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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全息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总结了当代科技、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趋势，
预见性地提出了一个适应当今社会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新观念--全息信息观、全息教育观。辨证地解决了学习者与
学习者群体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意义的教育发展策略。以期使我国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素质教育在二十一世
纪初能够有一个巨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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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知识经济时代，网络将世界互联、经济全球一体化、文化相互融合、科技高速发展和
普及并成为第一生产力，而知识创新成为这一切发展的动力，掌握并创造知识的人才的培养则成为这一切动力可持
续发展的源泉。因此，世界各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本国的基础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放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上，并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教育不但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能实现适当超前的发
展，也要适应上层建筑发展的需要。教育改革的动力来自于教育之外，而教育的发展来自教育本身。知识经济时代
信息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全息的信息特征。本文运用全息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总结了当代科技、经
济、文化、社会发展的趋势，预见性地提出了一个信息技术教育的新观念--全息教育观。以期能够使教育适应社会
发展的需要并适当超前，为实现我国二十一世纪教育、经济、文化等的腾飞，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全息信息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物理学中，1948年英国伦敦大学的丹尼斯·伽柏（D.Gabor）发现：一张底片打碎后的任一小块都能呈现出
整体的全部信息，这叫全息照相。1更有甚者高压辐射场照相（基里安摄影）术：将一片叶子切去一小块，而辐射
场的光晕却沿着被切去前的叶子的轮廓分布着。这说明组成物体的一部分物质或分子、原子团具有存贮该物体整体
的全部信息的特征，并且随着外界能量级的不同表现出不同层次的全息特征。即物质本身具有对信息存贮的全息特
征并是分层次的。 

在生物学中，1984年我国山东大学的张颖清院士创立的全息生物学指出：生物体的某些形态学结构和功能不完
全相同的部分，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生物整体的缩影。有三层含义：（1）生物体的每一个细胞包含着生物的全
部遗传信息。（2）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与生物整体一一相对。（3）胚胎发育也是一个全息过程。2该理论正成
为1997年兴起的"克隆"技术领域的基础理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系统论以数学模型给一般系统特性进行定量描述，并作为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基本理论体系
出现了。其研究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走向综合，使非物理学科走向精确化，并导致科学与教育的综合化。影响到
我国中学理科课程的综合化和大学生的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发展、高校的合并。其中自组织理论以系统的观点将微观
与宏观、无机与有机、自然与生命所表现出的规律沟通起来。3 

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使科技知识信息的传播变得高速且普及，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一台可上网的
电脑，都可以得到来自各行各业的信息。即任何地点的人或团体拥有的信息都可能具备全社会整体信息的全部或部
分特征，但不同的层次与不同的需求又表现出不同的全息层次。这也表现出社会信息的发展呈现出全息性并且是分
层次的。  

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个体经济、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个体经济、区域经济成为全球
经济的一个缩影，呈现全球经济所必需的要素和特点，表现出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全息性。也带动了政治、文化等
的全息性发展。 

正如李政道所说："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我认为，21世纪微观和宏观应结合成一体。就如造计算机，是不
是越小的集成电路就越好呢?我们可以把集成电路越造越小，小到氢原子，可是我们对氢原子完全懂，这里不可能
再有什么信息。"4可见呈现全息性特征的信息物质并不是最小的物质，而是一个最小的信息系统。 

由上可见，无论是自然科学的物理、生物，还是社会科学的文化、教育、经济、军事、政治等都呈现出其局部



信息与整体信息的全息性关系，并使当今社会的微观信息和宏观信息以全息性的特征结合成一体，即：微观信息系
统作为宏观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具有宏观的全部或部分特征信息。在自然界中信息系统的全息特征具有普适性。现
代社会就要树立全息信息观。而全息信息观与全息教育观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这表明现代信息技术教育要适
应人类对自然界信息存在的全息性的认识，和人类社会信息技术趋向全息性的发展要求，教育观念也要有一个与之
相适应的全息观念--全息教育观。 

二、全息教育观的理论模型 

全息教育观的理论指出：学习者和学习者群体作为全息教育系统的研究对象，学习者个体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
相同的部分，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学习者群体的整体缩影，即学习者包含着学习者群体的整体信息的规律。有以
下3个特征： 

1、学习者个体系统的信息结构包含着学习者群体系统的信息结构，并以一个子系统的形式存在。 

曾经有人将黑猩猩与人的幼儿一起喂养，在3岁前黑猩猩的幼子明显表现其行动和智力高于人的幼儿，但是到
了5岁后黑猩猩的幼子智力几乎停止发育，而人的幼儿的智力却在继续发育。这一典型事例说明：人的发育信息来
自于人的物理全息性，人的生物全息性（如大多数基因的遗传性）。但存在于学习者个体身上的整体的全息信息，
一开始并不是明显表露出来，即具有内隐性；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被激活，明显的分层次地呈现出来，即又具有
分层外显性。即学习者个体的知识结构是以内隐性方式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以外显性的方式逐渐达到学习者群体
的整体知识结构。因此，任何一个学习者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其学习者群体中的天才或伟人。对于教育者来说
就是要找到这样一个条件。正如人们常说的：没有教育不好的学生，只有不懂教育的老师。如赏识教育的发明人周
弘的成功就是符合这一原理的，即首先要坚信任何一个孩子都是可以教育好的，但是要找到一个适合他的条件和环
境。尤其是对于他的女儿，一个后天双耳全聋者来说。 

2、学习者个体的信息系统的不同部分与学习者群体的整体信息系统的不同部分一一对应，并以系统分层扩大
的方式扩大。  

学习者群体的扩大，将驱动学习者群体信息的扩大，对应地拉动学习者个体信息系统的跨跃式扩大。因此，在
我国从小学开始普及外语、互联网络，将会使学习者群体扩大到全世界，每一个中国人将得到全世界的信息系统，
进入到世界先进行列，但是这一过程也是分层进行扩大的。 

同时，学习者个体的隐性信息转化为显性信息及创新时，通过媒体的宣传、教育和应用将对应地扩大学习者群
体的创新活动。因此，要大力加强高新科技知识的宣传、普及、推广、应用。 

如赏识教育在于不断地鼓励孩子们扩大群体交流，防止产生孤僻的性格，尤其是有生理缺陷者，要多说、多
讲、多交流，以多种方式传递信息。  

而"狼孩"现象的出现也正可以从反面说明学习者个体与学习者群体的一一对应关系，对"狼孩"的拯救、教育工
作的困难显示出其成长过程中出现了断层，认知过程出现了停滞。 

3、学习者个体的认知过程也是一个全息过程。个体的认知过程表现出群体的认知过程。即个体每一次的认知
过程将再现群体的认知过程，并以信息能量的方式存在。 

人类的知识体系是一个从感性知识和经验知识，到科学知识，再到哲学，这样3个层次的知识体系构成的。5因
此，个体的认知也应经过上述3个层次的认知过程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分层完成由信息到知识，再到智慧的
过程。缺少感性知识和经验知识的认知体系是没有根基的，是不能进行原始创新的。没有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知识体
系是不能进行横向和纵向驾驭的，是缺少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是看不准发展方向的。只有科学
知识也将是其下无根，其上无发展方向的。要完成由信息到知识，再由知识到智慧的认识过程，已成为知识经济时
代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重点。 

因此，我国高校正进行着大规模的人文与科技融合的教育。在基础教育中出现了研究型课程教学试点，是符合
人的认知规律和信息的全息发展特征的。  

如赏识教育在于不断地鼓励孩子们提高认识，不但要赏识孩子们的成功，更要赏识孩子们的失败，使她们更好
地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形成上升到哲学高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自觉地指导今后的娱乐、生活、学
习、工作。 



三、全息教育观的理论意义 

首先，肯定了人人都具备成才的素质。即内隐着物理、生物等的全息信息，是生物进化的遗传信息，并以一个
子信息系统的形式存在。能否成才决定于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包括学习者个体的特化和学习者群体对其的抑制或
作用。 

其次，肯定了群体及其环境是激发自己的条件。即人人要成才，必须要不断地与环境交流，获取信息激发自己
的隐性全息点。群体及其环境也包括自己在内，自己也作为环境中的一部分同样激发着环境。个体与整体在不断地
进行着全息的交流。 

再次，指出了不论是个体或是群体的发展都必须遵守同样的过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其认知过程是一个从
原始的感性认识开始的直到上升到哲学境界的自我建构过程，是不可以由他人来代替的。 

最后，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类将走向全息信息观，达到"天人合一"的认知境界。并以子系统与父系统的关系在发
展变化的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父系统之上应有更大的系统。而对于该点的认识在我国古代老子的《道德
经》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学说，《尚书》中的五行学说，中医
中的辨证施治理论、"耳针图"，气功的人身小宇宙观等多有论述，而现代科学中的系统科学、物理和生物全息学、
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平衡与综合治理等都已显现出其端倪。 

四、全息教育观的实践意义 

1、以全息教育观为指导进行教育教学法的研究和探索，使之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更好地指导优化教学。如
对当代新兴的极为成功的教育现象，如赏识教育、李阳"疯狂英语"等的理论研究，就具有全息教育学的三大特征。

2、外语和互联网络等国际信息技术的普及是全面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 

3、人才的发展本身是一个趋向于全息的发展过程，以全息的观点进行教育的改革，才能培养出全息型的人
才，教育才是超前的教育、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理科的综合、文理科的大综合、高校的合并都是其发展趋
势。定期举办综合性跨学科的学术报告会，组建科技博览会和展览馆。除了国际、国家、省级的各类学术报告会之
外，在校内组织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会也是很有必要的。  

4、加强从原始创新开始的直至形成稳定的哲学观的自我建构过程的教育，无疑是实现教育、科研、产业良性
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在学科教学中增加由科学知识到哲学知识的系统科学、艺术科学等软科学知识的渗透性学习，提高知识的综合
能力、管理能力、升级能力。 

5、综合创新能力的培养，人文与科学的综合，应以哲学为其指导。以实验研究、科学调查为基础。加强系统
科学、美学等软科学的研究性学习，使应用技术、技术科学顺利上升到哲学高度。  

6、科学技术与综合环境的发展是相互对应的。因此，科技的进步与环境的综合治理应同时进行。否则，会产
生相互制约。 

五、全息信息观和全息教育观的研究方法 

由于全息信息观和全息教育观表现出系统科学的特点，因此对其的研究可以借鉴系统科学的方法： 

要注意四个方面的结合：（1）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2）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3）还原论
与整体论相结合；（4）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 

总之，全息教育观解决了学习者与学习者群体的微观和宏观的转化与统一问题，定位于子系统与系统的关系，
适应了社会的发展要求。全息信息观与全息教育观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关系。但是不能代替其各自特有的发展
规律，即各自要独立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可以全息方式联系。有些规律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和扬弃,接受实践的检
验。 

(作者单位：海南琼海师范学校琼海57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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