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快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教育数字
化的深度应用。

据《光明日报》报道，江西省南
昌市红谷滩新区腾龙学校，应用大
数据精准教学平台一年多来，教师
平均组卷时长从 104 分钟缩减到
55分钟，一个班的平均阅卷时长从
82 分钟缩短到 54 分钟，平均学情
分析效率提升了69%，学生相同知
识点得分率得到了提升。

通过AI教师承担标准化知识
传输，智能助手完成作业批改与学
情分析，教师得以从机械性劳动中
解放，将核心精力投向更具创造性
的教育场景。这种人机协同的模
式，既保留了教育的人文内核，又
释放了技术赋能的倍增效应。

我们当然也要看到，技术介入
教育场域始终面临双重考验。有学
校的 AI 教学试点中，曾出现系统
算法过度强调答题技巧训练，导致
学生思维模式趋同，甚至师生对智
能手段一味依赖的案例。有教师对
此抱有担忧和疑虑，过多使用 AI
是否会削弱人的能力？

这也是一个警示，对 AI 的使
用，必须是人起主导作用，由教师
把控大方向，以提升学生认知主动
性和深度为第一要义，从而“增强
思考”而非“代替思考”。同时，智能
系统的评价模型若局限于知识量
化指标，可能弱化教育应有的情感
培育与价值观塑造功能。这也要求
技术赋能必须建立在对教育本质
的深刻认知之上，避免陷入“效率
至上”的工具理性陷阱。

总之，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教
育生态，需要用人的思维与 AI 进
行联动，倒逼使用者去优化和迭代
输出。当AI教师成为教育的“数字
基建”，人类教师更需要彰显其不
可替代的价值——用教育智慧点
燃思维火花，以人文关怀滋养精神
成长。这种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共
荣，或许正是未来教育的终极图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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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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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I能够轻松完成重复性、规则性工
作的今天，人的独特优势愈加突显。创造
力，作为一种无法被算法轻易复制的能
力，成为我们与机器的最大差异。在深度
求索创始人梁文锋的用人理念中，他特别
强调创新火种的培养——那种无关名校、
无关履历的内在驱动力。创新精神，正是
AI时代最为重要的人才素质之一。

AI 的应用无处不在，涵盖了医学、金
融、艺术、教育等领域。在这个信息海洋
中，单一学科的深耕已不足以应对复杂多
变的问题。因此，跨学科的能力显得尤为
重要。AI 的发展促
使 了 多 学

科交叉融合，更多的工程师开始涉足医
学，更多的文科生从事编程工作。跨学科
的能力不仅能够让学生拥有更强的适应
能力，也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加游刃
有余。正如梁文锋团队的多元化构成，那
些曾经不按常理出牌的非典型人才往往
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创新成果。

AI 技术的发展不断刷新我们对“知
识”的认知。曾几何时，掌握一门专业知识
便可成为“专家”，但如今，随着AI的不断
进步，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停留在
某一学科的固守已变得不再现实。AI时代
要求人们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随

时适应新的技术变革与思维方式。教
育应当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仅
仅为学生提供现成的知

识答案。
批判性思维，

或者说是独立判

断的能力，始终是教育的核心之一。在AI
时代，越来越多的决策会交给机器来执
行，但我们依然需要具备辨别机器判断背
后逻辑的能力。毕竟，机器的“思考”并非
万能，AI 的判断依赖于大量数据的处理，
而数据本身也可能存在偏差和局限性。能
够审视数据、质疑判断、独立思考的人，才
能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中立于不败之地。

AI 虽然能够解决个体思考中的一些
问题，但其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仍然需要团
队协作来实现。从梁文锋团队的成功实践
来看，DeepSeek的创新并非来自某一个孤
立的天才，而是团队中每个成员的协作与
互动。团队成员之间的思想碰撞、跨学科
的合作，以及给予年轻人充分的试错空
间，才是创新的源泉。

AI时代的教育，最需要的是培养那些
具备创造力、跨学科能力、终身学习能力、
批判性思维以及合作精神的人。这不仅仅
是对个体能力的提升，更是对整个社会创
新能力的促进。在这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
时代，只有那些能够适应变化、敢于突破
常规的人，才能在AI的浪潮中乘风破浪，
成为时代的引领者。教育应当为他们提供
一个自由探索、独立思考、互相合作的环
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在AI时代大放
异彩的机会。

现在，人工智能（AI）技术已经以惊
人的速度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
作中，其中，包括了孩子们的学习生活。

有不少家长反映：出门到超市买
个菜的工夫，孩子用AI完成了两套英
语试卷；DeepSeek帮助孩子深度思考，
数学作业已经无所不会。从小学的作
文日记，到中学的数理化生，再难的作
业，AI似乎都能分分钟搞定。这一现象
虽然看似高效，实则暗藏危机。

用AI搜索来“应付”作业，无疑背
离了学习的初衷。一方面，AI做的作业
会掩盖学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让考
评失真。另一方面，也会消解作业的价
值。直接用 AI 生成，用结果取代了过
程，不会在脑海里留下太多的东西。知
识是没有办法简单复制粘贴的，过度
依赖人工智能可能会因为直接复制粘
贴搜索结果而缺乏对知识的深入理解
和内化，导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的尴尬境地，阻碍个人独立思考能
力的成长。

首先，必须认识到作业的本质是
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
用能力。它要求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来巩固和深化学习
成果。学习是一个不断纠错，不断思考
的过程。以写作能力为例，学生从最初
的断断续续、疙疙瘩瘩，到逐渐写出流
畅的文章，从简单的记录到复杂的叙
事、从苍白的语言到生动的表达的转
变，关键在于学习能力。学习能力比较
强的学生善于发现和总结，能从优秀
的范文中寻找基因，敏锐地捕捉到一
些普遍的规律，学习模仿范文在细节
处理、文章结构构建上的一些技巧，并

将这些技能用在写
作上。随着技能的娴

熟，文章质量自然会逐步
提高。而过度依赖AI搜索，无

疑会削弱这一过程的教育价值。
其次，从学业诚信的角度来看，过

度依赖AI搜索来完成作业违背了学术
道德和诚信原则。作业是评价学生学
习成果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学生通
过非正当手段获取答案，那么这种评
价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长此以往，
不仅会损害学生的个人信誉和道德品
质，还会对整个教育体系的公平性和
公正性造成负面影响。

再次，AI 搜索虽然能提供丰富的
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缺乏针对性和
个性化。每个学生的知识背景、学习能
力和兴趣点都是独一无二的，而AI搜
索给出的答案往往是千篇一律的。这
种“一刀切”的解决方式不仅无法满足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还可能抑制
他们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
发展。

最后，教育者和家长应该加强对
学生的引导和监督。在教学方法上，针
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配套开设AI通
识课程，培养用人工智能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在作业设计上，尽量从标准
答案中解放出来，增加开放性问题的
设计，让作业逐渐从“知识重复”向“思
维训练”升级；在AI工具的使用上，家
长和老师齐抓共管，制定合理的使用
规划，避免用 AI 简单地获取答案，使
AI 沦为阻碍提升学习能力的“损友”

“枪手”。加强对学生作业完成过程的
监督和评估，确保学生能够真正投入
学习中去、真正掌握所学知识，帮助孩
子形成良好习惯。

在AI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
要坚守学业诚信和自我思考的价值。
让作业成为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真
实标尺，让教育成为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和创新能力的摇篮。

AI时代，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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