教育融入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之中。教联网时

代学校实施生命教育应帮助学生明晰人与人工智

能之间的差异，了解人类存在的生命意义，明白人

之为人的生命价值。

其三，良好的家庭生命教育对青少年的身心

成长至关重要，家长应利用物联网平台，主动与学

生、教师之间形成生命教育共同体。首先，家长应

主动耐心地与学校教师进行交流，搭建便捷互动

的沟通渠道，掌握孩子在校学习的基本情况。其

次，家长应抽出时间、俯下身去观察孩子的生活世

界，与孩子做朋友，真正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最

后，家长应学会利用线上与线下多种方式同孩子

进行深度交流，运用教育机智，走进孩子的心灵世

界，了解孩子生命成长的真实状态。

其四，政府部门应加强网络监管秩序力度，扩

大网络社会正能量宣传，陶冶学生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网络空间良莠不齐，强化网络空间监管是

避免学生陷入网络骗局的关键。有关部门应注重

对学生经常登录的网站和平台进行检查，一经发

现不良网站和平台立即查封，矫正网络空间的无

序化，为学生的健康成长营造绿色和谐的网络环

境。加强社会生命教育还可以通过物联网大力宣

传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以及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

利用榜样的生命力量感染每一位学生，激发学生

向榜样学习的动力。

教育的本质是生命教育［19］，是指向育人的生

命教育。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推动教育模式的革

新、教育理念的升级、教学方式的改变与教学内容

的更新，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科技怎么进步，

教育的育人本质是不会动摇的。教联网时代的生

命教育既要体现智能时代的典型特征，更应在时

代浪潮中坚守促进学生生命全面发展的育人本

质。教联网时代的生命教育要超越狭隘的科技理

性，尊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均衡发展，充分调

动学生生命发展的可能性和创造性，助力迈向未

来的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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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Education in the Epoch of Teaching Circulation Network:

The Harmony of Intelligence and Life

ZHOU Hongyu, QI Yanlei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The four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pushed human society into the in‐

telligent age of internet of everything. Education has entered the age of teaching circulation network,

and humanity has also begun to enter the age of life evolution. The alienation that students may en‐

counter in the process of life growth in the age of teaching circulation network mainly includes the ap‐

athy of life relationships, the dispersion of life energy, the imbalance of life literacy and the disorder of

life value. The value pursuit of life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teaching circulation network is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nnovation literacy, promote the simulta‐

ne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human-oriented education, and pay at‐

tention to the mutual complementarity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life 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teaching circulation network mainly relies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lives; the use of 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to

implement multiple evaluations of life education; conform to the age of education networking and build

a four-dimensional community of life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epoch of teaching circulation network; life education; online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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