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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上海市教委印发《上海
市推进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行动方案（2024-2026年）》。方
案总体目标明确，到2026年，形成高标
准、高质量的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打造
一批人工智能教育高地、实验基地和重
点应用场景，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人
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应用创新实践案例
和经验，支持中小学与高校积极合作探
索人工智能领域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
并构建一体化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师生
数字素养与技能，广泛推进人工智能在
基础教育领域普遍应用，以先进数智技
术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升教师
专业能力和学校治理水平。2024年12
月，教育部也印发通知，探索中小学人工
智能教育实施途径，加强中小学人工智
能教育。

今年1月中旬，上海市教委发布《关
于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试点工作的
通知》。通知明确，经综合评议，确定上
海中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等89所中小
学校（含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为“上海
市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

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已是各学
校都要面对的问题。采访中，多位校长
坦言，人工智能带来一系列变革的同时，
也让学校和教师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就是观念上的改变。”求真中
学校长陈明宏说，学校的主业是教学、育
人，数字化永远是工具，数字化赋能的根
本目的是提质、减负，让学生、老师不必
那么辛苦，找准学习和教学的盲区和盲
点，减少不必要的低层次的机械训练，提
高教与学的效率。陈明宏表示，在学校
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遇到过资深
老师抵触的情况，他们认为搞数字化、信
息化是“花架子”，会增加老师的负担。
面对这一情况，陈明宏选择先从数学组
的几个年轻老师“试点”，给他们提供所
有硬件设备，从数学学科的数字资源研
制开始探索。

仅仅一个学期的时间，这几个年轻
老师的（带班）成绩就迅速提升，甚至比
肩资深教师，“其他老师一看，数字化好
像没那么复杂，不太累也没有增加负担，
学生成绩还上来了，于是观念就转变
了。”这时，陈明宏再大力支持整个数学

教研组开展探索，进而扩展到年级组乃
至全校，“数学搞好了再搞英语、语文等
其他学科，最终整个学校（的数字化水
平）就上来了。”陈明宏始终认为，人工智
能与教育融合是必然方向，学校、老师必
须转变观念，“只要有火种，一定会燎
原。”

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校长夏红梅也
坦言，虽然理念的转变很难，但人工智能
教育是必须面对的，不可逃避，“教师的
思想一定要转变，要不断学习。”她认为，
有了技术的支持，未来教师也会“减负”，
要把更多精力去思考怎么做学生灵魂的
塑造师。

“这一波人工智能之所以如此迅
速地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并且如此
快速地在科学研究和众多产业领域产
生重大影响，其背后的本质是人工智
能从替代人的体力，过渡到一定程度上
替代人的智力，而智力是教育的工作对
象，人类智力的发展也是教育的重要目
标。”上海市青联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上
海智能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张凯表示，人
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对教育产生影响
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方向。中小
学探索人工智能教育，从长远来看是
为了提升师生教育和学习能力的重要
内容。

AI加持基础教育：机遇背后有挑战

通过记者采访的个案不难发现，在人工智能加持下，传统基
础教育的教学模式、方法正在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而其带来的
影响也预示着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在未来必然会成为各学
校必须直面的课题。在教育部、上海市教委接连出台相关政策，
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背景下，如何才能有效应对人工智
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又如何能让更多学校和师生享受到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在专业领域，人工智能是有幻觉的，
而且AI幻觉还具有普遍性，教育与人工
智能融合过程中，如何避免人工智能“一
本正经地胡说八道”？采访中，多位校长、
专家都表示，这一点是推进人工智能教育
的“重中之重”。

“所以我们在做智能体的过程中，要
给它投喂大量的基础性数据，比如英语学
科新教材，从备课开始，就把老师以前积
累的各种数据、各年级常用的词汇都投喂
给它，让它用这些频率的词汇回答学生的
问题，把它框定在一个范围。”陈明宏说，
尽管如此，有时AI还是会“吐出”超出范
围的词汇，而这就需要教师在方向上进行
把控，“‘投喂’的过程也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过程，学科素养必须上去。”

在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为了避免人
工智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所有上传

“中科智核”平台的资源，都要经过老师的
审核，“人工智能去做生成的依据就是老
师审核过的严谨的标准答案。”学校党支
部副书记王亮说。

基于人工智能给出答案的不确定性，
行知中学副校长闫白洋则带领团队研究
了一个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策略，“对
于它给出的内容，我们不评判是正确还是
错误，而是引导学生去设计实验，培养学
生的科学探究和科学思维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张凯表示，AI可以通过多模态的
学习资源供给将文本类的学习内容具象
化，这一方面可以拓展孩子们的想象力，
但对于真实存在的东西，必须准确，尤其
是教育领域。此外，中小学教育对价值观
有更严格的要求。

“我们团队做过实验，问‘国庆节’是
哪一天，好几个大模型都是默认美国的国
庆；问科学家有哪些，也基本都是国外的，
唯一一个中国的，还是明朝时期的李时
珍。”张凯说，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
面可能是语料的问题，近代历史上科学领
域的话语权主要由西方主导；另一方面可

能跟算法有关，在大模型训练过程中从技
术上凸显“中国情境”还不够。他认为，虽
然外国科学家也是科学家，这个答案不能
说错，但在教育中，必须科学、合理地呈现
中国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

目前，华东师范大学智能教育团队已
经启动了中国式教育大模型的研发，如何
有针对性地在真实教育情境下把握价值
观对齐，是团队的重要攻关方向。“现在很
多学校利用AI备课的过程中，如果发现
大模型出现问题，学校和教师会进行把
控，选择性地正确使用，或者开发专门的
学科智能体，从而避免人工智能‘一本正
经地胡说八道’。而从研究的角度，怎样
从根上去避免这个问题，提升这方面大模
型的能力，是我们研究团队的责任。”

张凯表示，人工智能将为教育的个性
化和创造力的培养创造工具性条件，但无
法完全替代人类教师，需要进一步探索智
能时代教育变革中的“师-生-AI”三元关
系，并构建人与AI“双向增益”的教育模
式。中小学校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可以先
试点后推广，学校要结合自身的特色和优
势启动一两项具体的项目探索，不建议盲
目上。“对区域而言，要跟真实的教育需求
结合起来，鼓励、选拔不同学校从‘学、教、
管、评’等不同的层面展开深度试点，试点
成熟后要对区域内‘学、教、管、评’等领域
的点状探索进行系统集成、优化后，再在
区域内进一步推广。”

观念之困 内容之困

教育工作者要转变观念不断学习 AI“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怎么办？

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通过人工
智能提升课堂教育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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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中学的老师开展业务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