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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AI时代已经到来，
在 DeepSeek、Kimi、文心一言等
大模型环伺的场景下成长的中
小学生该如何学习AI，中小学校
该如何正视AI，这是全国政协委
员、上海市科技馆馆长倪闽景最
近一直在思考的话题。

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中
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提
出“2030年前在中小学基本普及
人工智能教育”目标，并发布《中
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
许多地区为此推出人工智能教
育实验区和实验校。

“眼下，大家的方向大多聚
焦在中小学开设人工智能课程
上。但我认为，人工智能教育重
心不是教学生们使用人工智能，
而是要应用人工智能促进基础
教育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建
设基于人工智能的教育环境、新
内容和新方法。”倪闽景疾呼。

AI时代如何开展教育？倪

闽景认为，首先要营造浓厚的
人工智能教育环境。“原来我们
的世界只有物质世界和精神世
界，现在人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
数字世界。事实上，人工智能不
是简单的数字化工具，而是人类
生存维度的增加，学习、工作、生
活有了新的演绎空间和新的思
维构建来源。比如，图书馆人
工智能借书还书系统，教室里
智能照明和新风系统，校园里
智能炒菜机和扫地机器人等。
可以说，如今的孩子们生活在
一个人工智能应用的现代环境
之中。”

针对部分学校引进人工智
能课程，倪闽景并不反对。但他
建议，每一门学科都要依托人工
智能进行教育创新。“中小学人
工智能教育，不是简单增加一门
人工智能技术新课程，而是要对
中小学课程方案进行一次重构，
让每门学科尽力体现应用人工
智能的思想与方法，这需要教师
在教育教学中主动探索应用场

景，也需要相应的硬件设施建
设，更要鼓励孩子们基于人工智
能开发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而不
是做更多的题目。”

他还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
点，即分年龄分层次有针对性地
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实践。倪闽
景告诉记者，人学习的本质是建
立大脑神经元的新连接，脑神经
元的连接代表了每个人的思维
能力、性格特征与知识结构。因
此，人工智能不可能替代每个人
通过学习产生脑神经元连接，相
反人工智能教育需要顺应人脑
发展的自然规律。

“事实上，低年龄的孩子更
需要真实的自然世界和自然语
言学习，可以侧重感知和体验人
工智能技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孩子往往有较强的动手实践欲
望，因此可以侧重理解和应用人
工智能技术；到了高中阶段，孩
子们对社会需求有了比较多的
理解，此时可以侧重应用人工智
能技术开展项目创作和前沿应

用。”倪闽景介绍说。
在倪闽景看来，无论学生怎

样努力学习，在知识与技能上都
将学不过机器。人工智能也将
淘汰所有把人作为工具的工作，
甚至会淘汰一般的计算机编程
人员和普通设计人员，但是以核
心素养培育为目标的教育将永
远存在。

“人之所以成为人，不是因
为拥有知识的多少，而是我们拥
有和硅基生命完全不同的精神
和灵魂，人工智能再智慧也不会
直接在你的大脑里形成价值观
和精神品质。”倪闽景强调说，人
生的成功幸福，靠的是价值观、
专注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遇到
困难坚韧不拔的韧性。因此人
工智能教育的价值取向不是技
术而是立德树人。

“我认为，人工智能教育的
核心是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
技术、社会的关系，促进思维发
展、培养创新精神、提高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倪闽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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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倪闽景：营造浓厚的人工智能教育环境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不是简单增加一门新课程

跳出学科框架
重塑复旦新工科门类
审议发言中，结合复旦实

际，围绕高校怎么改、改什么，金
力认为，高校改革要坚持自我革
命。一定要避免“膨胀式改革”，
把改革重心放到结构性、内生性
的“存量改革”上来，实现提质增
效的内涵发展，增强持续创新的
动力能力，构建自主自强的办学
格局。

近两年来，复旦组织了三轮
全校大讨论，树立“打头阵、当尖
兵”的攻坚信念，形成动存量、图
创新的改革共识，把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改革推向纵深。

金力说，在深度调整学科专
业结构方面，学校按“文科做精、
理科做尖、工科做强、医科做新、
交叉做活”的方针，实现本科招
生人数文、理、医、新工科、交叉

学科各占20%。下一步，存量只
减不增，本科招生增量全部投放
交叉领域，牵引学科融合创新、
深入推动“四个面向”。

“在国家战略和社会急需领
域，应不吝用兵。”金力说，整合
全校力量，跳出学科框架，重组
工科院系，聚焦先导和未来产业
发展，围绕集成电路、计算与智
能、生物医学工程、智能机器人
与先进制造、智能材料与未来能
源、电子信息与未来空间等领域
的攻关和人才急需，一次性建设
6个创新学院。按照科教融汇、
产教融合的新模式，构建“从0到
10”系统创新能力，重塑复旦的
新工科门类。

与此同时，为了以有限资源
实现师资水平“奋力一跳”，深化
准聘长聘制改革。借鉴国内外
经验教训，重构教职体系、薪酬
体系，协同推进人才引育特别是

青年人才培育、教书育人责任落
实、评价激励改革和师资有序流
动、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和有组织
科研机制，着力解决存量“躺平”
问题，为2035年跻身世界一流大
学前列奠定人才根基。

金力认为，高校综合改革的
核心是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
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
循环。实现这个良性循环的关
键，是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的质
量；大学对强国建设的根本贡
献，是造就适配强国需要的人
才。因此，把人的改革特别是教
育教学改革，作为综合改革的枢
纽和基座。

拔尖创新人才
为迎接迅速变化的世界做准备

如何培养创新之才、强国之
才？金力认为，要培养思考大问

题的人，培养建构大视野的人，
培养砥砺大情怀的人。

“年轻人从踏上学习和创
新之路开始，就应树立并葆有
推动人类进步、开拓未知之境、
打破既有范式、造福国家人民
的 雄 心 ，打 开 成 才 的‘ 天 花
板’。”金力坦率地说，复旦高教
所对全国高校的跟踪调研显
示，一些优秀学生的创新志趣
正在减弱。同学们经过长期应
试规训，精于计算投入产出、惯
于务实求稳、怯于经受挫折，束
缚了探究兴趣、创造激情和创业
精神。

“面对创新大潮、世界之变，
我们亟须培养大批喜欢从根子
上思考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的
年轻人才；并把许多喜欢原创的
聪明‘臭皮匠’聚合在一起，通过
有组织创新发挥‘诸葛亮’作用，
最终造就更多真正的‘诸葛亮’，

把教育大国优势迅速转化为创
新强国势能。因此，学校建设基
础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
验区，全面实施培养模式改革，
深化科研教学和学习评价改革，
加大人才密度、提升创新能力训
练强度，鼓励师生试错容错，构
筑优良创新生态。”金力说。

就培养建构大视野的人，金
力认为，智能时代，知识千军易
得，临阵良将难求。因此，我们
的目标，是培养高潜能、多潜质
的“干细胞式”人才，不受学科、
门户之限，为迎接迅速变化的世
界做最好的准备。我们的改革，
要真正赋予学生自主构建知识
结构、提升学识见识的权利和能
力，以满足国家对原始创新拔尖
人才和高端应用型交叉融合创
新人才的需求。

他还指出，从前期探索看，
过度依赖AI也可能阻碍创造力
的培养，直面学术诚信和科技伦
理挑战。面对复杂世界，逻辑推
理不能替代观察与实践，价值对
齐不能替代价值判断。因此，复
旦启动了AI for Education改革
2.0版，核心正是教与学的融通，
营造师生共研共创的智能教学
环境，让学生不仅学会使用工
具，更学会掌控和改造工具。

在金力看来，00后、90后有
平视世界的自信，但缺少“事非
经过不知难”的洗礼。因此，要
引导学生在火热实践中感悟思
想伟力，实现从认知到认同的跃
升；将实践育人融入各类课程和
各培养环节，强化问题式、服务
式、对抗性、实战性学习，把价值
塑造与知识学用、能力训练融为
一体，从而真正培养出砥砺大情
怀的人。

张驰 摄全国人大代表金力。

全国人大代表金力：复旦本科招生增量全部投放交叉领域

在国家社会急需领域不吝用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入推进高等教育
综合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全国人大代表、复旦校
长金力深感责任重大。“推进高校改革，充分发挥
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更好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是大学当前最紧要的任务。”金力说。

金力在昨天下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发言时
提及，复旦正在深度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下一步，
存量只减不增，本科招生的增量将全部投放交叉
领域。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
育，不是简单增加一门
人工智能技术新课程，
而是要对中小学课程方
案进行一次重构，让每
门学科尽力体现应用人
工智能的思想与方法，
这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
中主动探索应用场景，
也需要相应的硬件设施
建设，更要鼓励孩子们
基于人工智能开发个性
化的学习方法，而不是
做更多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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