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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部分学校试行数字化教学引起争议
电脑代替老师 究竟是好是坏

巨额投入收获成果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穆尔斯维尔

学区给辖内 !所中级学校所有 "至
#$年级学生，总计 ""%%人，每人配
备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
为此，学区以每台每年 &'!美

元的价格向苹果公司支付租金和保
修金，每年再花 #%万美元为这些电
脑安装软件。使用电脑的学生家长
每年出 !%美元即可，困难家庭可免
交。学区还为家长们联系到价格合
理的宽带互联网服务。
学区首席财务官特里·哈斯说，

拨出巨额经费支持数字化教学是个
“无比艰难的决定”。

不过，钱没白花。学区 &%%(年
毕业率是 (%)，&*##年提高到 +#,。
在全国语文、数学和科学统考中，
(()的学生成绩为“熟练掌握”，比
&%%(年提高 #!个百分点。这 -年
来，学生出勤率上升，辍学率降低。

学区教育主管马克·爱德华兹
骄傲地说，推行数字化教学“不仅与
技术相关，而且涉及教学文化的改
变———让学生为将来做好准备，而
不是过去”。

鼓励学生自发学习
电脑教学有利于学生自己掌握

学习进度，北卡罗来纳州南格兰维
尔一所高中的化学老师斯科特·艾
伦对此颇有兴趣。“教师倾向于像家
长一样控制学生，但是学生按照自
己的进度学习效果最好。”
穆尔斯维尔学区的孩子们已经

与电脑形影不离。他们在课堂上用
电脑学习，回家用电脑做作业。老师
们也离不开电脑。他们在电脑上出
测验“试卷”、批改作业，还可以根据
电脑统计数据了解学生学习进度，
给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传统教育模式中，大部分时间

是老师讲、学生听。数字化教学则鼓
励学生更主动地自发学习。
东穆尔斯维尔中学语文老师凯

瑟琳·希金斯将向学生介绍“先验
论”（!"#$%&'()*(!+,-%.）这个哲学名
词。她没有直接告诉学生这个词的
含义，而是把学生分为几个小组，指
导他们上网搜索并一起讨论。

“电脑就像私人家教”
数字化教学让性格内向的孩子

也能积极参与其中。讲到《独立宣
言》时，希金斯鼓励孩子们上台演讲。
不过，不敢上台也没关系，在网上聊
天室学生们同样可以发表见解。

性格腼腆的蔡辛·威尔逊说：
“我不太会社交，但是我用键盘敲
（我的想法）没问题。它把我和其他
学生连在一起，让我畅所欲言，帮助
我参加集体讨论。”

学生可以按自己的情况选择教

学软件，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再请教老
师。学得慢的学生再也不用为答不出
题目而在全班同学面前羞红脸。

在埃琳·霍尔辛格教授的 !年
级数学课上，男生伊桑·琼斯在学习
分数，他打算提前完成 !年级的学
业。与他三张课桌之隔的一名女生
学习进度明显慢得多，仍在用软件
学习基本乘法。琼斯说：“电脑就像
我的私人家教。”

部分教师心存忧虑
爱达荷州议会希望该州学校成

为数字化教学先锋，去年以压倒性
多数通过法律，要求所有高中生学
习一些在线课程才能毕业，还要求
给每个老师和学生配备笔记本电脑
或平板电脑。

-&岁的安·罗森鲍姆是波斯特

福尔斯中学的语文老师。她给州长和
学区教育主管都写过信，坚决反对把
技术“硬塞给老师、家长和孩子”。
她对强制学生学习在线课程感

到不解，认为这种教学方式效果有
限，不如真人面对面授课那样能激发
她的思想和给她足够的信息。
她怀疑，学生们坐在电脑面前

能否管得住自己，像听老师讲课那
样专心学习。
在罗森鲍姆的教室里，几乎看

不到高技术设施。她把作业题写在
白板上，学生们把作业写在纸上。她
用电脑和投影仪给学生们放过一段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视频，但大
部分时间她仍是采用讲课，提问，启
发学生回答的传统教学方式。
罗森鲍姆说，技术虽然能发挥

作用，但是人的作用更大。“我教他

们认真思考，电脑做不到这个。”
""岁的教师威恩斯在博伊西高

中教授历史和经济学，颇受学生欢
迎。他愿意在教学中应用高技术：“我
赞成教师运用技术工具，是该与时
俱进了。”不过，威恩斯认为，立法强
制推行数字化教学是草率、一刀切
的方案，强制学习线上课程会减少
师生面对面的交流，于学习不利。

里格比高中教师斯蒂芬妮·库
克是爱达荷州“&%##年年度教师”。
她担心教师有了电脑却不会应用，
因为不少教师上班已经相当辛苦，
再让他们去学习电脑教学会让加重
他们的负担。
不少教师担心推行数字化教学

将导致学校裁员和削减教师薪酬。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北卡罗来
纳州穆尔斯维尔学区推行数字化教
学后，教职员工岗位减少了 .!个，
其中 -/个是教师岗位。
一些学生也反对这项立法。波

斯特福尔斯高中 .**名学生曾举行
午餐抗议活动，打出口号“我们需要
老师，不是电脑”。高二学生山姆·亨
茨说：“我更愿让老师教我。”

培养学生批判思维
面对各种反对声和质疑声，爱

达荷州州长奥特和学区教育主管卢
纳大力宣扬数字化教学的好处。
奥特说，接触高技术是为学生

就业做好准备的唯一途径，接触网
络上的大量信息和资源能培养他们
的批判性思维。当被问到如何看待
网络上大量的不实信息时，奥特说，
信息无论对错，都可以锻炼学生用
批判性思维找到真相。
卢纳说，他理解教师对适应新

的工作方式的恐惧，但是“&' 世纪
教师的作用变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教师要成为向导、教练、教育者，帮
助学生们按他们自己的步调进步。”
按照爱达荷州推广数字教学的

立法，中学毕业要求的 "/个学分
中，&分需要通过读网上课程获得。
卢纳解释，这样可以让学生学习一
些本校没有的课程，同时让他们熟
悉这种在高等院校中日益普及的学
习方式，以便适应大学生活。欧飒

学区房销售火了
! ! ! !穆尔斯维尔是个寻常社

区!甚至谈不上富裕"这里 !"#

的学生是少数族裔!$%#学生

符合标准申请为贫困学生提供

的免费或优惠午餐"

不过! 这几年想搬到这里

住的家庭越来越多" 房地产经

纪肯特#坦普尔告诉 $纽约时

报%记者&'即使经济衰退时!我

们这里也是卖方市场! 人们想

买这里的房子" (

他解释!在这个学区!家境

平平的孩子与有钱人家孩子的

受教育机会均等! 同样有机会

上大学"

穆尔斯维尔高中特殊教育

项目协调员梅洛迪)莫里森将

此归结于数字化教学在该学区

的推广"

莫里森说&'一些 &年前可

能毕不了业的学生现在都能毕

业**数字化改革让竞争变得

公平+ (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
中学教室里，每个学生面前都摆
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该校所在的
穆尔斯维尔学区从4年前推行数
字化教学以来，学生整体成绩大
幅提高，是美国有名的数字化教
学示范学区。

但是，一个学区的成功并没
有平息美国国内关于数字化教学
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是大势所
趋，而反对者则对此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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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走进课堂
引发多种质疑

! ! ! !穆尔斯维尔学区的数字化

教学效果不错! 教育工作者纷

纷慕名前来参观! 以至于穆尔

斯维尔学区应接不暇! 不得不

把参观者每 '%人组成一个团!

每个月接待一个团"

该学区学生对数字化教学

已经习以为常!不理解'这有什

么好看的(" 一名 ((年级学生

说! 那些参观者看学生像是看

'实验室小白鼠("

但不少参观者对这个新事

物仍心存疑虑" 该学区教育主

管爱德华兹说! 实行数字化教

学要求 '教师必须比过去更加

信任学生! 必须愿意放弃控制

权("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一名教

师说&'我不知道能否如此信任

我们的孩子" (

一些参观者认为! 苹果公

司借推行数字化教学之机大举

'入侵(公立学校"

穆尔斯维尔学区的口号

'我相信, 我能, 我愿意(-!)

"#$!#%#& !'()& !*!$$.被认为与

苹果产品的名称太过接近"

是否推广数字化教学!让

技术在课堂上发挥什么作用在

美国争议不断"

不少教师说! 他们不排斥

技术!但前提是技术要适合他们

的教学方法和风格"他们认为应

该以学业成绩!而不是技术采用

量为标准来评判教学质量"

洛杉矶一些公立学校教师

抱怨! 学区教育主管给教师打

分的项目中包含是否在教学中

应用技术这一项! 这种做法是

'为了用技术而用技术("

在爱达荷州通过立法强制

推行数字化教学后!州教师举行

抗议游行!指责议员们听信英特

尔和苹果公司等技术企业的大

力游说!却听不进教师意见"

一些教师和家长团体要求

明年 ((月举行全民公决来决

定是否实施这项法律! 已经收

集到举行全民公决所需的 "+&

万个签名"

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萨布丽

娜)莱恩说&'教师们不是反对技

术!他们反对有附加条件地给他

们资源!却不支持他们有效地用

这些资源提高学生成绩" (

! 学校为每个学生配备苹果笔记本电脑
!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数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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