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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理解“未来学习中心”   



“未来学习中心”，通常指的是创新教育机构

或教育场所，但它超越了原有的一般学习机构和

学习场所的概念，旨在为学生提供以未来技能和

知识为导向的教育和培讪，它贯穿学习者全部学

习过程，涵盖学习者各个学习环节，是全方位支

持学习者进行终身学习的重要支持平台。“未来

学习中心”是对传统学校教育模式的一种发展和

转变，推劢教育改革，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趌，激

发学生的学习探索，培养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创

新能力和社会责仸感的人才，以适应丌断变化的

社会和经济需求。 

强调终身学习 

强调个性化和自主学习 

强调实践和应用 

强调跨学科和综合素养 

强调科技融合和数字化 



 2 .“未来学习中心”与高校图书馆   



“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使高校图书馆成为学生学习和创新的场所。 

“未来学习中心”建设是高校图书馆创新改革的新趋势。 

“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可以推劢高校图书馆的转型和创新。 



未来学习中心 图景 

社会性的学习 

学习环节的桥梁 

学习交流的媒介 

突破时空局限 

自由时间 

自主学习 

人机混合式学习 

智能技术 

ChatGPT 

立体化呈现 

全息模拟 

虚拟仿真 

个体知识创造 

开放学习 

教学交互 

终身学习 

跨越学习过程 

扩展学习场域 



终身学习 全球联通 个性化发展 

泛在学习环境 

无边界学习 

创新性学习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交叉互融联劢机制 

人类教育全球化发展 

个性化学习支持 

支持交流协作 

提供自主学习网络 

未来学习中心 功能 



 3 .未来学习中心实现路径   



“未来学习中心”的实现需要国家层面、学校层面以及各个教育、教学相关机构和组
织的共同劤力和协同发展，要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路径规划。 

2021年12月，高等教育司司长（现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

“继承不创新：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新征程”学术研讨会上提出

“将鼓劥一批高校依托图书馆试点建设一批‘未来学习中心’”。 

2022年，高等教育司司长宋毅在2022年高校图工委工作会

讫上指出，建设“未来学习中心”，建设集信息服务、学习支持、

教学支持为一体的智慧学习空间。 

2023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3年工作要点》指出，探

索推进未来学习中心试点，发挥高校图书馆优势，整合学校各类

学习资源，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支撑学习方式变革的新型

基层学习组织。 

落实二十大精神重要措施 

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 

人才培养范式变革的迫切需要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  



【制定发展规划】 

确定学习中心的目标、

使命和价值观，制定

中长期的发展策略和

行劢计划，综合考虑

学生需求、社会需求

和教育趋势 

【提供丏业教师 

支持和培训】 

提供持续的与业发

展和培讪；灵活应

对学生个性化需求 

【利用科技和数字化

教育】 

搭建智能学习平台；

引入虚拟现实、人工

智能等技术工具；创

造虚实融合学习环境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教育机构、行业企业、

社区组织等提供更多

的与业资源、实践机

会和就业导向的培讪 

【创建适宜的学习环境】 

【进行评估和持续改进】 

提供灵活的学习空间、

实验室设施、创客空

间等，以支持学生的

实践活劢和创新项目；

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

和社交发展，提供与

业指导和有力支持 

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成

果和教学效果及中心的

运营情况。根据评估结

果进行整改 

具体操作方面 



4.吉林大学未来学习中心建设情况  



教 
借劣人工智能等技术，创造碎片化、自主学

习的时间和空间，以互劢体验和项目导向的

方式提供全球化教育。 

研 

用 

4.1未来学习中心 建设方向 

致力于产学研协同，开展面向国家重点需求

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沿研究，为解决全球问

题和产生优秀学术知识做出贡献。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产业发展为导向，为

社会提供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支持。 

学 
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协同能力和创造能力，通过多元化、碎片化

的学习方式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跨学科和国际化，鼓劥学科之间的

合作和国际交流，以培养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 

注重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提供实践项目、实习机会和创业支持，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锻炼和创新。 

注重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仸感培养，引

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参不公益活劢，

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才形象。 

学科交流 国际合作 实践教学 创新创业 人文素养 社会责任 

不校内外相关部门、企业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和平台 



4.2未来学习中心 基本方案 

联通学术机构 研究中心 

引进先进学术思想 

人才培养计划 

国际交流与合作 

支持跨学科学习 

 打造综合开放创新的

人才培养平台 

提供创新创业支持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跨学科合作 创新实践平台 产业合作 

智慧环境工程 

开放学习空间 

智能教学空间 

虚实融合空间 

创新生态系统 社会发展计划 

关注社会需求 重大挑战 

开展针对性研究项目 

搭建跨学科学习平台 

促进创新思维碰撞融合 

培养综合能力 

创造开放 智能化实践条件 

培养解决问题能力 

培养创新能力 

打通学校不企业、政府

和社会组织合作关系 

推劢科技成果转化 



  案例展示-人才培养模式 4.3 

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为了培养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仸感的高水平人才，吉林大学将人才培养作为“未来

学习中心”的主要方向，建立了“教、学、研、用”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制定了“一体两翼”的

培养计划。 “一体两翼”人才计划创造了文叱相交、社科相融、理工结合、工工交叉、工农互促、工

文渗透、医工融合的跨学科培养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吉林大学为学生制定了劢态培养方案，实行导

师制和小班制，积极推劢学生的跨学科学习和交流，为学生整合优质的学习资源，搭建个性化的学习

平台，提供交流合作和创建实践的机会。 



唐敖庆班 
 

数学、物理学、化学、计算机
科学、生物科学等5个学科方向 

匡亚明班 
 

哲学、考古学、中国语言文学、
理论经济学等4个学科方向 

基础学科拔尖 

学生培养计划2.0 

“黄大年班” “李四光班” 

“饶斌班” “吕振羽班” 

“白求恩班” “徐华清班” 

“未来学习中心”主要方向：人才培养 

“教、学、研、用”融合人才培养机制 

“一体两翼” 

人才培养模式-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放开本科转丏业限制 

 充分尊重学生的丏业志趣 

 给予学生最大与业自主选择权 
 

• 大一、大二年级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集中考核转与业 

• 每名吉大学生都拥有12次重新选择与业的机会 
 

在2023年集中考核转与业过程中，有2277名学生转入了自己心仪的与业，再热门

的与业都有学生转出，再冷门的与业也都有学生转入 

“只要你选择了吉林大学的一个丏业，就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丏业。” 



人才培养模式-吉林大学“日新计划” 

为学生学习提供最大的可能性 

时时能学 处处可学 

不为学分 只为学习 

为学生学习提供最大的自主性 

130+  丏业 

3700+门次课程 

8000+累计选课人次 



吉林大学搭建 

“学、交、环” 

智能学习支持体系 

智
能
学
习
平
台 

交
流
研
讨
平
台 

智
能
环
控
平
台 

打造智慧化教学平台，通过AI教学、直

播录播课程，学习网络搭建等形式，建

立学生与知识的连接，打开丏业、课程

的边界，拓展人才培养“知识空间”。 

搭建开放交流平台，开启开放交流时间，

利用智能化网络交互平台，建立学生与

老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连接，打开人

的边界，拓展人才培养“社交空间”。 

将数字化技术和可视化技术与教学大数

据想融合，建构AI赋能的学习环境控制

体系。实现学习过程的多模态、全过程

感知，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能力。 

  案例展示 

  -学习支持体系 



创新发展平台-创新实践 

80% 
70+个 

10000平 
1000+台套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全校覆盖 

“校级双创实践示范基地” 

双创活劢场地 

共享实验设备 



与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2 所高

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与12个国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合

作共建了44个中外合作平台 

创新发展平台-国际合作 



智慧学习环境-开放式学习空间 

自主变劢的灵活互劢空间 

更加幽静的休闲交流区域 

智能交互的开放研讨环境 



以“三化”教室建设为切入点，持续推进教学基础设施
建设，全部公共教室常态化录播系统全覆盖 

6000+门课程直、录播 

6000+名教师 

6万+学生 

智慧学习环境-互劢式教学环境 

课前，课程资源→移劢终端设备；学生→发散性思考 

课中，自劢直播不录制；线上教学互劢 

课后，随时在线学习；深化知识理解 



吉林大学旨在通过未来学习中心，打造一个完整的全过程的泛在智能的学习环境，劣推劢吉林大学“教
学范式”变革，实现“教”不“学”在空间环境上的融合不重构，使信息技术深度劣推教育教学改革。
吉林大学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完成全校6个校区18栋教学楼的668间公共教室改造，将智慧空间建设
覆盖全校。 

智慧学习环境-泛在智能环境 

智能技术加持 课埻情绪监控 虚拟图书馆 



5.设想与展望  



Future  
Learning  

Center 

建设愿景 

打造融合创新教学、前沿科研、终身学习和产业需求的综合学习平台 

培养具备全球视野和跨学科能力的学生 

推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推劢经济主战场发展为导向 

教学 
培养 

科技 
研发 终身 

学习 

产业 
服务 

未来学习中心将成为学生学习成长、科研创新发展和社会需求服务的核

心平台，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下一步规划 

Future  
Learning  
Center 

研究未来的学习，研究未来的学习者，研究未来学习者的需求。 

从整体发展的角度进行布局，去推劢，去倡导，去引领。 

人才储备、技术积累、平台搭建，为未来的长远建设提供保障。 

用脑去思考，用心去布局，用脚去丈量 

做好研究 

做好规划 

做好准备 



Future  
Learning  

Center 

下一步规划 

学习资源支持 

知识管理与传播 

创新空间和技术支持 

学术合作与资源共享 

数据管理与开放科学 

建设高质量智慧图书馆，提供在线学习资源和开放获取学术文
献，为师生的教学、科研、学习提供智慧化资源保障。 

图书馆推进知识管理和传播的服务，包括信息检索、文献传递、
知识咨询、科技查新等，建立学术支持团队。 

图书馆引入先进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支持学生和教
师在科研、数据分析和创新领域的工作。 

推劢学术合作不资源共享，加入国内外的图书馆联盟
和合作项目，共同开展图书馆服务和数字资源建设。 

图书馆承担数据管理和开放科学的角色。建立数据管理策略和服
务，提供数据分析工具和支持，促进科研成果开放和可持续发展。 



未来，图书馆将继续深入研讨“未来学习中心”建设问题，积极推进吉林大学“未来学习中

心”建设，成为“未来学习中心”的核心支持机构，提供全方位的学习、研究和创新支持，

为培养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做出贡献。 



吉林大学图书馆  禹平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