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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星皛

目前，人工智能在社会各个领域扮演着引
人瞩目的角色，也深刻影响着教育领域。然
而，教育不是任何事情都能被外力所设计和操
作的，诸如情感、意识、思维等心理方面是外
力所控制不了的。人工智能再优越也无法取代
教师的教育智慧，教师要学会与人工智能协同
育人。

情感教育方面。好的教育是一种耳濡目染
的感化过程，承载着多种情感因素的熏陶和教
化。教师能够将自身的情感体验与学生深层次
的情感实现共鸣，这是在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
和复杂的情绪理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这
样的关系可以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树立善良、勇
敢、正直、公正的人格品质。而人工智能无法
用人类共有的情感来进行细腻的抚慰，也无法
真正理解一个人内心复杂的情感波动，更无法
通过自身的情感体验和道德判断来灵活地处理
复杂的情感纠葛。

个性化教育方面。人工智能虽然能够通过
大量的数据分析来识别一些学生特征，但它很
难理解学生深层次的个性特征。虽然可以提供
一些学习路径的建议，但它很难综合考虑学生
的生活环境、社会资源等多方面因素来制定真
正适合学生的长期个性化教育规划。对此，教
师可以通过长期的观察、与学生的交流以及与
家长的沟通，深入了解学生的个性，还可以根
据学生的发展阶段和成长目标，为学生制定长
期的个性化教育规划。这种规划不仅包括知识
技能的学习，还涉及学生的职业发展、兴趣培
养等诸多方面。

创造性思维培养方面。智能时代的学生更
加需要独立、质疑、批判、创新的认知能力，
教学中不难发现，创造性思维往往源于独特灵
感和突发奇想。人工智能目前主要是基于已有
的数据和模式机械地进行创新，创意往往是基
于对大量已有作品的分析和组合，很难针对未
知的领域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也很难根据
学生的即时反应和情感状态灵活调整引导策
略，以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深度发展。教师
则可以通过自身的创造性行为、独特的教学方
式，结合自己的创意经历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灵感萌发。

社交与合作教育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
与他人合作、沟通和解决冲突等社交能力也愈
发重要。人工智能虽然可以提供一些社交技巧
的理论知识、模拟一些合作场景，但它无法在
真实的社交场景中为学生提供示范和及时的反
馈，无法通过观察学生的情绪和行为，灵活地
介入并引导学生解决冲突，无法在学生合作过
程中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道德上的引导。而教
师则可以通过展示如何倾听他人的观点、如何
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如何协调不同的意见，给
予学生示范；还可以根据学生在社交过程中的
具体表现，给予针对性的指导。

人是教育教学的主体，教育的本质是帮助
人去学习去提升，人工智能在教育上的应用，
是成为教育的辅佐力量和参谋助手。教师要学
会与人工智能携起手来，互相补充，为学生提
供高质量教育。

（作者系吉林省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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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协同育人

智慧探索

丁美珍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
如何借助科技力量，为每一个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孩子提供个性化支
持，成为摆在我们特殊教育工作者
面前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上海市虹口区特殊
教育指导中心秉持“智能向善”
的理念，积极开展实践探索，构
建了独具特色的融合教育“云支
持”体系——“四朵云”，多维度
为特殊学生的教育提供有力支撑。

“云识别”系统助力教师精准
发现特殊学生需求。该系统涵盖特
需学生筛查系统、能力现状评估系
统、学习障碍评估系统、情绪行为
评估系统。以往，特殊学生的需求
常常难以被及时察觉，导致他们无
法获得有针对性的教育支持。现
在，教师借助“云识别”系统，仅
需在线上进行约 10 分钟的问答操

作，就能快速捕捉学生的核心特点
和特殊需求。如某班级的教师通过

“云识别”系统发现了一名发育迟
缓的孩子和一名被社交行为问题掩
盖、拥有特别天赋的“双特”孩
子，为后续个性化支持方案的制定
提供了依据。

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尤其是面
对特殊学生时，难免会遇到各种难
题。这时，“云响应”平台就像一
个“云端智囊团”，及时为教师排
忧解难。以虹口区广中路小学的小
A同学为例，他在课堂上经常突然
离席。教师通过“云响应”系统，
迅速联系到医学、教育、心理等各
领域的专家。专家们通过远程观察
和协作评估，精确诊断出小A的核
心问题，并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一过程大大缩短了获取专业支持
的时间，为教师帮助特殊学生提供
了极大便利，让教师能更高效地开
展教学工作。

特殊学生对教学资源的需求往
往更为特殊和专业，寻找合适的教
学资源成为教师的一大困扰。为
此，我们打造了“云资源”平台，
将融合教育各学段、各类课程资源
以在线形式呈现。普校一线教师只
需根据教学对象的需求，通过关键
词搜索，就能快速找到所需内容。
这个平台如同一个装满宝藏的“百
宝箱”，让教师的教学更加得心应
手，特殊学生也能接触到更适合自
己的学习资源。

“云管理”平台如同一个“超
级大脑”，承担着科学管理的重
任。它不仅能详细记录每个孩子的
成长轨迹，还能通过大数据分析，
为区域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教
师可以通过该平台清晰看到每个孩
子的进步和变化，从而及时调整教
学策略。此外，平台还能汇集所有
特殊孩子的个性需求，形成分层级
的响应机制，为每个孩子提供最合

适的配套支持。借助平台大数据分
析，在区域保障机制、师资配备、
资源建设、经费投入、绩效评价等
方面，都能作出更经济、科学的行
政决策。

在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转型的
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努力提升教
师的数字技能，帮助教师利用技术
实现个性化教学。我们建立服务平
台和专业网络，就是为了更好地满
足学生的特殊需求，为特殊学生创
造更美好的未来。

教育理念在不断进步，我们的
关注点也从“特殊学生的特殊需
要”扩展到“普通学生的特殊需
要”。未来，虹口区特殊教育指导中
心将在“智能向善”的道路上不断
探索创新，建立起面向所有学生的
个别化教育支持系统，致力于为每
一个孩子创设最适合的教育环境。

（作者系上海市虹口区特殊教
育指导中心主任）

上海市虹口区以数字化推动特殊教育创新发展上海市虹口区以数字化推动特殊教育创新发展——

““云支持云支持””点亮特殊学生成长之路点亮特殊学生成长之路

教 育 是 国 之 大 计 、
党之大计。党的二十大
报告明确指出要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这既契合了强国战
略视野下的国家教育需
要，又回应了人民群众
对高质量教育的热切期
盼。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的深度介入，既为教
育带来了精准化、智能
化的技术优势，又带来了
效率崇拜与以人为本之
间冲撞的新张力。每一
种新技术既是包袱又是
恩赐，是利弊同在的产
物。盲目追求算法驱动
和结果导向的“技术精
准”，容易让智能教育应
用陷入“优绩主义”“信息
茧房”等陷阱，把育人工
作简单等同为标准答案
的重复规训。

有温度的教育，不能作茧于知识
投喂，而应着眼于转识成智和智慧生
长。叶圣陶先生关于“教育是农业”
的经典譬喻，启示了教育如同培育珍
稀苗木，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
精心呵护。过度追求数据驱动的功利
化成绩而忽视启智润心，无异于舍本
逐末、以术驭道。以滥用拍照搜题类
应用为例，表面上虽然提升了解题应
试能力，却容易在“数据投喂”中侵
蚀学生的独立自主性，助长了认知外
包的思维惰性。一旦教育沉溺于智能
刷题和精准应试，必将陷入低水平的
内卷式发展，即使短期内能催熟出学
业成绩的繁花，最终却难以收获全面
发展的硕果。因此，坚守以人为本的
智慧育人，唯有从学习规律出发，科
学融入人工智能技术、合理调适进
度，才能以人工智能赋能“五育”并
举、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应用如何守护教育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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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勇

今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就人工智能
对教育的影响指出：“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学习应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工具和方法。另一方面，教育不能忽视对学生启智、
心灵的培养，不能丢掉对认知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面对智能升级浪潮，如何在技术流变中坚守教育本质，在创新发展
中保持正确方向，推进智能教育迈向智慧教育，是教育工作者要深入思考的时代课题。

●高质量推进科技教育人文
教育协同发展

●科技人才培养必须重视人文
素养提升

●江苏泰州：平衡“技术热度”
与“教育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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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传承文明的
重要载体，承载着价值
塑 造 和 精 神 熏 陶 的 使
命。

目前，智能教育领
域出现了工具理性与价
值理性的博弈。工具理
性以效率和目标达成为
导向，强调最优化手段
的使用；而价值理性则
关注教育的内在价值，
强调对人文关怀、道德
伦 理 与 社 会 责 任 的 坚
守。在智能升级中，教
育必须坚持强化正确的
价值导向，防止工具理
性遮蔽人文精神。倘若
将智能技术应用降格为

“数字教鞭”或“电子督
学”，必将在技术主导的
偏颇中导致教育价值观
的扭曲异化。

智 慧 教 育 的 内 核 ，
应当闪耀着中华文明积

淀的文化之光，而非囿于技术功能的
慕强崇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立德树人提供了
深厚滋养，成为智能教育的价值
底色。

人工智能在教育场域中的深度应
用，始终要坚持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
性，人文关怀重于算法精准。教育者
应从技术的“擅用者”，蜕变为育人
的“善导者”。人工智能在教育场域
中的深度嵌入，应当成为传承中国
精神、讲好中国故事的数字新载
体。要重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智慧融入智能教育，构建具有文化
自觉与时代价值观的智能教育符号
系统，扎根中国教育的价值土壤，
遵循特有的育人场景与发展规律，
将“仁者爱人”“启智润心”的文化
基因编入算法底层，为智能教育产
品“机器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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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育数字化

落 地 面 临 着 “ 形 变 神
守”的挑战，部分教学
场景虽然披上了技术华
裳，却未触及深层次的
教 育 变 革 。 一 些 课 堂
上，虽然黑板变为电子
屏、纸质教材变为数字
资源、粉笔书写变为触
屏操作，实则却理念依
旧，灌输惯性犹存，刷
题驱动未曾松绑。若缺
乏理念与模式的同步革
新，教育技术的形式更
迭极易沦为遮蔽本质的

“数字迷障”。
人工智能不应止步

于提效工具，更应成为
激发新知创生的催化引
擎，推动教学关系的模
式重构。教师要从知识
的传授者转为学习的引
导者，创设真实情境、
设计探究任务、引导深

度思考。智能教育的发展，需营造
“慢思考、深探究”的课堂氛围，使
学习过程从线性灌输走向网状建构；
智能系统所生成的知识图谱，不仅要
为学生勾勒出认知网络，更要作为交
互媒介促成师生、生生、生机的多向互
动，形成真正的学习共同体；数智技术
打破了课堂边界和学科壁垒，学生在
跨学科项目学习的“问题—思辨—实
践”循环中探问现实、体悟真知、知行
合一。要重塑育人评价体系，关注学
习主体的增值生长。教育评价须从结
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从标准化路径
转向个性化发展，从静态分数排名转
向生成性反馈导航。以发展为导向的
智能评价机制，重点不是学生掌握了
多少标准答案，而是在探索过程中展
现出了多少创新思维、批判精神和实
践能力。当教育摆脱工业化培养的束
缚，迈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演进新格局，方能构筑起面向未来的
智慧教育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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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教育一般多追求

确定性答案，而智慧的教育
大多能包容成长的不确定
性。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
时代，学生的成长应被视为
百花齐放的绽放过程，而非
标准化路径的直线延伸。虽
然人工智能在教学精度与反
馈即时性上表现出色，但若
将其功能固化为标准答案的
供给器，则可能使教育陷入
追求确定性的窠臼，扼杀学
生与生俱来的好奇天性与探
索勇气。

孔子有云，“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这一智慧名言启示我
们，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填鸭
式的知识灌输，而在于激发
内心的求知热忱。学生的成
长路径从来不是笔直坦途，
教育者应当营造包容试错的
场域，尊重不同的生长节
奏，欣赏多样化的成长姿

态。错误，不应被简单视为失败的标
签，而应被重新理解为成长的契机、创
新的前奏。那些看似偏离预期的尝试，
往往蕴含着创新的火花；那些不被标准
认可的解答，也可能闪耀着独特的思维
光芒。人工智能应成为探究精神的催化
剂：通过对错误轨迹的动态捕捉与深度
剖析，帮助学生识别认知盲点、澄清思
维误区；构建安全共情的虚拟环境，使
试错不再伴随着焦虑与否定，而成为通
向自我超越的新机遇。

我国教育数字化正步入快车道。当
前，《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
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教
育数字化的意见》明确“全面推进智能
化”。未来教育的“人机共育”，是科技与
人文的共生、效率与温度的统一。坚守
以人为本理念，兼具数据与人文、融合智
性和德行，应成为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
领域的定向器和压舱石。让人工智能应
用守护教育初心，以追求“真善美”至高境
界与坚守伦理道德底线的价值理性为引
领，打造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新
生态。让智能教育之路行稳致远，着力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助
力书写教育强国建设的新篇章。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教师发
展中心主任、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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