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教育优势
从互联网出现后就受到挑战

一个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未来的

人工智能会让我们在现有教育制度下培

养学生的优势荡然无存。这是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的观点。对

此，张晓军表示认同。在今天，很多的知

识可以上网查到；在未来，可能有更多的

知识，机器会帮你查到。按照两位学者

的判断，知识累积的优势日渐式微。

互联网的出现，导致了知识大爆

炸，自此，中国教育就遭遇了挑战。以

前是专家创造知识，对于学习者而言，

知识学得越多，占的优势就越大，然而，

互联网出现后，创造知识的主体变成了

用户，“比别人多学一点”已经不再是优

势，“在海量知识面前，个人拥有的知识

仅仅是一滴水。”

而人工智能的爆火，更是助推了我

们以前构筑的知识学习体系的瓦解。

“机器人可以更大程度比你学得

好。”教育正面临一个根本变革的时

代。如果说，过去40年的教育改革，只

是对知识导向型教育体系的修修补补，

那当下面临的则是全世界范围内底层

逻辑的改变。

未来的教育方向
引导学生成为自主学习者

过去十年内，已经有大量关于“人

工智能如何影响社会”的讨论，也有几

次像AlphaGo战胜人类棋手、机器人取

代很多工作、元宇宙横空出世等热点事

件。这次ChatGPT的爆火，只是这一系

列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影响人类生

存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节点。

“冲击，早就到了。”人工智能社会，

人们的学习途径和教师的岗位设置肯

定会有变化——不再由专家来主导知

识，而由用户创造共享性的学习。这是

一种以兴趣为导向的、泛化的学习，所

有人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在共享型社会，教师的角色转变早

就开始了，尤其是大学教师。“十年前，学

生要到教室上课，现在，如果老师只是知

识的传授者，那么人工智能会做得更

好。你想了解一个问题，只要问ChatGPT

就可以了。它不逼迫学生，学生也可以

不用来教室。大学教师要想站到大学讲

台上，就必须转型。”在张晓军看来，未来

的教育方向，是引导学生成为一个自主

学习者，引导学生形成兴趣，通过个性化

的支持，影响学生的职业发展。

没有一个大学校长
能够回避ChatGPT的冲击

作为大学校长，应该如何规范人工

智能在学校的使用？在张晓军看来，目

前，部分学校对ChatGPT的禁止只是短

期的。从长期来看，没有一个大学校长

能够回避ChatGPT。“如果大学的考评机

制仍然是考试和写不痛不痒的论文，老

是布置一般性的问题，何不叫更擅长的

ChatGPT来写？”张晓军反问。

那么，哪些论文是ChatGPT写不了

的、是老师应该布置的？“人工智能难以

创作本地化的、面向问题解决的知识。

学生应该写的论文，是ChatGPT回答不

出来的、场景化、具体化、融入当地化的

东西。比如，对西交利物浦大学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的调查、苏州当地某个学生

关注的个性化问题等，这些学生未来生

活和事业中将面临的问题，人工智能可

以提供一些一般性的分析维度，但是需

要学生自己去整合和提出观点及解决

方案。如果学生实践的项目都是本地

化、独特的，ChatGPT就没有办法取代。”

一门课一定要考试吗？一定要提

交什么东西吗？未来，人工智能发展成

熟的阶段，还需不需要用考试来衡量、

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

现在的考试，运用的是“后考核”的

方式，即学完了再考试。在大数据时

代，这种方式将面临挑战。“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可以通

过人工智能建立模型，追踪学习过程，

看他是不是一个学习自主的人。”张晓

军担任过全国首个大学教学创新大赛

评委。他亲历过一位教授人工智能的

老师，取消考试，用建模的方式追踪学

生学习过程的案例。“在相对灵活的高

等教育阶段，过程性考核并不难，缺的

是模型。人工智能能颠覆很多。”他说。

数百年的教育体系
如今正面临挑战与重塑

教育，为人的终身幸福奠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重新思

考教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的报告《教育2030：未来的教育和能力》

一致提出教育在智

能社会中的新逻

辑：能力和素养导

向的、贯穿一生的

学习，融入社会和

生活的、虚拟和现

实融合的教育等。

过去三百年建

立起来的教育大

厦，在当前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的冲击下，面临

重重挑战。用今天所学的知识来解决明

天的问题，这样的观念，在人工智能时代

即将老去。

“未来，教育的基本逻辑不是帮助一

个人在前几十年积累足够的知识，以供其

后几十年的生活和工作，而是成就一个人

从出生到离开人世的全生命周期的学习；

教育不是打造一个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培

养拥有在专家看来极具美感的知识体系

的人，而是引导和帮助人在这个复杂和多

变的真实世界中获得拥有幸福和快乐生

活的能力。”张晓军撰文指出。

可能，未来教育年限不会像现在这

么长；可能，创新会真正在教育中诞生；

可能，培养在多变世界中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激发学习者的自主性，将成为

教育不能忽视的命题；可能，支持学生

发展比传授知识更加重要……这一切

取决于，教育界对当下的教育体系底层

逻辑的思考与重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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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或打破高等教育的围墙
教育正面临一个根本变革的时代

互联网诞生前，专家创造知
识；互联网出现后，用户创造

知识。人工智能出现后，谁是知识的主
宰？ChatGPT 代表的人工智能可能已
经开始打破高等教育的围墙。当下，它
的突破口可能主要在论文和知识的检
索，那么未来呢？

从未来回望教育，从教育的终极目
标看当下的教育，如果教育继续以知识
传授为导向、以超前学习为捷径，那么
我们能够应对人工智能崛起的将来
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对话位
于江苏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未来教
育学院执行院长张晓军。“中国的教育
优势从互联网开始就受到挑战，禁止
ChatGPT 对大多数学校、多数专业而
言，可能并非一劳永逸。”他说。

老年大熊猫应该如何照顾？大熊猫专家：生活环境要舒适

旅美大熊猫“丫丫”的健康状况令人牵挂。
据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最近，旅美大熊猫“丫丫”的
情况牵动人心。其身体状况

评估完毕，即将归国。应该通过什么方
式照顾老年大熊猫呢？2月23日，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四川农业
大学教学动物医院院长、多项大熊猫研
究项目负责人彭广能。

大熊猫18岁后进入老年期

丫丫，雌性，谱系号507，2000年 8

月3日出生在北京动物园。

“它的年龄已经超过了18岁，熊猫

18岁以后进入老年期，圈养大熊猫生命

周期比野外大熊猫要长一点，活到25岁

的熊猫算高龄。”彭广能的团队曾经给来

自宝兴野外救护回来的大熊猫“戴丽”做

过截肢手术，恢复后的戴丽目前生活在

都江堰大熊猫基地，现在已经超过25岁

了，“它曾经还能爬到树上休息”。

改变生存环境以改变刻板行为

大熊猫进入老龄阶段在饮食上应

该注意什么？彭广能说，老龄段的大熊

猫，生命器官处于下降阶段，要加强营

养，要给它选用比较嫩的竹子、竹叶，生

活的环境要更加舒适。

彭广能表示，“各种动物在各个年

龄段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刻板行为。所

谓刻板行为，就是反复、随意地重复一

种非生理性动作的行为。成都、卧龙熊

猫基地都在研究如何减少、消除熊猫的

这种刻板行为。”他表示，如果大熊猫出

现了刻板行为，可以改变它的生存环

境，增加熊猫的活动范围，给它提供一

些玩具，或搭建一些供熊猫攀爬、玩耍

的设施。如果熊猫掉毛，可能因为皮肤

病、真菌、营养、寄生虫、细菌等多方面

原因，需要兽医对症下药。

彭广能说，“老龄大熊猫如果要长

途运输，事前要做好体检和健康状况评

估，防止应激反应。这个相关基地都有

要求。要给熊猫准备比较大的笼子，搬

运过程减少噪音和避免剧烈震动，饲料

饮水要充足，同时准备一些急救药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ChatGPT爆火，教育面临变革。据CFP

ChatGPT由人工智能实验室OpenAI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