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加速人类社

会的转型。在教育领域，以人工智能技

术为核心，大数据、物联网、脑科学等技

术正在与教育不断融合。

随着翻转课堂、创客、游戏化学习、

虚拟助手等者型教育手段不断涌现，数

字孪生、量化自我、元宇宙等者的学习

形态不断呈现。

未来的教育形态会是怎样呢？

近几十年来学习理论的变迁以及技

术的进步，不断影响公众对于教育

的认知，这种认知可以使我们在数

字化转型的时代审慎地评估未来的

教育。

刚刚落幕的北京冬奥会，无数人记

住了他们的故事：力摘两金一银的“天才

少女”谷爱凌，放弃演艺事业跑来“玩一

玩”却拿到一金一银的“小栓子”苏翊鸣，

在短道速滑1000米决赛场上意外摔倒

的五届冬奥会“奖牌收割机”、32岁老将

方塔纳，用并不完美的最后一跳为自己

职业生涯谢幕的“单板大神”肖恩 ·怀特，

还有那位滑在最后却说是运动生涯巅峰

的八届冬奥会参与者、“滑冰奶奶”佩希

施泰因……在这些运动员身上，大家看

到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我、挑战极쿞。

体育运动不止于强健体魄，五育并

举也不止于培养全人。运动需要天赋

也需要刻苦训练，比赛需要实力也需要

强大心态，成长需要获得也需要不断舍

弃。毫不夸张地讲，体育在锻造人的品

格和德性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我们的

教育完全可以从赛场出发。

让孩子从“玩得开心”
到“玩得下去”，家长可以
做什么？

个体的兴趣是丰富多元的，并非每

个人都能轻易地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

在冬奥之前，很多人就已通过电影

《智取威虎山》认识了“小栓子”苏翊鸣，

不少人都认为他会向演艺方面发展，就

连他本人也曾梦想着考中戏。但一次次

训练和挑战让苏翊鸣发现了自己真正的

兴趣所在，最终选择成为滑雪运动员，面

对奥运赛场，他说“玩得很开心”。

兴趣推动着个体去认识和发现，是发

展的最佳动力，这一观念已逐步获得大部

分家长的认同。很多家长都曾兴冲冲地

投入过孩子感兴趣、“玩得开心”的事物，

但大多数时候却是不了了之，发现很难

“玩得下去”。这是因为兴趣有不同层级。

“兴趣金字塔”理论指出，当一个人

沉浸在感官刺激所带来的体验并从中

获得乐趣时，他只是获得了“感官兴

趣”，这种愉悦感会随着刺激的消退而

快速结束，因而感官兴趣并不稳定且难

以长期维持；当一个人愿意为兴趣主动

投入、坚持并定向在某一领域，通过学

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有能力去完

成很多事情，这时候就会发展为“自觉

兴趣”；当一个人开始为自己的兴趣寻

找兑现的平台，获得他人的认可和价值

激励时，便达到了“志趣”层级。

如何让孩子从“玩得开心”到“玩得

下去”？首先，要认识到每个人的兴趣

爱好不同，支持孩子真正的心之所向。

花滑男单冠军陈巍的母亲也曾想

推孩子们去参加一些“妈妈觉得很好”

的课外活动，不过由于经常遭遇“抵

抗”，加之她也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特别

的存在，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正因

为母亲对个性差异的尊重，陈巍和他的

哥哥姐姐们得以选择了5条不同的发展

之路并获得了各自的成长。

真正的支持从来不是简单地顺从

孩子的心意，而是理性地认同孩子的选

择后给予有力的帮助。这种帮助才能

让孩子“玩得下去”。

陈巍的每场比赛全家人都会到场

给他助威，让他觉得这是家里非常重要

的一件事。苏翊鸣训练骨折后，母亲在

病床边鼓励他说，“我们不能放弃，我们

吃了很多苦，也受了伤，而且你还很喜

欢，所以好了之后你要振作起来，不要

因为（受伤）这件事情改变你”。

无论是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还是

面对伤痛的精神鼓励，或是竭尽所能地

创造条件，都是一种推动兴趣发展，帮

助孩子“玩得下去”的深度支持。当这

种支持促成了主动投入、定向深耕的

“自觉兴趣”后，就有可能升华为寻求价

值兑现的“志趣”。

一言以蔽之，“玩得下去”才有可能

“玩得精彩”。而这当中，“开不开心”发

乎天性，“精不精彩”视乎定义，能否“玩

得下去”对于教育来说最具可为空间。

教孩子敢于失去、敢
于打破“完美”，是成为“完
人”的重要一步

伏尔泰曾说“完美是优秀的敌人”。

很多人以为，这句话是对梦想在赛场上

演绎阿克塞尔4周半而最终挑战失败、

未能实现冬奥三连冠的日本花滑名将羽

生结弦的悲情诠释。其实，当羽生结弦

落泪自问“为何我的努力得不到回报”之

后，随即就进行了自答——“如果大家能

有一瞬间觉得，无关比赛胜负，羽生结弦

的表现还不错，即便这种感觉只是一瞬

间，那我就觉得今天的努力有意义了”。

如果高难度的技术巅峰是“完美”，金牌

是“优秀”的证明，那对两者的追求很多

时候并不一致。但是，如果“优秀”无关

胜负而是勇于挑战和超越自我，那么两

者又何尝不一致呢？！

成功是什么？或者说要实现什么

样的成长目标？说到底这取决于家长

和孩子确立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在比赛的紧要关头，18岁的谷爱凌

拒绝了妈妈的建议，用一个自己从来没

有尝试过的女子自由式滑雪选手史上

第一难度的动作，成功地“做最好的自

己，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能力”。因为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妈妈灌输的理念一

直是不要去做“完人”。母亲长期对过

程的强调和对“完美”的淡然，成就了她

无惧失去奖牌也要在赛场上挑战自我、

绽放青春的选择。

当下，不少家长对于精英教育的追

求、对于最好教育资源的争夺，让短期

回报或实用性成为衡量教育价值的标

准。高中选科看能否拿A+，大学选课

看如何得到高绩点……这种对风险极

力回避，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心态和行

为，阻碍了孩子的成长，也阻碍了他们

对梦想的追求。

追逐金牌还是追逐梦想？羽生结

弦和谷爱凌的选择诠释了他们哪怕放

弃奖牌，也要放手追逐梦想。放手与放

弃不同，放手一搏的背后是勇敢，是无

畏一无所有的强大内心，而放弃追求的

背后是怯懦。有时候，敢于失去、敢于

打破“完美”，恰恰是我们成为一个“完

整”的人的标志。真正的“完人”，不是

事事完美、处处得胜的人，而是知识技

能与心智情感协同发展，不害怕失败，

勇于实现梦想的人。

教育未必需要刻意强
调“牺牲”小我，成就别人
也是成就自己

体育赛场的迷人之处在于鼓励竞

争、推崇实力，但很多时候打动人心的

远不止于获得佳绩。

相信不少人还记得冬奥会上的这一

幕：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决赛，高手

云集，意外迭起。武大靖一度领跑，李

文龙硬生生把刀刃滑断，但赛程进行到

一半遭遇召回。第二次发令枪后，武大

靖体力不支却努力卡住位置，并碰了碰

任子威的手示意他先走。那一瞬，观众

集体破防：快上，只要你赢了，中国就

赢了；加油，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

有我！

如果说实现自我有很多方式，那么

突破自我是其中最高级的方式之一。

每个人的成长路上，都需要走过漫漫征

途去认识自我，付出无数汗水泪水去实

现自我。但在某一刻，你会发现，这一

切，都是为了担当集体使命乃至成就别

人。教育未必需要刻意强调“牺牲”小

我，因为成就大我就是成就小我，成就

别人也是成就自己。好的德性是人的

最高成就。

赛场的无情之处在于不断超越、

胜者为王，但很多选手令人钦佩的远

不止于战胜对手。肖恩 · 怀特35岁参

加个人的第五届冬奥会，将北京云顶

作为他单板U池的告别演出。世界第

一位参加八届冬奥会的女选手、德国

速度滑冰传奇克劳迪娅 · 佩希施泰因

保持20年的冬奥会纪录被荷兰选手打

破，但她却表示“这届比赛是我职业

生涯的巅峰，今天比我所有的奖牌加

起来都更重要。”

行动方可破固化认知，热爱可抵

岁月漫长。好的成长不是依靠金牌才

能证明，好的人生也不是为了去向谁

证明。就像康德所说，人如果竭尽自

己最大努力仍然还是一无所得，所剩

下的只是善良意志，它诚如沉睡的宝

石一样，自身就散发着耀目的光芒，

自身之内就具有价值。当人的格局突

破了私利与虚名，当人的努力纯粹为

了实现成长，他的实践本身就有价

值，就自带光芒。

愿更多的父母能和孩子一起随冬

奥成长，体会运动的魅力，抓住教育

的契机，在者学期一起向未来！

（作者为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副
校长）

冬奥“名场面”背后藏着怎样的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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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兰

技术促进教育变革将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一百多年前，当电影开始出现

时，爱迪生预言学校必然发生巨变，电

影将迅速取代教科书和教师。在这一

百多年中，伴随着电视、计算机、网络

的出现，同样的预言此起彼伏，但是现

实的学校似乎还是那个样子，教师依然

站在讲台上，教科书依然保留着古腾堡

的印记。技术要推进教育的转型，不仅

仅体现在者的教育装备和学习环境，最

重要是流程与制度的再造，这是任重道

远的过程。

很多人问：当前，在教育数字化转

型背景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

术，能否实实在在地对教育产生影响？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端倪是：学校

基础设施建设中正在产生一系列有助

于未来教育的学习环境与应用场景，促

进学习形态结构的转变。这种基础结

构的变革将数字技术与传统校园物理

环境、教室、图书馆、实验室、虚拟学习

环境以及无边界的泛在学习环境的有

机融合。

然而，数字化转型需要的不仅是教

育的内容、方法和手段的转型，更为重

要的是教育形态的变化、学科知识和教

育知识整体重构，以及教育治理模式的

变革。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将数字化

嵌入到原有的教育教学流程中，创造出

者的范式、流程、结构以及业务形态。

此外，这种转型要求教育从业者需要具

备一些者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仅仅是

信息素养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了解面向

数字化的工作流程、懂得如何以恰当的

方式借助数字化推动教育教学和管理，

并且了解技术使用的伦理，这些都是未

来教师和教育者所必备的能力。

当前，数字化转型己经在一些商业

与工业领域取得应用，但是在教育领域

滞后、产生技术落差的情况的确存在。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在专业领

域应用潜力巨大，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解决传统教育存在的问题，为构建现代

教育体系创造良好的工具与渠道。爱

迪生的预言短期内也许仍然会落空，但

是从历史的角度，书信替代了口述、纸

张替代了甲骨和石刻、印刷术替代了手

抄、抄本替代了卷轴、现代学校替代了

私塾。数字化转型，需要教育领域的实

践者与研究者一起努力，共同为教育创

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
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教育技术
专业委员会主任）

面对数字化转型，未来教师需要必备哪些能力？

未来教育离不开数字化，但数字化

之路显然无法“一蹴而就”。

首先，技术的应用不能忽视人的温

情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在阿西莫夫的

《他们有过的快乐》中，主人公接受着机

器人家教的教导，却在上课时发出了

“孩子们一定很喜欢以前那种日子”的

感慨。

因此，在使用技术来改造学习环

境、增强学习体验、提升学习效率的同

时，不能忽视温情教育、人文关怀对学

习者的重要性。教师在运用者技术的

同时，也要教会学生如何面对自己、如

何面对社会，不能因为技术促进知识的

获取而忘记了在授人知识的同时最重

要的是育人心灵。

毫无疑问，个性化是数字化转型应

用的重要方向。一方面，所谓因材施

教，技术要有助于教师发现不同教学对

象间的个体差异，在尊重差异的基础

上，提供适合不同个体的支持，利用个

性化教学来促进每位学生的个体能力

发展。另一方面，在技术支持的环境

下，教师应当在帮助学生保持思维敏捷

的基础上，让学生发现自身的潜力，引

导学生开展高阶思维和创造性活动，帮

助学习者更好地了解自我，促进学习者

的个性发展。

此外，在教育领域的技术应用仍需

要多学科的理论支撑。教育的数字化

转型还有可能产生类似这样的思考：未

来，知识与技能能否成为可购买的资

料，并且直接灌输进大脑中。近年来，

建构主义、连接主义理论的发展，使得

这种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把学习作为一种达成共识的

过程，而不仅仅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

对于学习的复杂性认识，突破了原来对

于知识确定、线性、可控的观点，促使跨

学科和学科融合得到发展。

学习成为“达成共识”的过程，而非单向
的知识传递

从本质上讲，数字化转型首先是通

过技术实现转型。文字使声音得以“留

存”，人类交流突破了口耳相传；印刷机

使得知识可以大规模传播，“工业化”、

“标准化”的教学成为可能，这些都是历

史上“转型”的技术基础。

对于教育而言，构建IT基础架构、

创建软件应用早已经不再者鲜。然而，

相对于其它领域而言，正如乔布斯生前

所提出的：“信息技术改变了几乎所有

领域，为何唯独对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

吃惊？”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

莫格鲁给出了一种可能解释是：者科技

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在那些容易

“自动化”的领域中首先取得成功，它们

可以由机器取代原来由人重复劳动的

工作。

但是，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往往受

制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技术水平，对教

育的展望尤其如此。神经科学、脑科学

以及学习科学的发展不断改变我们对

于“人是如何学习”的认识，以移动互

动网、虚拟现实、3D、全息投影等为

代表的者兴技术也促进了学习在内容

呈现、交互方式、学习体验等方面的

不断创者。

近十年来，人工智能进入爆发式的

发展阶段。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为

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

源，协助模型的优化和提升，以深度

学习为代表的机器学习算法在机器视

觉和语音识别等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

功。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成为教育

领域关注的热点，学习者建模、教

育 数 据 挖 掘 、 可 视 化 等 技 术 的 发

展，使得人工智能尤其是其中自适

应技术的发展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

是认知和想象有限，还是技术有限，
才导致信息技术对教育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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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훜쒩，2022圆놱뺩뚬奥믡풲
幕실쒻。里뫶而맽的쪮쇹쳬샯，一
人人幕퓘벤쟩폫컂뛈的뮭쏦让人
忘忘不췼。线싛倒ퟮ훕햾上쇬붱台
的맚퇇벾뻼，还倒튧着퇀볡돖췪赛
的“者者线컅者”，线싛倒돥쿟，还
倒뗸떹，人놳뫳뚼폐着一뛎뛎뚯人
忆웇的쓑췼믘틤。
赛场就像浓缩的人生舞台，参

赛者不仅身体力行，让更多人看到
他们为了奥林匹克梦想锲而不舍
地执着追求，更让赛场外的人们从
他们身上，更深层地理解教育、感
悟成长。

按按编者내

随着去年秋天“双减”政策的出台并

落实，学校教育已悄然变革。很多家长

或许已经发现，孩子的作业量明显减少，

各类兴趣特长课程明显增多，孩子们在

校学习生活的时间逐渐延长……当校外

培训机构被叫停，孩子们无需频繁奔波

于各个补习班成为常态后，当孩子有更

多的时间与家长相处后，随着“双减”后

的第二个者学期来临，家长如何帮助孩

子快速“进入状态”？

笔者的建议是，家长朋友们不妨与

孩子一起，从共同回顾上学期的进步开

始，制定好者学期的目标，开启者的学习

生活。

“双减”了一学期，有些
家长为何心中还没底

过去半年，我收到了不少家长的短

信、电话“咨询”。

“老师，您有相熟的补课老师吗？我

家宝贝进入中学，数学学习不太理想，我

好着急。”“娃进入中学，作业也没看见增

多，这样下去，到了期末考试一定要掉链

子啊！”“现在一年级回家都没有作业，那

娃回家可以做些什么？”……从家长的焦

虑不难看出：面对“双减”，他们心中没

底。与家长的聊天可以发现：对“双减”

政策的不了解，以及对家庭教育本质的

不了解是他们焦虑的根本所在。

实施“双减”政策的目的是什么？从

国家层面来说，通过“双减”，最终实现更

高水平的素质教育，即实现道德素质高、

文化素质强、身体素质好、心理素质过硬

的教育。从家庭层面来说，是为了让家

长明白培养一个有健全人格、良好个性

品质的孩子，比学习成绩优秀，但人格不

健全、心理有缺陷的人更重要。

家庭教育的实质是生活教育，其核

心是让孩子成人，也就是教孩子学会做

人、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因此，作为家

长，一定要厘清家庭、学校之间的关系和

责任：孩子学科学习的事情，放心交给学

校；孩子的品德行为习惯，家长要着重关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中第二章“家庭责任”中的第十四条也明

确了这一点。

“双减”的大背景下，需要各位家长

更者家庭教育理念——从过多关注孩子

的学业成绩中抽离出来，让家庭教育回

归本质，更多地关注孩子良好学习习惯、

科学探索精神、创者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行为习

惯，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育儿不应该再“单打独
斗”，加强家校联系尤为重要

劳伦斯 ·彼得提出的“木桶原理”指

出：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

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

壁上最短的那块。把它迁移到孩子的身

上，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论：一个

孩子的发展取决于自身的均衡发展。

“双减”的第一个学期，相信家长们

通过观察和与老师的沟通中找到了自己

孩子相对薄弱的地方，比如：课堂听讲的

专注度，与同班小伙伴相处问题，在校午

餐“光盘”情况，完成作业的速度问题

等。那么，在寒假后的者学期，作为家

长，就应当把关注点放在上学期孩子相

对较为薄弱的方面，也就是我们说的

“短板”，并且思考如何在者学期补足这

一短板。

比如，“双减”之后学生课外自由时

间多了，家长应该观察的是，经过一学

期，孩子是否与同龄人的交往有所增加，

交往能力有所提升？孩子的时间自主安

排能力是否有所加强？用于补课的时间

少了，孩子的学习效率是否提高了，专注

力是否提升？

当学科学习回归课堂，家庭教育回

归了本质之后，家长育儿也不应该再“单

打独斗”，加强家校联系就显得尤为重

要。只有家长了解了孩子在学校各方面

的表现，在家中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家

庭教育，使其更具针对性。

担心孩子成绩会退步？那不妨积极

参加家长会、家长学校、家长开放日等学

校组织的家校联合活动，主动与各科老

师沟通，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助力。除了要

与老师加强沟通，家长也要多与自家孩子

沟通。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是亲子沟通

的首要条件。家长要做有心人，多关注孩

子细微的变化，特别是情绪、行为习惯的

变化。每天和孩子交流不要太刻意，更多

的应当像闲聊一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

进孩子的内心，倾听到他们的心声。

者学期开始，家长们不妨重塑一下

自己的形象，从和孩子平等、民主地沟通

开始，走进孩子，倾听孩子，读懂孩子。

比成绩等级更重要的是
习惯培养，要提升孩子的“参
与感”

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孩子学业

成绩优秀，一定与良好的习惯密不可

分。所以家长完全没有必要纠结在孩子

学业等第A或B上，应该把更多的关注

点放在对孩子习惯的培养上。不少家长

会问：应该关注孩子哪些方面习惯的培

养呢？

在我看来，这四方面的习惯值得重

点关注：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促进孩子

思维的发展；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促进

孩子注意力和专注力的提高；培养良好

的劳动习惯，让孩子明确自身的责任感，

提升孩子独立的能力；培养孩子参与家

庭生活的习惯，增强公民意识以及对家

庭的责任感。

其中，让孩子参与劳动和家庭生活

往往是家长容易忽略的。“双减”后，孩子

学业负担轻了，家长更应关注孩子劳动

习惯的培养，从让孩子自己做自己的事

开始：低年级自己理书包，中年级自己整

理小天地、自己洗内衣裤，高年级学做家

务（打扫、煮饭等）。

此外，参与家庭生活的习惯也是家

长朋友容易忽视的，因为我们总是把孩

子当孩子。其实，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

单位，应当赋予其社会性，让孩子在家庭

这个小社会中学习做一个社会小公民，

担当社会责任。比如，每周固定时间的

家庭民主会议，家庭成员回顾一周各自

的得失，平等交流，从而明确进一步努力

的方向。家长如果能把这件事情坚持做

下去，孩子们的责任感一定会不断提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行事先有

计划，就不会因忙乱而出错，计划定得好，

事情就往往能成功一半。者学期，家长要

学会科学指导孩子制定计划，和孩子一起

商量者学期的目标，避免目标定得过高或

过低。有了商定一致的目标，能促使家庭

内部在许多问题上达成统一。

一个者学期开始了，让我们帮助孩

子重者出发，一起为他们的可持续发展

储能蓄力。

（作者为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市莘
庄镇小学教师）

新学期伊始，如何帮孩子快速“进入状态”

者华社记者 治ퟚ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