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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感觉DeepSeek（深度求索）写的作文没
有我写得好。”今年春节，当五年级的孩子提议让人
工智能写一篇小作文时，北京的王女士还担心以后
孩子都依赖人工智能写作业了该怎么办。没想到，
孩子不仅没有对人工智能交出的作品照单全收，还
提出了诸多修改建议。

“或许，这代孩子的人工智能素养比我们想象的
更高。”王女士说。

当人工智能颠覆传统的学习形态，每一个教育
工作者都必须思考一个问题：AI（人工智能）伴学，我
们准备好了吗？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闵行紫竹分校、华
二附属初级中学校长施洪亮对于学生“无师自通”使
用人工智能做作业的现象并不意外。“作业帮、小猿
搜题等作业解题相关的软件，早在10年前就已经上
线，现在的中小学生拿起DeepSeek 这一最新工具，
就像会用圆珠笔的人拿起钢笔一样。”施洪亮说。

很多教师都有类似感受，今天的学生是人工智
能时代的原住民，具备基础的人工智能素养，而教育
工作者的新使命是引导学生把素养发挥对、发挥好。

什么是“对”和“好”？多位专家认为，青少年应
当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驾驭者”。

全国青联常委、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晓东表
示，青少年要建立“AI伙伴”意识，将AI视为思维延
伸工具，而非答案生成器，用AI处理重复劳动，聚焦
创新性高阶思考；要有批判思维，避免盲目接受AI
结果，特别是在利用AI创作时，要坚守人文价值引
领和原创精神；要注重数据伦理意识，了解AI偏见，
避免滥用AI生成虚假信息。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胡小勇多次呼吁教育工作者关注技术之外的“素养、
价值观、伦理道德”：“要培养学生科技向善的价值
观，以追求‘真善美’与坚守伦理道德底线的价值理
性来引导学生合理合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要让人
工智能赋能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关注技术背后的人
本智慧和人文精神。”

2024年年底，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
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更多学校开始探索：学生
的AI伙伴该是什么样？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学校，学生们喜欢来
到学校小花园，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目前，该校
配备了60余台AI智能设备，覆盖阅览室、生活馆、小
花园等多个场景。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学校党
委书记刘希娅表示，在AI时代背景下，要让孩子拥
抱AI。“教育不能拘泥于固定模式，要把握好孩子们
的个性特质和发展需求，这也是孩子们未来的重要
竞争力。而应用AI技术创造的多样化学习新场景，
可以提供更多的窗口和渠道，让学生们实现泛在学
习、个性化学习。”刘希娅说。

在中学阶段，施洪亮认为鼓励学生参加人工智
能实践活动非常重要。“近几年，学校承办了多场上
海市乃至全国的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科技赛事，组织
学生参与高校和头部科技企业开设的青少年数字素
养公益训练营等，让很多科技创新的‘种子’‘破土而
出’。”对于大学生来说，AI伴学将如何发生？

在胡小勇看来，大学生“要超越浅表的技能操
作”，强化价值引领的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意识和社会
责任感；重视善问存疑，掌握提示语能力，精准引导
人工智能输出高质量内容为我所用；重视高阶认知，
保持对创造性活动的好奇和思维自主性；增强“人工
智能+”多学科知识交叉与知识迁移的能力。

“作为高新人才的‘集聚地’和重大科技突破的
‘策源地’，高校肩负着新时代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
重要使命，要积极探索‘智能+’新质人才培养。”胡
小勇建议，高校要以“人工智能+”跨学科融合为生
长点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培育新质人才运用人工智
能创新、创造和创业的高阶能力；以人工智能创新高
校评价体系，构建分类发展、包容开放的多元化智慧
评价体系。

观点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胡小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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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网友“郑子语”：最近问了DeepSeek各种
问题，它回答的合理性和靠谱程度让人震惊。但生
而为人，还是应该处理好人与工具的关系，考虑到更
广袤的现实世界，与脚下的大地、远处的森林和河
流、头顶的星空和月亮建立连接，知道人在自然中的
出处，而非单一地从工具运用中解决问题，避免纸上
谈兵。

@广东网友“张本”：信息需要辅助，思维不能外
包。面对AI，我们自己首先要善用，克服恐慌、幻觉、
偏见，再去引导下一代利用。无论什么时代，独立思
考的能力和强健的体魄，是任何外界工具都不能替
代的。

来源：中国教育报

AI伴学，我们准备好了吗？

3 月 3 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林
店街道六安路小学荣城花园分校，小学
生在快乐运动。

今年以来，庐阳区不断加强中小学
校园文体设施建设，各校因地制宜、因
校制宜，积极打造体育特色大课间，开
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让学生们享受
运动的乐趣，增强体质、健康成长。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大课间

活力满校园

日前，北京雷锋小学在学校雷锋纪念
馆启动“春风十里，追‘锋’万里”2025年学
雷锋活动。

北京雷锋小学是北京唯一一所以“雷
锋”命名的学校。今年3月5日，是毛泽东
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2周年，
亦是学校更名为北京雷锋小学35周年纪念
日，学校以此为契机，启动“春风十里，追

‘锋’万里”2025年学雷锋活动。
启动仪式以不同篇章叙述北京雷锋小

学在学雷锋工作中的所思所想所做。以一
首由北京雷锋小学音乐组作词、作曲的原
创歌曲《我是雷锋小少年》开篇，用艺术的
手法展现新时代雷锋的“五个一”精神。

北京雷锋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李庆
杰介绍了学校在传承雷锋精神方面取得的
成果，倡议要以雷锋为榜样，从身边小事做
起，践行雷锋精神，让微光成炬，照亮社会
每个角落。

据悉，北京雷锋小学始终通过树榜样，
抓典型的方式拓展育“锋”课程，雷锋式好
园丁、雷锋式好少年、雷锋式好家长和雷锋
中队正在形成雷锋精神的接力棒，传递在
家校社的群体中。

活动中，西城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崔智生，西城教委副主任陈海东，《雷锋》杂
志社“雷小锋”研究中心主任、首师大教授
杨朝晖，北京科学中心副主任张永锋，北京
雷锋小学校长李庆杰，以及学校学生代表、
家长代表共同启动“雷小锋”AI助学助育系
统。

北京雷锋小学与河南省邓州雷锋学校
（邓州市第十一小学）签署学雷锋活动结对
协议，今后将携手探寻雷锋成长路，开拓育

“锋”课程，开启两校学雷锋教育活动的新
航程。

西城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崔智生
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北京雷锋小学能够继

续发扬优良传统，创新形式，让雷锋精神在
校园里生根发芽，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以雷
锋叔叔为榜样，从身边小事做起，努力成长
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活动中，退役航天员吴杰与少先队员
们分享投身航天事业的坚守与付出，郭明
义爱心团队成员谭卫兵，通过一串串数字
讲述了他为什么要做学雷锋这件“微不足
道”的事。两人的分享赢得同学们阵阵掌
声。

据悉，2025 年北京雷锋小学将持续以
“微光教育”为理念，以探寻雷锋成长路为
主线，开展一系列学雷锋主题教育活动。
与社区、家长、部队官兵、兄弟学校等建立
学雷锋活动教联体，形成教育合力，共同引
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雷锋精神，培养
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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