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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作业”需要顶层引导和学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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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技术，作为急救知
识中的核心技能，对于保障生命
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校
园内，学生们正值青春年华，身心
健康发展尤为关键。掌握这一技
能，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锻炼，更
是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通过
参与CPR实操竞赛，学生们能够
在模拟的真实场景中学习和实践
急救技能，提升自救互救能力，为
未来的生活筑牢安全防线。

传统的体育教育注重体能和
竞技技能的培养，而现代教育
则更加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郑州这所高校将心肺复苏技术

引入运动会，正是对健康教育
与生命教育的高度重视和积极
探索。这种创新不仅为学生们
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实践急救技
能的平台，更让他们在亲身体
验中深刻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
珍贵，从而激发他们对生命的敬
畏与关爱。

然而，任何创新实践都伴随
着挑战。如何确保比赛的公正性
和安全性，是学校和相关部门需
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学校应制定
详尽的比赛规程和安全措施，确
保学生在学习和实践 CPR 技术
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保障。同时，

学校还应加强对教官的培训和管
理，确保他们具备足够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来指导学生进行比赛和
实践。

郑州这所高校将心肺复苏技
术引入运动会的做法具有深远的
意义。它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一
个学习和实践急救技能的宝贵机
会，更体现了学校对健康教育与
生命教育的重视与引领。希望未
来能有更多的学校加入到这一行
列，共同推动健康教育与生命教
育的发展，为培养更多具备社会
责任感和生命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贡献力量。 关育兵

5月 3日，正值“五一”假期，
记者在随机采访时，发现不少家
长对孩子用AI做作业非常担心。
宁波一位老师在批改完期中考试
卷后，也有类似的忧虑，“很多使
用AI做作业的学生，一考试就会

‘原形毕露’。”
（本报今日A03版）

作为一名初中生的家长，笔
者对孩子频繁使用搜索引擎、搜
题软件、AI做作业的这种现象，心
里很矛盾。一方面，孩子使用这类
新工具做作业效率明显提高，但
主要是抄答案，省略了思考的过
程，这种“走捷径”做作业的效果
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身处互联网
时代，尤其是进入AI时代，让孩子
远离新工具不现实，当大家都使
用 ChatGPT 等新工具，似乎不该
让学生与之隔绝。

坦率说，“AI+作业”就是“拍
照搜题”，即便学生用 AI 完成作
业，但未必理解解题思路，也未必
刻入脑海，而学业考试或高考更
不可能允许考生用AI答题。

所以，使用 AI 做作业只会让
学生变成带引号的“好学生”，一

旦考试就会显出原形变成差生。
这不但影响学生学习，也会影响
教学秩序，导致老师无法准确掌
握学生学习情况。还值得注意的
是，不但不少高中学生使用AI 做
作业，部分初中生乃至小学生也
使用 AI 完成作业，即“AI+作业”
的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如何
规范“AI+作业”、消除家长担忧，
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以为，首先需要“顶层”
设计和引导。面对AI 给教育领域
带来的新挑战，如果像之前整改
搜题软件一样整改“AI+作业”，似
乎不现实，最可取的办法是研究
制定指导性文件，以指导学校、教
师、学生和家长规范使用“AI+作
业”。哪些作业可以允许学生用AI
完成，以便让学生接触AI 拥抱新
技术；哪些作业不得使用AI完成，
最好列出清单，作为规范“AI+作
业”的指南。

同时，还应该指导学校和教
师根据AI 的特点，深化改革作业
管理机制。比如，针对“AI+作业”，
老师应该对作业质量提出更高要
求，以倒逼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前
提下使用AI做作业，因为使用AI

工具时提出的问题越深刻，答案
才可能越深刻。再如，AI工具是根
据大数据提供答案，但某些创新
题型的数据积累有限，就给不出
理想答案，即老师布置的作业更
要有创新思想。

其次，还要鼓励学校积极探
索。“顶层”设计、引导固然重要，
但作为基层单位的学校和一线工
作者的教师，由于平时接触学生
了解学生，也要鼓励学校围绕

“AI+作业”进行探索。当学校积累
的经验越多，就会对未来完善相
关制度设计提供足够多的参考依
据。教育部已经公布部分学校入
选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还
可以将部分学校作为试点“AI+作
业”的先行探索者。

此外，在 AI 时代如何实现教
育公平，也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和探索的问题。例如不少城市孩
子已经熟练使用AI 学习，已经开
始拥抱先进技术，而偏远地区的
部分学生可能还不知道 AI 为何
物。所以，在指导“AI+作业”规范
发展时，要注意平衡偏远地区和
城市，不让AI制造教育不公。

冯海宁

4月26日，记者注意到，苏州张家
港市出现学校微信公众号关停潮，从
幼儿园到中小学，近期内接连宣布停
止使用各自学校的微信公众号。

（4月29日人民网）

互联网+背景下，学校微信公众能
发挥“轻骑兵”作用，更快速、更广泛、
更多元地传递校园信息，有效宣传教
育政策，更好展示学校形象，最大范围
凝聚家校社协同育人共识合力。

值得注意的是，一哄而上之下，又
基于关注、浏览与留言、评论考量，一
些学校公号运营过程中，出现了增加
师生、家长负担，诱发“指尖上的形式
主义”等问题。一些学校公众号内容枯
燥、反响平平，未能发挥沟通校内外、
连接师生的桥梁作用，也未能成为师
生的思想文化平台。还有个别学校公
众号，长时间“停更”，成了名副其实的

“僵尸号”。
所以说，关停也是一种形式的善

治。对于学校规模较小、家校社线下沟
通相对便捷、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学
校，设置运营公众号，一定程度上造成
网络公共资源的浪费，还增加了学校
运转成本及师生、家长负担，关停是最
好选择。有关学校要祛除公众号虚荣，
下决心关停公众号。同时，要做好关停
后的“下半篇文章”，比如可以通过丰
富强化家长群功能等，增强学校信息
传递的及时性、有效性，充分释放学校
办学善意，确保家校社沟通交流不“打
折”。

公众号设置与否，学校发展实际
需求说了算。规模较大、师生人数众
多、人手相对宽裕的学校，应该设置运
营好学校公众号。要强化服务意识，优
化公众号内容、形式，择优择新发布学
校信息，展示办学特色，传播教育知
识，助力多向交流，让公众号成为公众
了解学校的窗口和促成教育共同成长
的重要平台。

首先，要加强经营力量。经营力量
决定公众号质量，强化对公众号运营管
理人员的选拔、教育、培训与管理，提高
其采编能力与运营能力。要强化共建共
治，吸收家长及公众参与公众号运营管
理，提高公众号共享率、关注度。

其次，要求新求精开发板块内容。
学校要强化节约网络资源意识，摆脱

“流量”“关注”裹挟，求“新”求“精”开
发板块内容。要充分调动师生、家长

“原创”积极性，发挥学生“原住民”作
用，让公众号上的作品精益求精。

最后，要把住管理审查关。学校公
众号关乎学校口碑、学生成长与教育
形象，信息发布不能随性而为。要建立
公众号管理责任制，严格公众号信息
编发审查管理，确保公众号信息发布
不出现技术错误，不发生意识形态风
险。还要加强对留言的审查管理，有效
防止“疯言疯语”“胡言乱语”，确保留
言内容与公众号功能定位相符。

元一

学校公众号
“善治”才能“精彩”

生命教育的新尝试
近日，河南郑州一高校在运动会上巧妙地融合了一

项前沿项目——心肺复苏技术（CPR）实操竞赛。这一创
新不仅为传统运动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更凸显了该校在
健康与生命教育领域的前瞻视野与深度思考。

（5月3日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