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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has achieved great accomplishments,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s unity of supply and students’ personalized devel-
opment has also become a severe problem that our higher education sectors have to face.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hat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provide students with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which is adapted with their pers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urse of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we should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creating personalized education space for students. This re-
search is based on Spatial Sociology theoretical basis, using “Field-Habitus” theory, which has built 
a model of “course-circumstance-potential” three-dimensional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space and 
has also put forward a way for choice to build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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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高等教育供给统一性与学生个性化发展的矛盾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

面临的重要问题。为学生提供与其发展相适应的个性化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个性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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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特别要关注为学生创设个性化的教育空间。本研究以空间社会学为理论基础，运用“场域-惯习”

理论，构建了“课程、环境、潜能”三维个性化教育空间模型，提出了创建个性化教育空间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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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2017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779 万人，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达到 45.7%，我国高等教育进入由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发展阶段 1。虽然高等教育实现了快速的发

展，但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相比仍有较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二是对大学生质量特别是整体素养的担忧(钱颖一，2011) [1]。究其根本原因，是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

系的趋同性与学生个体个性化发展、多样性成长之间的矛盾，即高等学校教育供给统一性与学生需求多

样性的矛盾。为此，高等学校需要通过提供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个性化教育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

培养出杰出人才。 
当前，高等学校“千校一面”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统一的教学模式，统一的

课程设置，统一的教学内容等等都与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产生矛盾，使得学生个性化成长空间不断压缩。

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批高等教育专家、学者大力倡导和努力探索高等学校个性化人才培养的路径。在个

性化教育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将“空间”列为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刘献君提出个性化教育三个关键即：潜能、立志、空间，这是开展个性化教育的三个重要方面[2] (刘

献君，2012)；吴刚认为，空间是个性化教育四个相互关联维度之一，空间包括弹性化的学习环境及宽泛

的学习路径，学生个体通过泛在学习使学习可以在每个具体场所实现[3] (吴刚，2015)。 
目前，国内有关个性化教育空间的研究还相对缺乏。对“教育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的地理

空间、经济空间和教学空间等领域。为更好推进个性化教育研究与实践向深度与广度发展，需要在现有

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个性化教育研究，特别是对个性化教育空间进行研究，为深化个性化教

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与遵循。本文拟从空间社会学理论框架出发，勾勒个性化教育空间的基本构成，构

建个性化教育三维空间模型，为个性化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一种空间视角的观察与分析维度。 

2. 文献综述 

2.1. 个性化教育内涵 

顾明远认为，个性化教育就是培养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为了使学生个性发展，就要为每个学生提

供最适合的教育，使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充分发展[4] (顾明远，2011)；刘献君认为，个性化教育是面对

独特的生命个体，通过适合每个独特生命的手段，发掘个体生命的潜能，促进个体生命自由发展的教育

[5] (刘献君，2011)；卡罗尔(Carroll. A.W, 1975)认为，个性化教育是在学习者个性特征与学习环境之间努

力达到的一种平衡，它是学习者个性特征与所学知识、概念、行为方式、学习环境、激励系统及习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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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之间的一种合理匹配，而且是一种连续的过程[6]。 

2.2. 教育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 

“社会空间”一词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 19 世纪末创造和应用的。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社会空间概念的使用逐渐趋于广泛化。社会学家洛韦(P.H. Chombart de Lauwe)，马

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H Lefebvre)，人种学家孔多米纳(Georges Condominas)都提到了社会空间。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提出了社会空间理论。他把“空间”纳入了

社会研究的视野，把空间要素嵌入社会研究中，提出了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之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概念组合，形成了空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成为

进行空间社会学分析重要的理论工具。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他指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

许多社会空间”，“空间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和容器，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

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7]。 
教育作为人类生存与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虽然它有其

自身特有的一些结构和功能，但又时时处在与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相互关联之中，从另一视角反映了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教育所处的空间，就是社会整体的系统与生活相关联系统的一个复合体。 
布迪厄的“场域(field)”为考察教育空间的状况及教育的形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在学校教

育中，“教育空间”的概念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学的分析，而不仅仅是在地理学意义上的分析。 
个性化教育空间属于教育空间的范畴，关于教育空间的研究有多种视角。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社

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比拟地理空间的意义上使用“社会空间”一词来表示个人在社会中的位

置所构成的“场域”，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空间图式。 
我国学者张谦舵、潘玉君等研究了教育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教育系统与社会系

统是‘子—母’系统关系，决定了教育系统的空间表现即教育空间，与社会系统的空间表现即社会空间

之间，也是‘子—母’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子—母”关系的存在，使得在考察教育空间过程中，必

然要考虑社会空间对教育空间的影响作用[8]。刘燕楠认为，在教育上，空间的“社会形态”更为凸显，

它不断存于教育的意识形态之中，构成了教育—社会化的“在场”性[9]。 
以上学者都认为教育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紧密联系并对教育空间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本文研

究个性化教育空间结构维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 

3. 个性化教育空间建构 

布迪厄认为，场域(field)是“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形，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

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场域、学术场域等[10]。在布迪厄看来，“场域”

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空间，而且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

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 
正如把教育空间视为社会空间一个子系统一样，在教育空间中也包括有不同的“场域”，而在这种

“场域”中一样体现着社会关系，即教师、学生、管理者等相互关系；刘生全(2006)认为，将“场域”与

“教育”结合而生成“教育场域”(Educational Field)，其范畴是对教育作场域解读的尝试，也是教育研

究在理论范畴建构和方法论拓展上的一种积极探索；教育场域系指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

者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知识(knowledge)的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人的发展、形成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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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11]。刘宗南(2013)认为，将课程与“场域”相结合而生成“课程场域”(Curriculum 
Field)，其范畴是对学校教育课程作场域解读的尝试，也是课程研究在理论范畴建构和方法论拓展的一种

积极探索[12]。从以上学者观点来看，在研究教育空间过程中，离不开教育场域对教育空间的影响，其中，

课程场域应是相对独立的“教育场域”之一，由此可以认为，课程应当成为个性化教育空间的维度之一。 
“惯习”是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惯习”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作为实践社会学理论的创

始者，他认为个体作为一个社会人，其实践行为的发生受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在主观

方面影响人的实践行为的就是“惯习”。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一种主观性情倾向，它来自于个人长期的

实践活动，一旦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经验就会内化为人们的潜意识，转化成为人的社会行为、行为策

略的内生机制。布迪厄认为“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而禀性是一种以特定及稳定的方

式对事物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倾向，这种禀性也可以认为是个体潜能，包括个体的性格、认知、情感倾向

和认知策略。对个体来说，潜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行动策略，对教育空间产生作用和影响，由于

个体的“潜能”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紧密相关，将影响认知与行动策略的选择，也应成为个性化教育空

间的重要构成要素。 
教育环境作用越来越受到教育者的重视。《教育大辞典》中关于教育环境的概念解释为“为培育人

而有意识地创设的情境。一般可分为家庭教育环境、社会教育环境和学校教育环境。教育环境既是一般

环境的一部分，又因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而不同于一般环境。”[13]；教育环境通常是指确保学校教学活

动顺利进行的诸条件的综合，从空间范围来讲，既包括社会层面，也包括学校层面的教育环境[14]；教育

环境对教育成效之所以产生影响，关键在于教育环境的渗透作用。教育环境渗透，作为一种现象在教育

中是普遍存在的，它往往通过一切时机、手段、方式、渠道和载体等体现出来。环境的渗透机理是“人

们通过环境中信息的交换和交往中行为的交互作用，导致相互之间心理和行为的改变”[15]。马克思说：

“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16]。个性化教育环境主要指的是学校教

育环境，要充分发挥个性化教育环境对学生培养的渗透作用，通过教育环境渗透来激发学生的个性潜能，

从而达到塑造学生的“惯习”策略的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个性化教育空间可由“课程、环境、潜能”三个维度建构(见图 1)。三个维度从 

 

 
Figure 1.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three-dimensional 
space model 
图 1. 个性化教育三维空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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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系看，课程是关键，环境是根本，潜能是目标，个性化教育空间建构就是要通过课程设计和环境

渗透来激发学生个体的潜能，达到个性化人才培养的目标。 
在创建个性化教育空间过程中，课程是关键。这是由于课程在教育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教育是通过

课程的教育来达到人才培养目标，学生在学校主要是通过课程的学习获得知识与技能，没有高质量的课

程也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关键是提高课程质量，为学生创设个性化发展空间关键是

增强课程体系的柔性，学生通过对课程的选择，来实现个性化的发展。 
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大学环境包括物理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物理环境指教

室、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等物理空间，它创造的是学生身体活动的空间；人文环境包括学校价值观

念、文化特征、师生关系、学术氛围、教育理念等，人文环境创造的是学生思想活动的空间。涂又光教

授提出的“泡菜理论”，是对环境育人的最好诠释，形象说明了环境的渗透作用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 
个性化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激发学生的潜能，从而实现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化发展。根据多元智能理

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潜能，每个人的优势潜能是不相同的。而现有的教育体制用一个要求，一种模

式，一种机制要求、评价、教育不同的学生，使学生的个性化潜能得不到开发和有效利用。个性化教

育就是发掘学生的独特优势潜能来实现学生个性化发展，一旦这种潜能得到发展，将极大促进学生的

成长与进步。 

4. 个性化教育空间实现路径 

个性化教育空间不仅需要建构，还需要实现，通过路径设计实现个性化教育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

根据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个性化教育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从理论上证

明了个性化教育空间是可以生产和再生产的，这种生产和再生产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课程、环境、

潜能三个维度不仅建构了个性化教育空间，还为个性化教育空间生产与再生产指明了路径与方向。 

4.1. 课程路径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与依托，人才培养主要通过课程来实现，个性化教育空间的生产离不开

课程的生产与再生产。课程本质上体现了师生关系、学校与企业、学校与利益相关方等社会关系。这就

要求学校的课程设置要符合学生发展、企业、社会需求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课程设计指“拟定一门课程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它决定于两种不同层次的课程编制决策。广义

的层面包括基本的价值选择，狭义的层面包括技术上的安排和课程要素的实施”[17]。课程设计是通过对

教育目标的规定、教育内容的安排和教学形式的组织，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学生的发展，它包括课程

目标的确定和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课程设计既要实现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也要建构课程体系和合

理安排理论、实践课程等组成部分。 
要实现课程对个性化教育空间的生产，就需要围绕课程体系设计、课程内容选择和教学方法创新三

个方面进行。 
首先，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通过课程体系的再设计，体现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教育的

融合，体现通识教育和个性化教育的融合，体现国家、地方和校本等课程进行统筹安排与协调，使不同

层次、不同类别的课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课程模块的设计增加课程体系的柔

性，防止课程体系的碎片化倾向；通过课程置换，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使学生在达到人才培养目标基

本要求的情况下，增加学生选择的灵活性和个性化；通过校本课程与企业课程的结合实现人才培养满足

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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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课程内容选择上，既要传授基础理论知识，也经强化实践应用内容的选择。在基础理论知

识传授上引入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知识获得方法，在实践应用上引进最新的技术创新成果，使学生既

掌握知识，又掌握应用。 
最后，在教学方法上引入研讨式、项目式、案例式及信息技术等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课

程维度创设个性化教育空间路径如图 2 所示。 

4.2. 环境路径 

个性化教育空间环境维度包括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资源环境，其目的是要通过教育环境的渗透作

用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图 3)。在文化环境上，通过学习、研究与讨论使“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育

教学理念深入到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者的内心，从而内化为实际的教学、管理行为从而影响大学文化

环境的形成。例如，北京大学崇尚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思想自由”成为北大文化的核心。这种文

化环境对学生个性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导向性、隐匿性、融合性和强化性的渗透作用。 
制度环境是对文化环境的固化和显化。通过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保障个性化教育空

间的生产与再生产。首先，制度的制定过程就是观念、文化的融合与统一的过程，没有共同的观念、文

化认同，就不能实现制度的制定，即便制定了制度也不能有效实施；其次，通过制度的固化与显化，使

教育的相关方，包括学生、教师和教育管理者认识到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如哈佛大学等就制定了

带有明显文化特征的选课制度、选修制度、通识、专业教育课程学分制度、招生、学籍、毕业、学位、

捐赠管理制度等，这些制度保证了哈佛大学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实现，同时也使得哈佛大学的精神通过环

境的渗透作用影响着每一位师生。最后，通过制度环境的创建，使个性化教育空间内涵不断丰富。制度

环境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具体来说，要随着教育空间的发展不断变化

以适应新的教育空间的生产。例如，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课程空间不断扩大，通过

远程、互联网学习成为可能，使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发生变革，这就需要新的制度与之相适应，从而推

进制度环境的建设。 
 

 
Figure 2. Creating an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space path in the course dimension 
图 2. 课程维度创设个性化教育空间路径 

 

 
Figure 3. Creating an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space path in the circumstance dimension 
图 3. 环境维度创设个性化教育空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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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reating an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space path in the potential dimension 
图 4. 潜能维度创设个性化教育空间路径 

 

在资源环境上，学校通过内外部资源的转化不断丰富资源的总量和优化资源结构。资源的总量决定

了教育物理空间的形式和内容，资源的结构决定了教育空间的再生产能力。例如，教室、实验室、图书

馆等物理资源空间的大小决定了学校的办学条件，而师资资源决定了学校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两者结

合，决定了学校教学科研能力的大小，进而影响教育空间的再生产能力。 

4.3. 潜能路径 

霍华德·加德纳创立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作为个体，每个人都同时拥有相对独立的八种智能，这

些智能在每个人身上的组成方式、发展顺序、表现形式、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因而导致了个体之间的差

异。人的潜能具有丰富性、隐藏性、个别差异性、可开发性等特点，正是这种特点的存在，使得潜能开

发在学生成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个性化教育空间的创设就是要激发学生潜能的认识与发展来实现学

生个体的个性化成长。如图 4 所示，在实践中，要实现对学生个性潜能的认知，就需要了解学生的个性

特征、优势潜能倾向和成长趋势，通过潜能测量量表设计，科学测量学生个体在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从

而帮助个体更好实现个性化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潜能导师的引导、立场目标的设立和实现立志目标

路径的设计，帮助学生个体实现个性化发展。 

5. 结束语 

通过研究，个性化教育空间结构由课程维度、环境维度与潜能维度构成。从三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上

看，在创设个性化教育空间过程中，课程维度是关键，环境维度是根本，潜能维度是目标；研究表明，

在个性化教育过程中，要重视通过课程路径与环境路径的建设来拓展个性化教育空间，最终实现激发学

生个体潜能这一内生目标，从而真正实现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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