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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新闻 

 

人工智能会给教育带来什么 
 

——全国政协委员热议人工智能与教育 
 

本报记者  焦以璇  董鲁皖龙  李澈 
 

    如果要评选出今年教育行业的热词，那么“人工智能”上榜毫无疑问。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人工智能”也出现了多次。当人工智能遇上教育，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记者就此采访

了几位全国政协委员。 

    个性化学习将成为主流 

    “传统的学校教育无法真正做到对每个孩子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但人工智能带来了这样的

机会，通过跟踪记录学生的所有学习过程，发现学习的难点、重点所在，从而帮助学生及时调节

学习过程，量身定制学习计划。”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 

    从在线教育领域来看，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李晓明看到了大规模

个性化的学习正在成为可能。 

    “在线教育打破了时空限制，让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触手可及，但它目前依旧做不到给予学生

精准的个性化学习指导。人工智能与在线教育结合后，一门有着上万听众的课程，通过技术分析

就得到了上万个样本的数据，把个人的学习行为数据与别人进行关联比较后，就能定制个人学习

路径，修订在线课程学习内容。”李晓明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看来，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学校教育迫切需要更

新教育教学观念。“当机器实现了海量存储记忆，学校教育如果依然只重视简单的知识传授，让

学生背熟公式、年代等，那么我们已经落后了。死记硬背、大量刷题，机器肯定会秒杀人类。”

倪闽景说。 

    倪闽景认为，要让学生从死记硬背的灌输式教育中解放出来。人工智能时代，学习的主要目

的之一是培养分析思辨能力、实践能力、合作交流能力等一系列机器无法具备的核心素养和能力，

帮助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而不是获取简单的记忆类知识。 

    人工智能能否取代教师 

    自人工智能出现起，就存在一种人工智能威胁论，这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最终会取代人类。

一份对外公布的联合国报告显示，未来很多工作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包括一些通常认为专业性

较强的工作，比如会计、医生等。那么，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教师呢？ 

    “教育不是培养流水线上的产品，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教师的言传身教、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都是育人必不可少的环节。”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表示。 

    “未来是‘人机共教’的时代。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不会被取代，并不意味着所有教师都不会

被淘汰。重复性、机械性工作都可以交给人工智能，教师需要不断学习，及时关注最新技术进展，

掌握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分析教学过程中的案例和问题。”朱永新说。 

    在顶层设计上，今年教育部将启动人工智能+教师队伍建设行动，探索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等支持教师决策、教师教育、教育教学、精准扶贫的新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教师应该主动适应信息技术变革，认真反思、评估那些‘机器无而

人类有’的能力，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教育教学方式。唯有如此，才能将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转

变为传统教育的机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表示。 

    加快培养人工智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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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人工智能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如何培养人工智能人才，也是教育必须回答的课

题。 

    李晓明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点在于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未来高校计算机类的专业在课

程设置上可以考虑向这部分内容倾斜，调整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以更好适应行业发展的需

求。 

    在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看来，人工智能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应用性

强的特点，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各高校尚在摸索之中。目前需要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探索复合

型人才培养模式。“除了专业基础课程外，还应该涵盖伦理学相关的课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伦理价值取向。”罗卫东敏锐地观察到了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道德争议，他认为这是人工智能专

业人才培养上不能忽视的环节。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正在逐步下移。去年 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明确指出应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

程教育。今年，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处理等内容正式进入了全国高中“新课标”。 

    在李晓明看来，未来人工智能的从业者不一定要是计算机专业出身，每个人都可以掌握数据

分析技能。因此，可以通过推广编程教育、改革信息与技术课程等方式来从小培养孩子的计算思

维能力。 

    “计算思维如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一样，应该成为每个人必备的思维方式。计算思维能够

帮助人们把看似复杂的问题转变成相对简单的问题。培养计算思维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实际

问题，具备更强的适应信息社会的能力。”李晓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