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冲击波”来临，

未来我们该如何教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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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前夕，阿尔法狗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柯洁的消息，

再次引发人们关注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冲击。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我国，人工智能在课堂教学、在线学

习、家教辅导等教育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并带来高达千亿元的市场。未

来我们该如何教育孩子成为热点话题。 

人工智能正悄然引发一场“教育革命” 

人工智能在课堂教学上的应用越来越多。从去年 9月起，北京市第十

二中学高中部的两个班级率先尝试人工智能教学，任课教师和学生人手一

台人工智能教学平板电脑。 

该校高二年级化学教师赵虹华说：“平板设置有电子白板、拍照上传、

实物展台等多种功能。课堂上，教师不需要在电脑 PPT和投影仪之间来回

切换。这更加符合教学的思维过程。”今年秋季学期该校将继续扩大使用

范围。 

北京青苗国际学校二年级学生苏溪，很多时候就是依靠 iPad的智能教

学软件学习，而不再是一本本的教科书。 

“这个很好玩。你看，我点一下食物，送到嘴里，就可以看到食物是

怎么顺着我的食道到胃里面，然后到小肠，慢慢被分解吸收，最后剩下的

部分从大肠排出。”苏溪指着手持 iPad说。 

记者看到，在 iPad上，人体消化系统以一种动态的形式，直观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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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过程，系统中每个器官都有英文单词标注。 

在线教育则是人工智能应用更为深广的领域。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各种新的在线教育平台方兴未艾。免费大型公开在线课程项目 Coursera

宣布，将推出以“自适应学习”为核心的 3.0版本。 

据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介绍，该公司承建的在线教育项目——新疆

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已有 26.4 万教师实名注册，上传资源超过

107万条，下载资源条数超过 1000万条。 

“人工智能已开始颠覆传统的教学、育人方式，正在引起一场革命。”

电子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洪说。 

深度学习模式开启，取代教师还是让教师更优秀？ 

目前，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技术主要包括图像识别、语音识别、

人机交互等，应用主要集中在家教辅导、在线学习、课堂教学等方面。专

家认为，“人工智能+教育”将重塑教育行业。 

“比如，时下流行的MOOC(慕课)、网班解决了教育资源的稀缺性问

题；而'翻转课堂’则改变了以老师为中心的课堂，重构了教学结构。不远

的将来，大学生在校园的时间会减少，他们可以在线完成课程学习及考试，

甚至很多时间不必待在学校。”程洪说。 

人工智能实现了从“先教后学”转向“先学后教”，有助于解决教学

缺陷。燕翔说，通过大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发现很多学校的缺陷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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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教师方面有模式化的不当教学问题。上海闵行区的学校正在试点

“录播评课研训一体化系统”，通过视频对整个课程进行数据采集的分析，

包括学生举手率、抬头率以及教师的行为方式等等，针对目标缺陷改进教

学。 

人工智能还可实现随时互动，避免重复劳动。程洪说，智能系统不仅

能将教师从批改试卷等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还可实现课堂和课下的全

时互动。智能系统会将学生做题的数据回传数据库，教师能从中了解学生

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避免重复讲解。 

“人工智能是辅助工具，其使命不是取代教师，而是让教师腾出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创新教育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把教育做得更好。”科大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杜兰说。 

“人工智能时代不可逆转地到来，未来信息化将从支撑教学，转为与

教学深度融合。只要有利于教育教学，我们都乐于去尝试。”北京市十二

中教育集团校长李有毅说。 

业内人士认为，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目前所处的阶段还很初级。学

籍等结构化的数据还在打通，非结构化的数据比如基于学生行为的数据采

集还刚刚起步，只有足够大的样本量，才能支撑人工智能优化。 

不过，还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坚信，传统教育方式仍不可替代。在赵虹

华看来，面对面教授过程中所包含的师生情感互动，是微课和网络答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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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的，教师有时候通过观察学生的表情获得反馈，学生也从老师的表扬

或批评中得到情感支撑。 

靠记忆和模仿的教育方式将被淘汰，未来要实现差异化、个性化、精

准化 

在 2017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认为，如果继续以前的教学方法，三十年后孩子们将竞争不过机器，找

不到工作。过去一百年是知识的时代、科技的时代，未来一百年是体验的

时代、是服务的时代，机器将会取代过去两百年来很多知识和技术。所以

未来要求各国各地区各个家庭高度关注未来孩子的教育。 

多位专家表示，未来的人工智能，不仅将大量取代工厂流水线工人，

以及消防员、安保等危险工作，还将对一些专业化工作产生冲击，如新闻、

翻译等，这就意味着，未来的人类必须拥有深度和持续学习的能力。仅靠

记忆、机械模仿、单一答案的教育方式将被淘汰。 

我国《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也提出，以教育信

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破解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难题，促进教育的创新与

变革，是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抉择。 

国家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

宗凯等有关人士认为，未来教育中，应当让人工智能发挥三个方面的核心

价值。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