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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AI）在教育领域的广泛

运用，作业批改、简单答疑乃至制定个性化

学习辅导方案如今均能通过机器实现。不

少人由此发问：AI时代，教师是否到了要退

出历史舞台的时刻？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是将教育的未

来交给AI，还是努力融入这一场深刻的变

革，跟AI协同演化？这是一个重要性不

亚于‘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昨天由上

海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外大学校长学术交

流会上，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袁雯的发言发

人深省。

与会中外教育专家一致认为：AI将会

辅助教师，而不是替代教师。与此同时，教

师的准入门槛，社会对教师素养的要求将

进一步提高。改革教师教育，培养一批具

有“AI胜任力”的人才迫在眉睫。

“2.0 时代”的教师如何应
对未来

AI时代，科技发展风起云涌，但令不

少校长感慨的是，高校培养的大量毕业生

滞后于实际需求，驾驭AI的思维和能力尚

不足。

“为何一些科技公司的大咖、创业者未

及大学毕业就离开校园？”会上，华东师范大

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举出一组

实例：特斯拉创始人埃隆 ·马斯克、OpenAI

创始人山姆 ·奥特曼、大疆创始人汪滔都曾

从大学退学，如今均为业界翘楚。

“这不得不让人反思，高校教育是否给

具有拔尖创新潜质的学生提供了自由而充

分的发展空间。”钱旭红进一步提问，“在人

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高校培养的人才

能满足社会需要吗？”

在他看来，目前产业界已经进入4.0阶

段，但如今，相当部分大学还在培养2.0阶

段的人才。如果大学教育出的是2.0时代

的老师，他们如何应对未来？要想培养出

AI无法替代的人才，必须改变教育模式。

在华东师范大学，一场以“超限”为关

键词的教育教学改革已然开始。当前，全

校正在推行“数智跃升”计划，让学生学会

驾驭AI工具，锻炼批判性思维能力。

如何引领  时代教育教学
新样态

“培养具有‘AI胜任力’的教师，是当前教师教育改革最紧

迫的任务，其中的关键是培养方案的改革。”袁雯谈到，过去教师

教育的课程往往被诟病为内容陈旧、学时太长、欠缺实用价值。

同时，过去一些师范专业的培养方案制定一直没有很好地回答

一个问题：师范生和非师范生要学的课程到底有什么不同？

“通常的答案是‘共同的通识课程与学科课程+教师教育课

程+教育实践’。但这样的后果是，师范生可能修了更多的课，

却没有收获更好的通识素养和学科基础，教师教育课程与实践

课程也效果不佳。”袁雯说，“AI时代的到来，让我们有可能对师

范生的课程进行全面的更新，让师范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引领

AI时代的教育教学新样态。”

据悉，上海师范大学建立了《人工智能与教育》师范生通识

课程，不仅面向师范生开放，还面对不熟悉学科教学论的教师进

行教学。这种“师生同训”的方式旨在促进学科教学论的教师能

将自己的学科教学知识和AI进行主动融合。

如何为教师提供更多终身学习机会

不少大学校长还谈到，未来教师应当愈发自觉地关注自身

的专业化建设，关注“知识传递”之外的“知识生产”能力以及“讲

授”之外的“探究”能力，成为终身学习者。

“科技的发展既可以是教育进步的助推器，也能成为教育差

距的放大器。毫无疑问，AI时代对教师素养的要求更高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顾问安德烈亚斯 ·施莱歇尔特别强

调，吸引更多优秀的人从教，提高薪资待遇只是手段之一，提升

教师的职业成就感、认同感至关重要。“要让教师能够对职业发

展有信心，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为教师提供有效且持续的专业发

展项目，为教师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

在袁雯看来，AI时代，教师成为终身学习者已成为前所未

有的重要课题。“终身学习是一名合格教师的基本要求。”香港教

育大学副校长方永豪也有同感。在他看来，未来教师不仅是机

器教学的监督者和纠错者，也是学生心理问题的诊断者、师生情

感的传递者、人机协同教学模式的协调者等。为此，教师必须保

持学习，不断增长使用科技的智慧。香港教育大学从2016年起

开设计算思维与编程教育，为数百名教师提供编码教育所需的

必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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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金娇

本报讯（记者许琦敏）昨天，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在线
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免疫与感染研究所丹尼尔 ·法鲁什研究

组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论文，首次报道了存在于土著人群和食肉

动物中的古老幽门螺杆菌生态种。该生态种与土著群体相关，

并在西伯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智利的人群中被发现。

研究团队利用来自全球近7000个幽门螺杆菌基因组的数

据集，来研究该细菌的传播情况。这项研究将幽门螺杆菌的生

态种定义为两类，一类是普遍流行的“Ubiquitous”，另一类是

“Hardy”。

尽管这些生态种的基因组在大多数情况下源自相似的共同

祖先，但在“Hardy”型的基因组中，约有100个基因组区域内展

现出了不同生态种独立的基因库演化模式，体现出独特的进化

历程。研究团队提出，“Hardy”专门适应于生活在肉食人群的胃

中，因此今天我们胃中细菌的遗传变异可能揭示了祖先饮食习

惯。在“Hardy”生态种中，大多数菌株编码了额外的依赖铁的尿

素酶，这一点与来源于食肉动物宿主的幽门螺杆菌一致。

胃中细菌演变透露祖先饮食习惯

既能上天，又能下海，还能抗风浪，这

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接力完成的全球首个

“海空一体”跨域航行器平台——“哪吒”。

这个项目从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5406

所学校的514万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在前

天举行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4）

总决赛中获得冠军。

“听说我们获奖，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

都很高兴，可以说他们和我们一起成就了

‘哪吒’，‘哪吒’也成就了我们所有人。”上

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博士生金羽飞昨天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此次参赛的“哪吒”已有“8岁”，先后

经历4次迭代，是当前国内外公开发布的

同类成果中下潜深度最大、负载能力最

强、水下运动范围最广的一款海空跨域航

行器，由上海交大30名博士、硕士以及3

名博士后接力完成。如今，这个系列还产

出了“哪吒-海箭”等多个旗下跨域航行器

平台。

一次偶然交谈中诞生的奇
思妙想

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中突然浮出一个头

盔大小的黄色航行器，随后伸展出四旋翼，

一飞冲天，盘旋片刻后又稳稳地落在海面，

收起旋翼，悄无声息地一头扎入海中，开始

水下潜行……这种新概念的海空两栖无人

航行器是“哪吒”4型。而在不远处，一架

三角翼的飞行器突然从平静的海面上冲

出，在天空盘旋几圈，又迅速扎入水底，这

是“哪吒-海箭”系列。这些飞行器都可以

收集海底信息，也可以在天空巡航，观测海

洋和风云气象的变化。

有趣的是，上述一系列飞行器的诞生，

竟是源自一次偶然的交流。

“哪吒”团队指导老师、上海交大海洋

学院教授曾铮介绍，有一次和研究大气的

学者一起交流，团队得知，目前台风和飓风

研究领域非常缺少水上500米、水下50米

的气象和水文数据，而国际上尚无专门收

集这类数据的设备。于是，曾铮开始和学

生一起研究，是否可以研制一种在海洋和

天空自由穿行的航行器。

显然，这样的设想要落地并不容易。

比如，飞行器的特点需要“轻”，海洋中的潜

水器则需要“稳”。如何让飞、潜的需求在

一个平台上和谐共存？如何确保航行器在

水空两种介质中都能高效稳定地航行？

面对这些技术难题，研发团队从2016

年就开始探索。2017年，这个主要由研究

生组成的团队就研发出了“哪吒”1型，当

时就实现了水上500米，水下50米的探索

能力。其后，一批又一批研究生接力参加

这个项目。在2018年和2019年，他们又分

别研制出“哪吒”2型、3型，到2022年研制

出“哪吒”4型，以及“哪吒-海箭”等一系列

子型号。

金羽飞介绍，这些飞行器不仅能在空

中飞行自主定位，还可以在指定海域或者

水面降落，并进入水下潜航，完成水下的观

测任务后钻出水面，自主飞行返航。巧妙

的是，“哪吒”的固定翼不仅是空中的飞行

翼，入水以后则成为滑翔翼，而旋翼则可实

现航行器在水、空跨界过程中的稳定起降。

给年轻人越多探索自由，惊
喜也越多

“给年轻人越多探索的自由，年轻人就

会产出越多丰硕的创新成果。”在接受记者

采访谈及研发感想时，曾铮这样说。

“哪吒”团队除了指导老师曾铮和连涟

教授外，几乎都是博士生、硕士生。这些年

轻人思维活跃，总有着最新、最巧妙的想

法。曾铮说：“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只要根

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放手让他们做、鼓励

他们思考、宽容他们的失误，他们总是会带来

很多惊喜。”

“当时的博士生卢迪、熊程珂在开始实验

后，几乎每天都在‘炸机’。”曾铮回忆，因为没

有跨域航行器的先例可循，很多参数都需要

自己不断摸索、调整，实验中的航行器一试飞

就爆炸，或者潜入水中再也回不来是常事，

“已经不记得炸了多少次机了”。

每次“炸机”后，曾铮都会陪着学生一起

再从头开始，就这样，从湖泊到静海，再从静

海到风高浪急的外海，“哪吒”终于具备了上

天入海的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摸索中，团队成功研发了

承压耐蚀高速电机、小型轻量化浮力调节系

统、海空跨介质航行的非线性稳定控制器等

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最重要的是，团队首

创“冲浪算法”，为海空跨域业界难题提供了

独具匠心的“解法”。

这一算法巧妙地解决了在真实海洋环境

中风浪流干扰下航行器稳定跨域出水的难

题，其灵感来源于冲浪者不断调整桨板朝向、

等待浪涌瞬间的一跃而起。经过三年攻关

后，该团队成功将这一想法转化为实际算法。

“哪吒”项目也得到学校重点前瞻布局基

金的支持。“被纳入这个基金支持的项目基本

上都是来自年轻人‘异想天开’的科研课题。”

上海交大科研院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哪

吒’是将水下滑翔机的设计理念与无人机的

设计思想进行有机融合，集垂直起降、悬停、

水平飞行、水下滑翔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在提

出的时候国际上还没有同类产品，学校的基

金投资可说是‘种子基金’。”

如今，参加研制的第一批博士生已经毕

业，完成整体设计的卢迪去了广西科学院继

续从事科研，从事航行路径研究的熊程珂去

了华为从事无人车的智能路径设计。“几乎所

有的团队成员毕业后都去了国家重点行业。”

曾铮告诉记者。

当前，最新的“哪吒”4型成功完成全球

首例真实海洋环境下海空跨域航行全流程试

验。“哪吒”平台已经在多个场景中应用，就在

不久前，还有科研机构上门，希望能将“哪吒”

用于抹香鲸的跟踪研究。未来，“哪吒”还将

继续在更多领域展现其独特的优势。

上海交大学生团队接力完成全球首个“海空一体”跨域航行器平台，
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总决赛冠军

摘得全球冠军的“哪吒”是何方神器
■本报记者 姜澎

上海交通大学团队

“哪吒——全球首个‘海

空一体’跨域航行器平

台”在大赛成果展现场。

此次参赛的“哪吒”已有

“8岁”，先后经历4次迭

代，是当前国内外公开

发布的同类成果中下潜

深度最大、负载能力最

强、水下运动范围最广

的海空跨域航行器。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讯 （记者张
晓鸣）FISE极限运动世
界巡回赛 ·上海站昨天

在徐汇西岸开赛，这是

世界最大规模综合性

极限运动赛事首次进

入上海。本次FISE上

海站共举办6项国际顶

级赛事：自由式小轮车

公园赛、自由式小轮车

平地花式赛、滑板街式

赛、霹雳舞、极限轮滑

公园赛和极限滑板车

街式赛。

赛事吸引了近560

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

不乏明星选手。同时，

FISE的核心依然聚焦

于青少组和业余组，这

两个组别的参赛人数

逐年递增。在自由式

小轮车公园赛项目中，

刘浩冉、王雅萱等国少

队成员一同亮相。此

外，新生代滑手詹何、

张显达、林弘豪等也逐

渐崭露头角。

西岸 FISE嘉年华

同步开启，为消费者带

来潮流、二次元、亲子

互动、露营、美食、音乐

6个主题的多元活动，

打造“体育+生活”消费

新 IP。在平地花式舞

台旁，B站“一键起飞运

动会”专区热力开场，

滑翔伞、小轮车、轮滑

以及乒乓球等多项运

动一一登场。在人潮涌动的潮博会区域，

近200家潮流品牌云集，IP装置秀、AR（增

强现实）竞技运动、卡牌对战等多元体验悉

数亮相。开幕首日，观众不仅近距离观赏

了运动员的赛前训练，还参与了丰富的互

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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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哥，这题是不是用你讲过的方法就

能快速得出答案？”“华哥，最近总感觉学习

提不上劲。”在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孩

子们总喜欢亲切地叫陈少华一声“华哥”。

无论生活上还是学习上遇到困难，孩子们

都会想到和陈老师讲讲困惑。

今年，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中考化

学科目创下建校以来的最好成绩。毕业

时，初三学生将哈达献给他。“感谢老师教

我们这么多。化学这科我们都考得非常

好。我们会永远记住您！”

陪高原学子一起拼搏

今年是陈少华来到日喀则市对口援藏

的第三年。在初三化学测验命题时，他特

意强化实验题的考察。对此，他有着自己

的思考。以往，这里的学生不重视实验题，

缺少灵活应用学科思维的锻炼。而西藏自

治区中考改革已有3年，中考化学的要求

也在逐步与内地标准看齐。因此，鼓励学

生开展“思维体操”很有必要。

来到高原，陈少华并未降低对学生的

要求。他倾注了大量时间，和学生约定，

每天午自修老师一定是在的，随时可以答

疑沟通。晚上，他陪学生晚自修，为学生

补短板、开小灶。陈少华说：“要取得好成

绩，把握自己的命运，就要选择拼搏。这

个道理，不论在上海还是在日喀则都是一

样的。”

不久前的中考化学考试从下午持续到

傍晚6点，陈少华一直等候在考场外。考试

结束后，学生们笑着朝他奔来：“老师，你帮

我们练的题目，这次真有考到。”看着兴奋

的学生，这一刻，他作为老师的感觉是很好

的。放榜后，大家的成绩果然都达到了优秀

水平。化学成绩的提升，帮助很多孩子如愿

考上内地高中班以及拉萨中学等名校。

做学生的知心好老师

孩子们和陈少华很亲，是有原因的。

陈少华的课堂趣味性很强，除了课本上的化

学实验，他还经常带孩子们做兴趣实验。比

如，日喀则当地的特产氆氇是用羊毛制成的，

陈少华就教孩子们鉴别正宗氆氇和检验蛋白

质材料的实验方法。在“水的净化”实验中，

他让学生用TDS水质检测笔探查水中的固体

溶解度，并让身在上海的家人拍摄家里的水

质数据做比较。

教学上，陈少华张弛有度。初三学生已

经完成中考体育测试，学校安排体育课的时

间用于补课。他看学生们坐得久了，就放孩

子们到操场上去活动一下身体，让大脑放松

一下。

有时，学生成绩有起伏波动，陈少华

并不加以责备，而是坐下来和学生聊一

聊。打开心结、理顺思路，就有了再出发

的动力。陈少华说：“这边的孩子可能习惯

了犯错写检讨。我不看重检讨书，而是从问

题出发，帮助学生分析考试中的失分点和薄

弱环节，有啥说啥。时间长了，学生见了我

也不害怕。他们还经常要求我多做几个好玩

的实验。”

激发兴趣让学生爱上化学实验

人物小传

陈少华，中共党员，高级教师，松江区仓
桥学校政教主任，援藏任日喀则市上海实验
学校专任教师。

■本报记者 沈竹士

左图：陈少华（中间戴墨镜者）和孩子们

在校园内合影。 （受访者供图）

（上接第一版）“李清照是一个大写的

人。‘似玉非玉胜似玉’是她的精神品格，

‘雨过天青云破处’是她的内在形象。”

《李清照》编剧喻荣军表示，“舞剧既以当

代视角去展现极盛的宋代美学，也以民

族舞剧的形式来讲述女词人波澜起伏的

一生。”

创新艺术表达，传统文化焕发活

力。昨晚，记者到现场探班正在合成彩

排中的《李清照》，已觉十分惊艳。舞台

设计汲取宋代美学的精髓，汝瓷的华润

质感、宋锦的精致清雅、宋曲的平和淡

泊，呈现出典雅的“诗意哲学”。舞美还

融合江南文化的诗性美感和民俗风情，

展现独特气质和深邃内涵。“我们希望

这部作品能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特

别是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

今天，李清照的故事和精神能够激励人

们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坚韧和勇气，如同

她那样以才华和智慧影响世界。”上海歌

舞团团长、舞剧《李清照》制作人王延说。

饱览名团风采，感知全球演艺脉

搏。在本届艺术节期间，芭蕾殿堂“双

星”——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和马林

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分别以近300人的豪

华阵容呈现《斯巴达克斯》《舞姬》的经典

魅力；维也纳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

慕尼黑爱乐乐团等顶级天团将齐聚上

海；“柴赛冠军”亚历山大 · 康托洛夫和

“肖赛冠军”拉法尔 ·布雷查兹将达成首

次中国行……随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资源配置能力持续增强，高质量演出内

容“铺满”金秋。据悉，艺术节国际演艺

大会吸引欧洲艺术节联盟等500家专业

机构、2000名业界嘉宾共聚上海；艺术

节还将与国际演艺协会签署5年战略合

作协议，召开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

年会，打造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

交流平台。

放大引擎功能，打造文旅体验“流量

口”。以上海为原点，艺术节建立面向全

国的文化服务坐标系，通过江苏无锡、浙

江南浔、安徽黄山分会场，带动兄弟省市

文旅融合发展。上海国际数字音乐周、

上海国际魔术周、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

等专业展演板块更好地满足不同观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本届艺术节还首次

推出“遇见敦煌”“英伦经典”等主题演

展联票，串联起文博场馆、城市文化新

空间线路，创新供给端、重构新场景、升

级体验感。

第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今开幕 全球艺术时针拨到“中国上海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