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为什么说优秀教师常有， 而教育

家不常有？ 因为教育家不仅要能不断

改革教育实践和制度， 改革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 因材施教， 因材用人，

科学管理， 人性治校， 更要有自己的

教育理念和教育哲学。 没有这些， 充

其量只是一个合格的教育管理者， 而

称不上教育家。

王国维曾慨叹： “以中国之大，

当事及学者之众， 教育之事之亟， 而

无一人深究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者，

是可异也！” 在他看来， 教育是要有

学理引导和支撑的。

一般来说， 教育哲学的核心是对

教育本身的认识和定位， 确切地说，

是对教育的性质和目的的认识和定

位。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人类在这

个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 教育的目的

是使人成为人， 是人各种德性和能力

的全面发展。

中国人自古就主张学以成人， 不

受教育人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人， 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通过教育养

成的。 子曰： 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

者为人， 在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之间

划出一道明确的界线。 为己之学的教

育是人成长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而为

人之学的教育只是达到功利目的的手

段。 孔子明确提出君子不器的思想，

要求受教育者不能为了某种特殊目的

来塑造自己。 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奠

基者之一蔡元培先生继承了这个传

统 ， 并结合西方人文主义的教育思

想， 明确提出：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

的人， 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 完成

他的人格， 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

责任； 不是把被教育的人， 造成一种

特别的器具， 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

应用。”

可是， 稍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近

四十年来， 相当一部分人却认为教育

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培养适应市场

经济需要的 “器”， 而不是一个人格

能力健全发展的人。 在功利主义盛行

之时 ， 很少人能做到乱云飞渡仍从

容， 坚持自己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

而于漪这代人， 经历了中国由积贫积

弱走向繁荣强盛的历史过程， 他们自

身的经历使得他们深信， 个人的命运

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 反过

来， 国家和民族的强大， 也与每一个

国民自身的素质密不可分。 有这样深

切的认识， 才能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工

作者， 就事论事谈教育； 更能从国家

长远发展的历史眼光和人民素质的高

度来看待教育。

基础教育是普及教育， 它的指导

思想如何， 质量如何， 关系到全民族

素质能否提高 。 因此 ， 它不只是一

地、 一校局部的事， 而是影响国家发

展的全局。 它是一种战略需要， 关系

到我们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这并非那

些开口升学率、 闭口就业率的人所能

够认识到的。

也只有当我们对教育有了深刻的

思考， 才能真正认识到， 教育的唯一

目标是学生， 是学生人格、 素质和能

力的培养。 学校和教师的一切工作都

是围绕目标服务的。

因此， 学校的好坏， 教师的工作

的称职与否， 都应该以受教育者 （学

生） 是否通过所受的教育在以上三方

面真正得到了提高来评价， 而不是取

决于他是否考入高一级的国内外名校，

或他日后有什么显赫的头衔， 那些东

西并不能等同于人格、 素质和能力。

由此反观我们现在的学校和教

师， 最常见证明自己教学水平还不错

的办法， 就是列举在他们那里学习过

的学生或他们教的学生中哪些人进入

了国内外名校， 哪些人成为政界商界

的闻人。很少有人会说他们一视同仁，

培养学生的人格和素质， 开发学生各

种潜在的能力。

其实， 我们的祖先两千多年前就

说过， 善救人者无弃人。 孔子出于他

的仁德仁心， 主张因材施教， 对任何

学生都能针对他们的特点 ， 循循善

诱， 不离不弃。 毕竟， 一个国家的主

要组成部分都是普通人， 教育固然要

培养精英， 但教育， 尤其是普通教育

和基础教育， 更应该面向全体学生。

教育最重要的就是 “目中有人”，

就是要 “面向全体学生” “面向全体

学生的终身发展”。 通过教育得到全

面发展， 是每个学生的基本权利。 一

名优秀的教师， 很少会提自己的哪个

学生多少高分进入什么名校， 什么学

生获得国外名校奖学金， 或什么学生

成为政商两界的名流。 但， 这恰恰是

我们现在许多名校证明自己的习惯做

法。 真正让教师和学校引以为傲的应

该是， 老师如何发现人人头痛的 “问

题学生” 身上的优点， 如何通过耐心

细致的沟通与教导， 使学生的潜质和

能力得到发展， 最终脱颖而出， 成为

有突出专长的学生。

我国传统向来区分 “经师” 和 “人

师”， 认为经师易得、 人师难求。 韩愈

把师定义为 “传道授业解惑者”， 也是

突出师的职责首先不是传授知识， 而是

引导学生更好地选择人生。

然而， “人” 和 “学生” 都不是抽

象的类， 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我们

有些教育者喜欢俯首帖耳、 没有个性的

学生。 但是， 如果学生千人一面， 人云

亦云， 循规蹈矩、 按部就班， 个性就会

被消解。 而一个学生没有了个性， 便是

失去了自我 。 在长期的一线教学实践

中， 于漪一直坚持尊重学生的个性， 这

一点难能可贵。

当然， 尊重学生的个性， 绝不是对

学生放任自流 ， 不管不问 。 最近几十

年 ， 受对西方教育思想片面理解的影

响， 一些人认为不管不问， 让学生自由

发展是尊重学生， 其实这是附和学生，

放弃教师的教育职责。 教师不能无原则

地放弃教育， 既要看到学生心中积极的

东西， 也要善于教育和引导。

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 学校与社

会日益融为一体， “象牙塔” 云云早已

是明日黄花。 事实上， 现在校园里充斥

着社会流行的价值理念， 千百年来前人

一直秉承的许多东西被视为过时的东西

而被抛弃。 相反， 流行的东西在我们的

校园如入无人之境， 得到师生的一致接

受。 但是， 一名优秀的教师， 对流行的

东西必须始终持警惕和批判的态度， 要

抵制社会不良思潮和风气对校园的侵蚀，

更要通过向学生传承本国的优秀文化和

人类的精神文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每个学科的教师都应该通过自己的

学科教学来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 。 比

如， 语文教师就应该通过语文教学来实

践他的教育理念。

自古以来， 人们对语言有两种不同

的理解。 一种是简单地将语言理解为用

来沟通表达的符号工具； 另一种则是将

语言理解为人与世界存在的体现， 直接

根源于道。 语言不仅表现人心， 也彰显

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道者， 文之根本。

文者， 道之枝叶。 惟其根本乎道， 所以

发之于文， 皆道也。 三代圣贤之章， 皆

从此心写出， 文便是道。” 朱子的这段话，

清楚表明了我们祖先对语言的本体论看

法， 语言不是纯粹的工具， 而是道之流

行。 语言不仅仅是形式， 语言表达了人

与世界的实质意义， 语言是人道的体现。

语文课教的是汉语， 汉语不但是中

国人思维的载体， 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家

园。 培养有中国心的学生就应该是所有

老师的教育目标 。 中国语言和中国历

史 ， 是中国心最根本的构成要素 ， 其

中， 语言尤为重要。 因此， 学习语文，

归根结底是要在文化上 “认祖归宗 ”，

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同时， 通过语文

学习， 将中国文化传承下去。 而这些又

取决于学习者是否被语言所表达的优秀

传统和文化感化与教化。

语文课不是简单的掌握母语， 甚至

也不是简单的培养思维能力， 而是教养

和教化。

近几十年来， 全社会产生了一种荒

谬的现象， 就是轻母语重外语。 从幼儿

园到大学， 从家长到校长， 从学生到老

师 ， 大家都觉得母语无所谓 ， 不学也

会； 而外语对于个人前途来说却是至关

重要， 以至于从小学到大学， 不少人将

全外语教学视为招揽学生的法宝和招

牌。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和众

多人口的超级大国， 真是咄咄怪事！ 其

结果是， 现在语文能力普遍下降， 媒体

上的许多文字不忍卒读， 名牌大学的学

生写作和表达能力仍有不足。 而社会上

一部分人身上的戾气和邪气， 与语言质

量的下降也不无关系。

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明了语言与文明

的本质关系。 子曰： 不学 《诗》 无以为

言， 说明 “言” 在他眼里不是纯粹表达

意思， 而是说话必须符合文明的标准。

所以古人将 《诗》 作为最主要的教养和

教化途径。 近代大儒马一浮甚至说传统

六艺之教， 诗教第一。 原因可从主观和

客观两方面讲。 从主观方面讲， 温柔敦

厚， 《诗》 教也。 诗 （进一步可引申为

优美的语言 ） 可以涵养心性 、 美化情

志、 消融意气， 使人从动物性存在上升

到人文性存在。 从客观上说， 正得失、

动天地、 感鬼神， 莫近于 《诗》。 人对

世界人生的感性体悟到理性把握， 统一

于 《诗》。 我们把诗进一步扩大到理想

化的语言 （即作为文明之体现的语言），

上述规定基本也是适用的。

语文教育教的当然都是上述所谓

“理想化的语言” （世界和人类本身阴

暗的东西当然也一定表现在语言中， 因

为世界是语言的世界， 但任何民族的语

文课大概都不会教违背文明基本标准的

语言的）。 人类主要是通过对语文的学

习， 继承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成为自

己传统的一部分。 所以学习母语不是在

纯粹学习技能， 而是在学以成人， 成为

中国人 。 于漪认为 ： “当今的中国教

育， 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 需

以优秀的中华文化滋养他们的心灵 。”

在中小学阶段， 语文课应该是以中华优

秀文化滋养学生心灵的主要途径 。 但

是， 语文课要葆有自己的本色， 不能成

为传统文化说教课 。 语文课要寓化于

教， 在教中化， 与其他课程相比， 它具

有全面培养学生人格的功能。 语文作为

一种认知教育 ， 与情感教育 、 审美教

育、 人格教育高度融合， 为学生的发展

打下了 “精神的底子”。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王秉达

人工智能的概念从提出至今已有

49 年 ， 这一波人工智能已是第三波热

潮了 ， 在上世纪 80 年代时热过一波 。

现在回头看， 当时的人工智能等同于采

用数据分析的 “专家” 系统， 而当下的

人工智能主要集中在机器学习或深度学

习上。

人工智能并不会再像过去那些新概

念那样昙花一现， 最主要的原因是， 过

去几十年以来， 信息产业在摩尔定律支

撑下， 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摩尔定律为

人类带来的最大贡献是提升了电脑的运

算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人工智能早期的

研究都是在学院或者研究机构这样的

“象牙塔” 里进行原因。 因为， 没有足

够的运算能力， 人工智能很难形成实际

的应用， 而几十年前， 只有在研究机构

或者学院里才会有具备一定运算能力的

设备， 而如今， 大运算能力已经不再稀

缺 ， 而人工智能也终于可以走出实验

室， 进入产业并实现大发展了。

归根结底， 人工智能是一种技
术， 甚至是一种定理， 而非产品

人工智能发展至今， 之所以此次的

热潮令人看好， 最主要的原因是， 它已

经具备了三大发展支柱： 算法、 运算能

力和数据。 前两者， 中国和发达国家仍

然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就数据而言，

中国拥有的数据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地

方。 但是， 从根本上说， 人工智能更像

是一个 “原理”， 一个基础理论， 就仿

佛牛顿定律一样， 可以用在不同领域，

发展出新的技术。 因此， 有了三大支柱

支撑后， 它就可以生发出更多的技术。

尤其是产业对于人工智能各种应用的探

索， 也使得人工智能具备了进一步发展

成熟的条件。

人工智能具备发展的另外几个原因

是， 近年来的机器学习理论即深度学习

理论是促成我们对人工智能再次利用的

核心； 其次， 智能网联汽车的研究， 加

速了人工智能在产业中的推进， 因为这

牵涉到软件、 硬件乃至整个产业链的发

展。 另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高性能计算

机群 （HPC）。 因为未来数据中心的技

术核心就是高性能计算机群。 所以推算

下来， 这一应用也将推动人工智能的大

量应用。

之所以说人工智能并不是一种应

用， 更是一个原理， 是因为人工智能不

论是在过去几轮短暂的热潮 ， 还是现

在， 都已经初现了它的这一特性。

人工智能目前应用的最主要的领

域就是语音处理领域，这大概是目前市

面上最广泛的应用了 。 其次是健康领

域，其实，在 1996 年火热过一阵的 IBM

的机器人“深蓝”，最初它也并非是用来

下象棋的，而是专为制药领域研发的人

工智能。人工智能的第三个应用场景是

金融，这已经进入应用了。 其它还有零

售行业、政府管理和能源系统领域。

最后一个领域即机器视觉， 中国在

这一领域的著名企业有商汤、 旷视。 国

外也有类似的企业。 但是由于国内的数

据量大， 因此， 在这一领域， 我们比较

容易超越其他国家。

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的是 ， 在
没有路的地方 ， 也能够想办法解
决问题的人

“人工智能热” 也带动了大批人工

智能企业。 全球范围内现有 3500 家人

工智能创业公司， 其中大约有 350 家属

于特别出色的人工智能公司 ： 美国有

177 家 ， 中国有 40 家左右 ， 其余公司

遍布于欧洲等地。

人工智能就仿佛互联网技术一样 ，

一旦进入发展通道， 会衍生出很多产品

和应用 ， 当你找到一个杀手级的应用

时， 也许你就会开辟一个新的行业， 这

也正是人工智能吸引人之处。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人工智能要

帮助我们解决的问题， 往往是人类打破

沙锅还问不出所以然的问题， 而人工智

能可以替你找到相关性。 因此， 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 ， 我们只要创造出一个模

型， 也许就可以创造价值。

而一切的发生， 必然会带来一种思

维的改变。 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者

来说， 创业一定要有高起点， 一点要有

技术壁垒， 否则仅仅照抄一个程序， 即

使也能赚钱， 但是并不能持久， 而且竞

争力也不够。 比如， 中国的阿里巴巴、

百度、 腾讯等企业目前发展得非常好，

但一旦海外企业引进中国， 未必就是这

几家独大的局面了。 所以， 不论是教授

还是学生创业的时候， 一定要抬高自己

的技术门槛， 这样即便别人能够抄的时

候， 也为时已晚。

同时， 也正因为人工智能不是一项

技术， 所以， 人工智能的人才也并非某

个专业可以培养的。 我们现在炫耀的人

才既要有深度 ， 也要有广度 。 具体地

说， 我们最需要的人是， 当你在某个领

域遇到问题， 虽然不是完全理解， 但是

也能够找到一个前进的方案， 或者是在

某些节点上， 遇到想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的问题时， 人工智能恰恰能够给这样往

前走的人 ， 提供一个强大的工具———

这就是我们产业界最需要的人才 。 我

们的大学培养出这样的人 ， 才会使我

们的学术界或者产业界的研究课题不

断往前推进。

我曾在浙江大学的一个混合班里就

读， 这个班级拥有现在的新工科概念。

所有工科学生聚集在一起， 一起上课，

一起生活。 大家茶余饭后交流的都是各

自班级的事情， 因为当时的教学没有办

法打破每个系 、 每个专业的界限 ， 但

是， 生活上的交流也使得我们可以有充

分的融合。 我学物理， 我的同学则来自

计算机系。

这也给了我启示， 为什么我们觉得

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仍然那么笨？ 因为创

造力难以培养。 所以， 我们设计的人工

智能仍然很 “笨”。

也许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培养了

解这么多领域的通才。 但是， 我们可以

创造机会， 让学生互相影响， 这也是我

所认为的当下所说的新工科改革的一个

方向。

(作者为华美半导体协会会长)

?张汝伦

盖教育家者 ， 不仅要有长期的

教学实践和教学管理的经验 ， 更要

有自己的教育理念 ， 或者说教育哲

学 ， 并且能够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贯

彻到其从事的一切教育工作中 、 形

成系统的思想。

在沪上教师群体中， 于漪就是难

得的优秀教师兼教育家。 她在长达半

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 以忘我的敬

业精神、 高超的教学艺术、 对学生充

满爱心、 无微不至的关心教导， 征服

了无数的同行和学生。

在她身上， 笔者看到， 中国一切

优秀教育家的身上都有的一些共同点，

就是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

这种铸造我们民族脊梁的家国情怀和

责任担当， 是中国教育真正的希望。

在我们的中小学中， 应该有一批

有理想、 有担当、 有情怀的人， 用他

们的理想浇灌我们的校园， 这是我们

理想中的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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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关于中国教育， 复旦大学哲学
学院教授张汝沦一直思考的问题是 ： 我国
优秀教师不少 ， 但既是优秀教师又堪称教

育家的， 却凤毛麟角。

新时代的优秀教师要具备怎样的素养？ 和一般的学科教
育相比， 承担人文学科教育的教师， 其特殊性在哪里， 又需
要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承担哪些必须的责任？

在课堂上谈及教育哲学时， 张汝沦教授不仅会时不时举
沪上基础教育界名师于漪的案例， 还在很多场合和学生们分
享于漪的教育思想。

他希望更多学生能了解， 不管身处哪一个领域， 从事哪
一份工作 ， 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始终是不变的 ，

而这也是人文教育的精髓之所在。

一位哲学教授理想中的基础教育———

一个国家主要由普通人组成， 教育固然要培
养精英， 但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和基础教育， 应
该面向全体学生。

“学生 ” 不是抽象的美 ， 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
体。 如果学生千人一面， 人云亦云， 时时循规蹈矩、

按部就班 ， 个性就会被消解 。 而一个学生没有了个
性， 便是失去了自我。

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 是中国心最根本的构成要
素， 其中， 语言尤为重要。 因此， 学习语文， 归根结
底是要在文化上 “认祖归宗”， 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夯实“三大发展支柱” 提升人工智能“智商”

以理想、 担当、 情怀浇灌我们的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