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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

“夜校热”是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漫画 严勇杰

“动辄上百万元的设备，学生到
毕业也没摸过几次。”南京工业职业
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王红军代表
说，“一台先进的数字化设备设施，
对学校来说是不小的开支，即便配
备了先进设备，也不敢轻易让学生
上手实操，因为设备被损坏的风险
很大。部分设备设施的训练虽然可
以借用虚拟仿真技术辅助，但并不
能替代所有。”（3月9日《工人日报》

在数字化时代，企业需要的数
字技能人才，要求越来越高，要兼具
车辆、机械、信息与通信、计算机、电
气、软件等多维专业背景。而制造业
的数字化岗位要求工匠不仅掌握编
程技能，还要深入理解机床的功能，
精通软件应用，并熟悉各种工艺加
工流程。多维专业、“数字”加持，这
意味着相比传统技能人才，数字技
能人才的培育要求更高。同时也意
味着对学生的实训实习要求更高，
而学生的技能提高离不开实操，连
先进设备都没有摸几次，技能如何
提高？

为何上百万的设备学生到毕业
没摸过几次？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缺
乏钱的底气，怕学生弄坏，学校能拿
多少个几百万，这么贵的设备太怕
被学生弄坏了；另一方面学校缺乏
人才的底气。如果设备坏了，学校老
师有能力指导学生，可以自己修理，
就不怕弄坏。正因为“底气不足”，不
但不让学生摸设备，而且学生在摸
的过程中也是给予诸多限制，试想，

学生胆颤心惊去摸先进设备，又如
何能提高技能水平？

培育人才不能吝啬，不能怕设
备被弄坏，学生想要提高技能，想要
适应时代，适应企业，就要多练习，
多摸先进设备，设备摸多了，自然熟
练了，到了企业就能够熟练操作。而
不怕先进设备被弄坏，既要保障资
金到位，又要人才到位。一方面是学

校自己培养，派老师去企业培训，提
高自身技能，自己会修理，就不怕学
生弄坏了，另一方面是调动企业的
积极性，让技术骨干抽出时间和精
力，深入到学校指导。如此，培养出
来的学生技能人才会越来越多，企
业也不愁招聘不到能够胜任岗位要
求的员工。

王军荣（教师）

近日，由宁波开放大学和江北
区人社局联合开展的宁波市民夜校
火热开启，涵盖技能拓展类、兴趣爱
好类、生活美学类等多个领域共67
门课程。“首批18门体验课名额不
到半天就被抢光，像古典舞、普拉
提、短视频制作等课程更是一课难
求。”宁波开放大学副校长郭玮表
示。 （今日本报A04版）

白天上班，晚上学习，“夜校热”
满足了年轻人多元化、差异化的学
习诉求。下班后没有“宅”在家中，没
有沉迷在短视频里，“夜校热”作为
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折射出市民
们不仅有学以致用的需求，也有丰
盈精神家园的需要。

不论是养老护理，还是花卉手
作，抑或短视频制作，技能既不是与
生俱来的也不会从天而降，需要后
天的学习。通过沉浸式体验激发学
习技能的热情，让更多市民“人人学
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建设技能
型社会，夜校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在一个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

里，部分人习惯用有没有好处来作
为价值衡量的标准；在他们看来，不
能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难以将技
能迅速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资本的

“夜校热”，“没有用 ”“浪费时间”。
应该承认，夜校不少课程确实难以
让市民“钱袋子”更鼓，却可以让市
民的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更加丰
富多彩。

正如市民夜校提出的口号“学
习是有品质的休闲”，夜校为市民提
供了一个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平
台，丰富了市民的夜生活。与其将时
间浪费在庸俗乏味的休闲里，与其
躺在舒适圈里，还不如通过夜校学
习来塑造更好的自己。

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追求，美好生活既要“美”也要

“好”；“美”是审美要求，“好”是质量
要求。如果说物质生活的渐次丰盈
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让人们的生
活质量越来越“好”，“美”则呼唤人
们的审美标准也要不断提升、精神
家园也要不断丰盈。“夜校热”能够
提升生活审美和文化格调，为公众

井喷的精神文化诉求找到了一个出
口，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与希冀。

丰盈精神家园没有时间限制，
“夜校热”为市民们提供了更有品质
的精神滋养。在知识迭代更新不断
加速的当下，只有不断“充电”方能
获得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过硬本领。
一方面，夜校要切实做到便民利民，
让市民能够在30分钟乃至15分钟
技能培训服务圈里接受学习，降低
学习成本，提升学习意愿；另一方
面，要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市民提供
多元化、个性化课程，让市民真正享
受学习的乐趣，切实从中受益。

“夜校热”犹如一面镜子，观照
出年轻人旺盛的文化需求、呼唤更
多优质的文化供给。夜校不仅为年
轻人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文化消费
选择，也为他们在繁重的工作之余
提供了精神“桃花源”和文化“栖息
地”。年轻人渴望丰富精神世界，城
市需要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城市与
青年的双向奔赴，让供需对接的“夜
校热”如火如荼。 杨朝清

科技与教育
需要这样的融合

3月8日，宁波东海实验学校
创新性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出
了全新的数字人“小蓝”，由其负责
播报学校各类新闻事件，此举大大
吸引了家长和师生的关注。

（3月9日甬派）

随着人工智能的迭代更新，尤
其是年初Sora的横空出世，各行各
业都正在或将要遭遇人工智能的
挑战，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对基础
教育而言，其最大挑战来自教育资
源的数字化和个性化、教育过程的
智能化和互动化、教育评估的科技
化和全面化等，在不远的将来，智
能技术的应用将覆盖教、学、研、
管、评各环节，这意味着人工智能
技术与教育教学各环节全面深度
融合的新时代马上就要到来。

可令人着急的是，眼下多数师
生、家长和教育行政部门对此还没
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还在按
照原来的思路按部就班地教与学，
教师还在要求学生背标准答案，学
生还在为应付家庭作业煞费脑筋。

笔者确信，靠死记硬背考取大
学的学生是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高科技人才，同理，还在固守传
统的教学方式、强令学生背标准答
案的教师也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
总之，所有教育人、受教育者包括
家长，都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的挑
战，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
准备。

作为“宁波市智慧学校”，宁波
东海实验学校此次率先推出数字
人“小蓝”，由“她”来播报3月8日
这天的校园新闻，直观地让全校师
生和家长领略了科技的魅力，颠覆
了通常对主持人的认知，令人耳目
一新，赞不绝口。

这是一次科技与教育融合的
试水，也是学校一次探索如何将信
息化引入教育领域，提升教学和管
理效率的重要成果展示，其意义不
可小觑。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小蓝”
目前还是一个基础的通用模型，还
不具备介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的能
力，“小蓝”的出现只标志着科技与
教育融合的序章已经在该校开启，
接下来，希望学校能注重“小蓝”的
后期应用，如参与课堂讲解、学生
互动、学业评价等各个教学环节，
有更全面深入的谋划布局，实现科
技与教育深度融合，为各地中小学
提供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办学的经
验和启示。

王学进

培育人才，
别将先进设备
当摆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