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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 世界各国都把发展互联

网" 信息化" 数字化" 大数据" 人工智

能作为抢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主动权的战略选择! 以互联网为基础设

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业态

#互联网!$ 层出不穷 ! 互联网和数字

化深刻地改变传统产业结构 ! #工业

"#$$ 和产业互联网应运而生 ! 人们的

生产生活学习方式甚或休闲娱乐方式也

发生重大变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쎿一次新技

术的重大发明! 都会促进人类文明产生

重大改变! 同时也给教育尤其是高等教

育带来巨大变革 ! 推动教育思想的迭

代" 教育内容的增加" 教育方法的更新

和教育手段的升级&

쫀界高等教育已然走
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 而
信息技术则被视为催发高
等教育系统整体变革的核
心动力和解决高等教育不
平衡不充分发展难题的有
效举措! 正与高等教育加
速融合! 重塑未来高等教
育发展新格局

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

后! 现在正在经历信息革命& 大数据'

智能化 " 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结合的

(大智移云$! 成为信息技术新时代的重

要特征&

在可预见的未来 ! 不仅是人人交

互' 人物交互! 甚至物物交互! 人类将

不可避免进入一个万物智能' 万物智联

的时代&

뷼年来! 人工智能迎来了黄金发展

期& 互联网大数据' 强大的运算能力!

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 被认为是人

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 它们造就

了语音' 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

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 乃至

可以像 (阿尔法元$ 一样自学成才' 无

师自通! 自生成自演化软件&

世界各国已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信

息化的重要性! 发布高等教育创新战略!

将高等教育信息化视为提高全民素质'

增强创新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教育

%$&$ 战略$! 提出为处于冲突地区和偏

远地域的学习者配备恰当的信息技术设

施 ' 提供远程学习的机会 ! 以构建全

纳' 公平' 优质的教育体系) 世界教育

创新峰会发布的 (%$&$ 年的学校 $ 调

查报告指出! 未来的实体学校不再是学

生接受理论知识的地方! 将成为像 (会

议室$ 般的社交环境& 此外! 在一些

高校! 比如斯坦福大学提出开环大学

计划 '()*+ ,--) .+/0*12/345' 密涅瓦

大学实施 (%( 式办学体制等! 促进新

的大学形态蓄势待发&

可以说! 世界高等教育已然走到

了一个历史性拐点! 而信息技术则被

视为催发高等教育系统整体变革的核

心动力和解决高等教育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难题的有效举措! 正与高等教育

加速融合! 重塑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新

格局&

%$67 年 % 퓂! 美国新媒体联盟发

布了 *%$67 地平线报告 8高等教育

版 9+! 预测了高等教育未来五年采纳

的六项关键技术 , 自适应学习技术 '

移动学习' 物联网' 下一代学习管理

系统' 人工智能和自然用户界面% 这

些前沿技术向我们展示了未来智慧高

等教育的形态! 高校将加速 #좥中心

化$! 实现知识学习更先进' 更广阔的

开放化' 共享化! 냠级授课形式或将

走向终结 ! #机器!人!:$ 成为最基

本的教学场景! 基于共同兴趣的学习

型组织和学习共同体将大行其道--

对此! 高等教育要做好充分准备%

훷动拥抱变革 ! 믽
极对接数字化 " 훇能化
产业发展 ! 培养适应数
字化时代的创新人才 !

헢既是时代赋予高等教
育的命题 ! 튲是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改革的根本
要求

今天这个时代! 是数字化生存的

时代! 是 (大智移云$ 时代! 世界经

济正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

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

数字化不但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先

进的生产方式! 也促进了为时代发展

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的高等教育的深

刻变革% 主动拥抱变革! 积极对接数

字化' 智能化产业发展! 培养适应数

字化时代的创新人才! 这既是时代赋

予高等教育的命题! 也是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改革的根本要求%

떳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教育信息

化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6; 年 *国

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 *教育信息化 (十三

五$ 规划+ 等文件印发! 强调深化应

用' 融合创新! 提出要 (以信息化驱动

现代化$! 以教育信息化驱动教育现代

化% %$67 年! 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在

中国青岛开幕! 大会通过了 *青岛宣

言+! 这是全球第一份针对教育领域信

息通信技术的宣言% 뷼期! *中国教

育现代化 %$&$+ 方案也呼之欲出%

教育部先后印发 *高等学校人工

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教育信息化 %#$

行动计划+! 횼在聚焦新时代对人才培

养的新需求! 推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

展水平走向世界前列 ! 为我国跻身创

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

障! 为世界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 (中

国智慧$ 和 (中国方案$%

数字化 #쳌平 $ 了
以往发展的差距 ! 쪹参
与竞争的各方又一次重
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

高校办学更是要紧紧抢
抓数字化战略机遇 ! 좫
力助推 #쮫一流$ 붨设

眼下 ! 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越来

越激烈! 由于 (십太效应$! 原有的差

距将被放大! 要实现超常规 ' 非线性

的跨越式发展则难上加难 % 而数字化

战略! 则为突破这一窘境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 我们国家在很多领域已实现

弯道超车' 后来居上%

比如 ! 高铁发端于日本 ' 发展于

欧洲' 兴盛于中国 % 又如 ! 쯤然中国

不是互联网等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原

创国或策源地! 但 (互联网<$ 却已经

走在世界前列) 移动支付更是引领全

球 (无现金社会 $ 的发展方向 ) 基于

定位技术' 삶牙技术和通信技术等物

联网 .=(>/ 技术的 #共享单车$ 也开

始走向世界%

这些示例之所以能发生 ! 풵于数

字化可以使传统的一些竞争优势或长

期以来积累的核心竞争力荡然无存 !

甚或成为新范式下发展的包袱 ! 这为

后进者迎头赶上先进 ' 实现战略性赶

超提供了绝佳契机% 从某种意义上讲!

数字化 #쳌平 $ 了以往发展的差距 !

使参与竞争的各方又一次重新站在同

一起跑线上%

高校办学也是如此 ! 要紧紧抢抓

数字化战略机遇 ! 围绕 #쮫一流 $ 建

设目标 ! 形成新动力 ! 提供新支撑 !

助推新发展! 实现战略性赶超% 当前!

#쮫一流$ 建设如火如荼! #新工科 $

大行其道% 据悉! %$%$ 年直接面向新

经济的新兴工科专业比例达到 ?$@以

上% 着眼于 #数字中国 $ 和 #中国制

造 %$%?$! 国家将大力发展大数据' 云

计算' 物联网应用 ' 人工智能 ' 虚拟

现实等新技术和智能制造' 集成电路'

新材料等新产业相应的新兴工科专业

和特色专业集群%

对眼下的高校尤其是传统以理工

科见长的高校来说 ! 一方面要用数字

化为传统学科 #赋能$! 不断增强现有

学科发展能力与活力 ) 另一方面 ! 要

懂得以数字化战略升级科研手段 ! 再

造和重构研究范式%

这里举一个例子% *红楼梦+ 共一

百二十回! 一般都认同胡适在 *红楼梦

考证+ 作的结论! 벴前八十回为曹雪芹

所写! 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 6AB?年开

始! 뢴旦大学李贤平教授带领他团队作

大数据分析% 他们将一百二十回看成是

6%$ 个样本! 然后确定与情节无关的虚

词出现的次数作为变量! 看看哪些回目

出自同一人的手笔%

他们分析 "7 个虚词 .如 , 之 '

其 ' 或 ) 톽 ' 싰 ' � ' 냕 ) 可 ' 뇣 '

就等 / 出现的频率 ! 作为 *红楼梦 +

各个回目的数字标志 % 利用这 6%$ 个

样本进行聚类! 果然将一百二十回分

成两类! 벴前八十回为一类 ! 后四十

回为一类! 以数据客观证实了一百二

十回不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笔%

然后 ! 这个团队又分析前八十回

是否为曹雪芹所写 % 他们通过对比曹

雪芹的其它著作 ! 结果证实用词手法

属于同一类! 断定前八十回为曹雪芹

一人手笔% 后四十回的论证结果 ! 则

推翻了是高鹗一个人所写 ! 而是曹雪

芹亲友将其草稿整理而成 ! 宝黛故事

为一人所写! 볖府衰败情景当为另一

人所写等等% 这个大数据分析在红学

界引起很大轰动%

其实 ! 现在不少高校从事人文社

科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始引入数字化工

具搞科研了! 理工科和生命医学学科

更是自不待言% 常言道! 工欲善其事!

뇘先利其器% 要做好科研 ! 뇘须工具

好' 平台好' ힰ备好 ! 尤其要有与时

俱进的先进科研范式 ! 否则就输在起

跑线上%

듲造个性化的教学模
式! 쟐实将 #教的范式$

쿲 #学的范式$ 变! 헦
正实现以 #学为中心$ 的
学生个性化学习

通过数字化 ! 不仅可以升级科研

工具' 平台' ힰ备 ! 更能再造和重构

研究范式% 数据驱动的智能! 就是其中

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新范式 % 这是一

种利用机器学习和统计分析的方法从

数据中自己向上发现规律 % 本质上是

把人的智能问题转化成计算问题 ! 룃

计算问题要么是规则驱动的逻辑推理!

要么是通过数据处理从数据里面生成%

实际上! 科学研究已经经历了从 #实验

归纳$! 到 #模型推演$! 再到 #럂真模

拟$ 的三次范式革命! 现在方兴未艾的

#大数据 .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 正是

演进中的第四次范式革命%

뷼年来 ! 中国的高速铁路 ' 듅悬

浮列车等屡屡见诸媒体 ! 被誉为中国

#新四大发明$! 成为国家名片 ! 쯦着

国家经济结构进入转型期 ! #智慧交

通$ 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 值得注意

的是! 在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且大

数据产业逐步成熟大背景下 ! 中国智

慧交通产业的快速发展就在眼前 ! 这

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 与此相适应 ! 也

要升级我们的科研范式! 善用新范式%

对高校来说 ! 加快现代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是当务之急 %

着眼于 %$&$ 年乃至未来的高等教育 !

我们要促进智能技术 ' 移动互联 ' 物

联网' 云计算' 数据挖掘 ' 知识管理

和社交网络等技术与学校的教学 ' 科

研' 管理和服务深度融合 ! 构建有利

于创新涌现的制度环境 ! 打造个性化

的教学模式! 切实将 #教的范式 $ 向

#学的范式$ 转变! 真正实现以 #学为

中心$ 的学生个性化学习%

%ퟷ者为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쇴学新攻略

!范斐

参考全球创新指数榜单和全球最幸

福国家排行榜! 你会发现瑞典' 芬兰'

丹麦和挪威这些北欧国家一直位列第一

梯队% 然而! 相对于美英加澳和东亚等

中国学生的热门留学地! 北欧国家总体

来说还显得较为陌生%

对年轻的学子们来说! 前往北欧体

验 #幸福的创新教育$! 选择另辟蹊径的

求学路! 也不失为 #挑战打破者$ 之举%

쳴战打破者的选择!

쟳学创新北欧

单从人口和教育规模上看! 北欧国

家的数量绝对值小! 但按人均和普及率

指标! 却都是遥遥领先%

在高等教育方面! 加入博洛尼亚进

程后! 北欧高校基本参照三年制本科'

两年制硕士' 四年制博士的培养模式%

与其他国家的本科通识教育不同! 北欧

高校的本科教育专业性强! 与企业用人

需求和就业市场密切相关! 很多学生的

毕业设计直接在企业完成% 本科教育多

以本国语言教学! 但硕士研究生教育多

为全英文项目! 헐收国际学生! 关注生

源的多元比例均衡% 博士项目的申请!

更像是应聘研究工作的职位! 竞争激烈

且人数较少%

在北欧! 教育被视为保持国家创新

活力和发展的关键! 所以不论是百年老

牌的北欧高校还是新兴院校! 在教学和

科研中都提倡创新能力的培养%

最典型的是 %$6$ 年成立的阿尔托

大学 % 6AB7 年 ! 芬兰成立了 #国家科

技政策委员会$! 쎿三年出台一份指导

性报告 % 6AA$ 年 ! 第一次将 #国家创

新体系$ 룅念纳入国家科技创新政策框

架 ! 芬 兰 科 学 院 ' 国 家 技 术 局

. >CDCE/ ' 国 家 研 究 发 展 基 金

.E=>FG/ 与政府 ' 企业 ' 高校等机构

的合作使创新体系得以良好运转% 在创

新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 ! %$$7 年底 !

芬兰政府开始以建设 #世界最好的创新

体系$ 为目标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作为改革的旗舰标志! 一所创新大

学! 以芬兰国宝级设计师阿尔瓦0阿尔

托命名! 由三所百年老校111赫尔辛基

理工大学' 赫尔辛基设计艺术大学和赫

尔辛基商学院合并而成! 횼在开创跨学

科教育和研究 % %$6" 年 ! 阿尔托大学

被麻省理工学院评为世界五个最具代表

的未来型大学之一% 阿尔托大学校区所

在地奥塔涅米 8(3H+/*I/9 !是北欧最集

中的高科技区! 诺基亚' 通力和富腾等

著名跨国公司总部坐落其中! 融合了教

育' 科学研究和创新创业企业! 被评选

为欧洲最具创新性的地区之一%

쯤然低调的北欧高校不热衷于国际

排名! 但公认的名校也不少! 如丹麦的

哥本哈根大学' 丹麦科技大学' 奥胡斯

大学! 瑞典的隆德大学' 瑞典皇家理工

大学' 컚普萨拉大学' 查尔姆斯理工大

学' 斯德哥尔摩大学! 芬兰的赫尔辛基

大学 ' 阿尔托大学 ! 挪威的奥斯陆大

学' 놰尔根大学等%

北欧高校更为看重的是学科与专业

排名!特色优势的专业以理工类居多!如

信息通讯'环境及能源'生物工程'电子

电气工程'웻车制造'造船'뿕间技术'建

筑工程'金属冶炼'制药'材料科学等%

提到理工类教育! 北欧五校联盟由

北欧五所顶尖理工大学组成工程教育战

略联盟在教学' 科研和创新等各领域协

同合作! 优势互补共享资源! 形成北欧

特色的工程教育体系% 这五所理工大学

分别是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查尔姆斯理

工大学' 芬兰阿尔托大学' 丹麦技术大

学和挪威科技大学%

自 %$$; 年成立至今! 五校合作设

立了七个全英文教学的联合硕士项目!

分别是创新可持续能源工程 ' 海洋工

程' 环境工程' 应用与工程数学' 可持

续城市转型' 高分子技术和寒冷气候工

程 ! 毕业生可获得两所大学的硕士学

位% 돽了硕士! 五所大学已经互认了本

科学位! 建立了联合博士课程数据库!

分享课程资源%

有趣的是 ! 翻看另一个全球指

数111全球创业指数! 北欧国家也排在

前列%

从 %$$B 年开始! 一群芬兰年轻人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萧条中开创了 EJK2L

大会! 发展至今已成为世界级的盛会和

具全球影响力的创投平台%

当我们这些外国人为奥塔涅米高新

区诺基亚大厦上的标识换成微软而唏嘘

时! 샫开诺基亚大船的小舰队却开出了

创业的大潮! 这也让芬兰的年轻人改变

了对 (铁饭碗$ 的追求! 从大学阶段开

始不断试错' 迭代创新! 在国家' 高校

的支持下成为改变未来的动力%

在世界知名 (뛀角兽 $ 名单中 !

出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就有音乐流

媒体服务提供商声破天 .E)-3/M4/' 软

件企业关系型数据库 .N4EO,/' 数码

游戏和娱乐领域 .P1K2L PH+Q4/ 等%

不论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还是自

下而上的 (草根运动$! 通过建立专门

的扶持和引导机构' 资助创新研发' 提

供商务指导以及奖励创业启动资金等方

法 ! 北欧的社会氛围支持着学生创业

者% 北欧各国将创业精神纳入到整个教

育体系中 ! 用各种课程激发创业的兴

趣 % 北欧高校大多设立专门的创业中

心' 平台等! 开展创业教育! 促进多方

合作! 是高校创业生态系统中与各利益

相关组织衔接的重要枢纽% 北欧高校在

创新创业教育中! 注重革新和探索新的

教学方法! 设置跨学科' 跨学历层次的

课程体系! 设计紧密联系创业实践的教

学活动%

쯦着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的选择日

趋多元化! 北欧国家也逐渐吸引了中国

学生关注% 在北欧求学! 你可以耳濡目

染地感受北欧文化中内敛特质' 追求人

与自然的和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 以

及北欧人平和的心态' 平等的人际关系

和保持活力的运动精神! 实现工作与生

活的平衡%

但要特别提醒的是! 北欧各国因其

地域和教育 (小而美$ 的特色! 将来也

不会成为留学大军的扎营之地% 所以!

你在决定求学北欧之前! 需要先审视自

己是否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北欧国

家的名校名专业相对集中! 你是否积累

了强于全球竞争者的个性优势2 쯤然研

究生课程的教学语言是英文! 但考虑到

日常生活和后续就业! 你是否有学习一

门新语言的信心2 另外! 뺡管对高等教

育收费和国际教育贸易等尚存争议! 各

国的步调并不一致! 但对非欧盟籍学生

的收费已是大势所趋% 面对种种挑战!

你是否有勇气打破惯性思维! 做出你的

选择2

%ퟷ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研究员 " 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助理
教授&

'킡而美$ 的高等教育

强强联手的工程教育

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

教育部日前发布 !高等学校人工智
能创新行动计划"# 맄励有条件的高校在
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建立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研究院或人工智能交叉研究中
心# 뛠种方式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

틔高校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情况

为基础# !行动计划" 重点明确三个
阶段目标&

一是到 !"!" 쓪# 基本完成适应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
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

뛾是到 !"!# 쓪# 高校在新一代
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
养质量显著提升# 좡得一批具有国际重
要影响的原创成果# 有效支撑我国产业
升级$ 뺭济转型和智能社会建设'

三是到 !"$" 쓪 # 高校成为建设
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
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

高地# 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
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行动计划" 提出# 要将重点集
中到大数据驱动知识学习$ 뿧媒体协
同处理$ 人机协同增强智能$ 좺体集
成智能$ ퟔ主智能系统等方向# 系统
布局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平台%

!行动计划" 同时提出# (쪵施
)人工智能%* 行动 +# 支持高校在智
能教育$ 智能制造$ 智能医疗$ 智能
城市$ 智能农业$ 智能金融$ 智能司
法和国防安全等领域开展技术转移和
成果转化# 쳘别要推动智能教育发展%

!!!"!"#"#$

%&$% 쓪 & 퓂 '( 日 星期日! 컄汇教育责任编辑)랮丽萍
编辑)뫂梦夷

人工智能时代"듳学应转向#学为中心$

"

"

"

"

教育新观察

数字化不但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先进的生产
方式! 튲促进了为时代发展提供人才和科技支
撑的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 훷动拥抱变革! 믽
极对接数字化" 훇能化产业发展! 培养适应数
字化时代的创新人才! 헢既是时代赋予高等教
育的命题! 튲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的根本
要求(

$

쿠关链接

教育部!쪵施%人工智能"&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