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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教育要面向未来

1. 未来是什么？

⚫ 人工智能（AI）的发展：随着微电子学及互联网的跨越式发展，运算、存储

能力大幅度提升助力AI发展，大数据技术的突破及广泛应用驱动了 AI实质

性进步。

⚫ 联合国教科文“未来的教育”委员会：《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

的教育社会契约》（2021）：教育可以视为一种社会契约——共享愿景。 

1983年，邓小平：教育要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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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学校将是教师与人工智能教师协同共存的时代

◼人工智能教师可能承担的12个角色：（余胜泉，2017）

➢可自动出题和批阅作业的助教

➢学习障碍诊断与反馈的分析师

➢问题解决能力测评的素质提升教练

➢学生心理素质测评与改进的辅导员

➢体质健康监测与提升的保健医生

➢反馈综合素质评价报告的班主任

➢个性化智能教学的指导顾问

➢学生个性化问题解决的智能导师

➢学生成长发展的生涯规划师

➢精准教研中互助同伴

➢个性化学习内容生成与汇聚的智能代理

➢数据驱动的教育决策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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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向未来的教育如何选择 ？

什么样的未来？正在到来的智能时代（AI）

学校面向未来培养学生的两个向度：适应性的面向与引领性的面向

从适应性培养到引领性培养：确定性的未来和不确定性的未来

教育：为未来培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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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向未来的教育如何选择 ？

两个向度

学校培养的人才适应当下或

未来，不论是适应当下还是适

应未来，都具有确定性。当下

的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而未

来是一个预设“存在的社会”，

这个预设非常确定，也即是一

个确定性的未来。学校就是为

这样一个预设的确定性的未来

培养人才。

适
应
性
培
养

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充

满无限的可能性。学校培养的

人所适应的未来，实际上是一

个并不存在的社会、未知的世

界，或者说是一个不确定的和

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我们需

要培养出新人主动去面对这种

不确定性的未来，最终创造美

好未来，这种“创造美好未来”

具有引领性品格 。

引
领
性
培
养



导言  教育要面向未来

◼ 教育第一次在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替未知

的世界培养未知的儿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

◼ 未来不是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

通向它的道路不是人找到的，而是人走出来的，走出这

条道路的过程既改变着走出路的人又改变着目的地本身。

（[澳] 埃利雅德，1989）

学校培养新人去主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去从容应对未来的不可预见性，

最终去奋力创造美好未来。彰显新人的引领性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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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已来吗？未来未来！

◼没有人有能力预测未来，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它！

——【美】德鲁克

——【美】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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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学生的什么最重要？

◼ 关于培养人的观点：

• 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知识，而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戴维·华莱士

• 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思维能力的培养和看问题视角的养成。——顾明远

结论

培养学生的思维最重要！

追问

培养什么样的思维最重要？



一、培养学生的什么最重要？

➢ 习近平（2023.05.29）：基础教育既要夯实

学生的知识基础，也要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

索未知的兴趣，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

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

2030行动框架》也曾提出过类似的教育目标，

即“将确保所有人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发展

创造性及批判性思维和协作能力，培养好奇心、

勇气及毅力。”

◆ 扎实的知识基础为什么依然重要：思维发展的基础。

◆ 兼顾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发展求异思维，实现立与破的

统一。



一、培养学生的什么最重要？

在AI时代，教育变革的核心问题是“提供选择与学会选择”，

“从被动接受到创新性学习“。

◼ 批判与创新的品格特征：责任、自信和追

求卓越；思维特征是审慎地怀疑、一切皆

可联系、一切皆有反面、一切皆可改变、

一切重在实践。（袁振国，2017）



一、培养学生的什么最重要？

◼ 《PISA全球素养框架》的研制者、OECD教育和技能司司长、

“PISA之父”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2017年11月24日曾做客华

东师大，做了《数据告诉我们，学校可以办得更好》的主题演讲。

他认为三种素养非常重要：

• 一是创造新价值即创新；

• 二是能够处理紧张局势的能力即选择能力；

• 三是富有责任感，意味着道德和智力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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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什么样的教育？

◆ 未来教育的逻辑起点：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联合

国教科文，2015）的思想基础：人文主义教育观。

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采取开放

的灵活的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

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二、发展什么样的教育？

◆ 教育的未来转型：

◆ 适应与创新的一致性：

• 创新即适应，不仅适应当下，更适应未来；不仅适应确定性的

未来，更适应不确定性的未来，进而创造美好未来！

适应型教育
（确定性的当下）

创新型教育
（不确定性的未来）

超前型教育
（确定性的未来）



二、发展什么样的教育？

◆ 教育信息化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变迁：

• 教育信息化已从外在的力量成为内生的动力：技术从外在的

加持教育，到数字内在的赋能教育。

• 数字技术应旨在支持学校而非取代学校！（联合国教科文，

2021）

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

教育信息化即是教育现代化

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二、发展什么样的教育？

《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中国回应：创建面向2030教育的新形态

面向2030的教育，让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应是更加平等的教育。

面向2030的教育，更加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性，应是

更加适合的教育。

面向2030的教育，更加关注学生的心灵和幸福，应是更加

人本的教育。

面向2030的教育，强调学习能力的养成和终身教育，是更

加可持续的教育。 



二、发展什么样的教育？

◆ 未来教育不应是标准化的，而应该是订制化的。

• 我们需要的教育不是提倡集体思维和“去个性化”的教育，而是培养

真正具有深度和活力的各种人才的教育。未来的教育必须是能实现天

赋的。（肯·罗宾逊，“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2018）

实现天赋是最大的人文关怀！

教育的扬长避短与扬长补短。



二、发展什么样的教育？

 AI时代如何跑赢人工智能？未来教育的角色在哪里？  

 面对AI时代对教育造成的冲击，我们的教育究竟应该培养

什么样的人才不会被智能取代？

⚫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区别人类的智慧与机器的智能。

• 硅谷人工智能研究所创始人皮埃罗 ● 斯加鲁菲：“未来一段时间机器人不可能与

人类拥有同样的智慧，达到这个目标说不定需要1000年”“ 人们混淆了人类的

智慧与机器的智能”。来自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的思考。如何从智能

教育走向智慧教育？

•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进

一步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

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习近平，2023.5.29）



二、发展什么样的教育？

我们重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工智能使用方面的人文主义取向，以期保护人权并

确保所有人具备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进行有效人机合作以及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相

应价值观和技能。”（《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2019）

⚫ 在哪些方面我们人类智慧可以超越机器智能呢？对于教育而言，

人类智慧至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超越机器智能：

1.综合思维能力与

融会贯通能力

加强学生综合思维能力和融会贯通能力的培养，这就要

求我们加强通识教育;

2. 创造性思维 加强创造力教育，如：创新创业教育，即“双创教育”;

3. 人文因素 强调人工智能的教育运用的人文主义取向。



二、发展什么样的教育？

➢ 综合思维、创造思维、人文思维助力人类超越人工智能 !

➢ 融汇知识体系，贯通思维方法，追求人文价值亟 

需加强通识教育、创造力教育、人文教育！

➢ 培养人的综合思维、创造思维、人文思维是

智慧教育超越智能教育的关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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