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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黑教育公司正在成立人工智能实验室教育公司正在成立人工智能实验室。。
春节前夕春节前夕，，好未来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了好未来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了

首届首届AIAI训练营训练营，，面向全球大三以上面向全球大三以上、、有编程基有编程基
础的大学生开放申请础的大学生开放申请。。训练营吸引了训练营吸引了17001700多多
名学生报名名学生报名。。

好未来好未来AI LabAI Lab负责人杨松帆做人工智能负责人杨松帆做人工智能
出身出身，，是教育界的新人是教育界的新人。。人工智能在很多行业人工智能在很多行业
都有应用都有应用，，而他觉得而他觉得，，教育是人工智能应该而且教育是人工智能应该而且
可以大展身手的新领域可以大展身手的新领域。“。“人工智能的最大价值人工智能的最大价值
是提高人效是提高人效。”。”他认为他认为，，当更好的教育资源能提当更好的教育资源能提
供给教育的接受者供给教育的接受者，，他们便能更好地生活他们便能更好地生活，，为社为社
会提供更大价值会提供更大价值。。

不仅是教育公司嗅到了人工智能的机会不仅是教育公司嗅到了人工智能的机会。。
学生学生、、学校和政府部门学校和政府部门，，都在感受或者展望人工都在感受或者展望人工
智能对教育这一古老行当的改造智能对教育这一古老行当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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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留学的张雅兰习惯了每天在英语流利说

APP上打卡，再把截图发到朋友圈。

她成了这款软件的“志愿安利员”。“今天学了两

个课时，效率很高，加油加油！”“坚持 50 天了，我直

观的感受是我听力好些了。”甚至到巴塞罗那旅游

时，她还惦记着得学习打卡。

吸引她的，是 APP内的人工智能老师。

英语流利说 CEO 王翌介绍，他们自主研发了英

语口语识别评测技术，通过智能算法，深度分析学员

学习行为与学习数据，使得课程内容能够有针对性地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根据 APP的百人内测结果，在

AI老师的帮助下，经过两个月学习，60%的志愿者至

少提升了一个欧洲语言学习统一标准等级。而在传

统教学模式下，提高一个等级所需时间为六个月。

软件的优势在于，他们有数据。过去五年里，有

大量用户用这一软件练习口语，为团队打造中式英

语语音识别引擎贡献力量。

人工智能老师有啥特点？王翌打了个比方：人

工智能老师吃的是电，挤出来的是知识。

“而且，长久以来教育这个行业的基本矛盾，就

是持续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和日益稀缺的师资之间的

矛盾。”王翌说。

乂学教育首席科学家崔炜有同感。他表示，优

质老师一是难找，二是一对一上课价格昂贵，三是难

以复制和批量生产。

人工智能能做的，是提供自适应学习产品。

在本质上，它是在模拟一个优秀老师，给每个学

生个性化学习体验，帮助他们提升学习效率。崔炜

表示，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精准的知识状态检

测，为学生形成学习内容画像，并进行个性化的学习

内容推荐。

“教育的未来基本上可以被个性化、高效率这两

个词概括。”王翌总结。

量身定制一名老师

在线教育企业尝试用人工智能解决教师问题这

一痛点，而人工智能企业科大讯飞则选择了另外一

条路——走进公立学校，打造智慧课堂和智慧校园。

人工智能技术应该给教育带来怎样的价值？

首先，它可以对数据采集的手段进行变革。大

量的“教”和“学”的过程化数据都以视频、音频等方

式存在，但此时，它们还不是有价值的数据。科大讯

飞教育事业群副总裁王卓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

示，人工智能可以把音频内容转成文字，把手写内容

转成电子版，进行了转化之后，可以继续对课堂教学

场景进行分析。

其次，它还能为学校管理决策提供大数据，让校

方的决策能够更加有的放矢。

“人工智能要在教育领域应用，一定要深入一线

的‘教、学、考、管’环节。”王卓坦言，人工智能技术还

没有完全成熟，技术和产品人员必须要到一线去了

解教育的这些环节，才能将技术与教育的应用场景

结合起来。而且，要让技术真正发挥作用，人工智能

就需要在常态应用中收集数据——比如课堂教学、

课堂学习和家庭作业等环节都应在数据采集之列。

“不过这些对供应商的服务能力和资金能力都提出

很高要求。”王卓说。

在王卓看来，学校是数据采集的主战场。科大

讯飞的系统已经进入了一万多所学校，每个学校都

配有相关的硬件、软件和到校服务团队。为了教育

市场，这些费用全部由公司承担。

不过，有钱也不能任性。毕竟，学校也要掂量掂

量，公司是否值得信任，能否对它开放自己的教学数

据。“学校不一定认你啊。在起步阶段时，我们的路

也走得很艰辛。”王卓说。

百度也在和学校、教师进行合作。他们选择了

三个方向来做服务：教育知识图谱、教育用户画像和

教育数据智能。

一位哈尔滨虹桥中学七年级语文老师在使用百

度教育大脑，这个人工智能助手知道他用什么版本

的教材，教到哪一章节，还帮他有机组织内容，从教

案、习题、讲课稿到学案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化梳理。

试图将人工智能引入教育的公司们都表示，他

们期待各方合作。要撬动教育，不是一家或者几家

公司能够实现的目标。“我们希望连接不同的教育从

业者，连接科研机构、大公司和创业公司里的高精尖

人才，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教育。”杨松帆说。

打造一座智慧校园

2017 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

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及自主操控等新

特征，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

化加速跃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017 年设立专门

资助渠道，推进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

的交叉融合，利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和手段来开展教

育科学基础研究。“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对教育

工作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另外，脑和类脑科

学等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也把智能开发、培养与提升

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指出。

人工智能可以让学习更高效，也给教育界提出

了新命题。杜占元就在思考，当机器能思考的时

候，教育应该培养学生什么样的能力。他总结说，

主要有这五方面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出问

题的能力、人际交往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和谋

划未来的能力。

这些能力，传统教育能够提供吗？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试图从高等教

育工作者的角度来回答人工智能提出的教育之问。

确定的是，教育方式得改。席酉民认为，人工智

能对大学教育的直接影响，是要求教育者对未来所

需人才有清晰认知。“国内很多高校还在沉睡，心思

还没转到探索未来教育上来呢。”席酉民说。

他形容说，未来人才是世界玩家，是骑在牛背上

的人。“世界环境充满了复杂性、多变性和不稳定

性。也就是说，这还是头‘疯牛’。我们的学生要怎

样在这头牛上驰骋？”

对大学来说，要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就得做融

合教育。把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行业教育、管理

教育融合起来，把学习、实习、在岗和创业融合起

来。席酉民指出，大学也该变成一个生态系统，它

的作用，是整合创新生态所需的资源,通过教育改

变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重塑

社会文明。

提出一个时代新命题

给孩子的神器：
绘本里的图像动起来

比起平面书本，小孩子更喜欢看动画。

但在大家的传统认知里，做动画比写书费劲。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家公司，把绘本作为图像素材，然后让绘本里的

图像动起来。

一个小人看起来愁眉不展，但小孩子可能还是不理解他有怎样的

情绪。于是，用技术，让小人动起来，抹抹眼泪，啜泣几声，他们立刻就

懂了——原来小人在难过呀！

一页平面印刷的儿童绘本只需要三分钟就能自动转换成具有动画、

配音、游戏和交互功能的电子版有声动画，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

VR：
把教室变成游乐场

如何把教室变成宇宙、动物园或游乐场？

答案是用 VR。

现在已经有了针对课堂的 VR 一体化解决方案，有器材还有教材，让

上课也赶上了这个时髦的词——沉浸式体验。

美国调研机构 Futuresource Consulting认为，到 2021年超过 15%的美

国学校将会配备 VR教室套件。

VR 可以实现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感官模拟，学生能体验绘本故

事，体验浩瀚星空，医学生能通过 VR 看清人体组织结构，职业技术教育

院校用 VR教学生修车。

画风最清奇的是肯德基，它用 VR炸鸡游戏教员工炸鸡之道。

辅导作业：
家里不再鸡飞狗跳

网友戏言：不辅导作业，母慈子孝；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在信息化

手段帮助下，这一情况或有望改观。

比如就有几乎一秒钟就能完成英语作文批改的“改作文神器”。

上传作文，完成提交，系统不仅会给作文打分，还会逐句逐段分析是

否有语法错误，并告诉你如何修改。

还有的产品可以帮家长检查孩子的数学作业。

毕竟，指导孩子写作业是痛苦的。想偷懒的家长拿手机 APP 拍摄作

业本，等待一秒钟，APP就可以帮忙检测出错误答案。

而且，这些技术都能在数据的支持下，借助深度学习技术，来提高自

己的“学业水平”和“批改水平”。

考试：
“学霸君”或许不是人

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开始参加考试了，很有点挑衅的意思。

2017年高考中，某人工智能系统也拿了份数学试卷在考。它分别用

时 22分钟和 10分钟答完两份高考数学试卷。

解题，首先要理解题目。进行句法解构、算式解构和主谓宾解构，将

题目转译为机器能看懂的语言；然后是“思考”，在人工智能这里，指的是

通过自动证明和推理，得出解题结果；最后是“答题”，系统将解题步骤和

结果以人类能看懂的语言呈现出来。最后——轻松得分！

天，它们啥都会！

本报记者 张盖伦

“人工智能毫无疑问会影响整个教育的生态。”听

到人工智能这个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

朱永新打开了话匣子，“我正在写一本新书，叫‘未来学

校’。未来的学校肯定不是今天这样的形态。”

朱永新分析过教育变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技术的变革，它早已出现；第二阶段是教育模式的变

革，也正在发生；最后一个阶段是教育结构的变化。他

曾谈到过未来学校的十五种变化可能性。比如，学校

会成为学习共同体，开学和毕业不再有固定时间，教师

的来源和角色多样化，政府买单和学习者付费并存，学

习机构一体化，学校主体机构与社会教育机构彻底打

通，网络学习更加重要，游戏在学习中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学习内容个性化、定制化……“未来，教育的目标是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朱永新说。

他举了一些更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变化：“有了

VR，你实习都不用去现场了，靠虚拟现实就能身临

其境；大数据会进入你学习的全过程，分析你学习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且，未来很多学习就是游戏

化的，我正在看的一本书，就叫《游戏改变教育》。”朱

永新强调，有了更多技术加持的教育，不会像今天这

样单调枯燥，而是更加丰富，更加生动有趣。

人工智能会给教师带来什么挑战？

朱永新看到，在一些预测中，教师被列入了可能

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业之列，他并不赞同。不过，教

师作为一种职业不会被取代，并不意味着所有教师都

不会被淘汰。“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教育与教师的

本性与特质。”朱永新说，要想不被淘汰，老师们要做

到两条：一是做智能机器人做不到的事，二是学会和

智能机器人共处——他管未来叫“人际共教”的时代。

智能机器人不具有情感，没有人文关怀，而教育是

“人的事业”。在这一点上，教师具有天然优势。他们

可以增强自己的亲和力，成为学生的伙伴与朋友，走进

学生内心。这就是机器人做不到的事。“未来的人是

‘人+机器’的复合物，很多事情人不需要亲自去做，机

器能帮你。”重复性、机械性工作都可以交给人工智

能。老师需要做的，是知道如何运用智能机器人，如何

用数据和技术，来分析教学过程中的案例和问题。

这给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教师在接

受完系统的教育训练后基本就能够胜任教师一职。

朱永新指出，未来的教师则必须不断学习成长，以拥

抱“人机共教”“人机共处”的时代。

朱永新：未来的学习不会像今天这样枯燥

代表委员谈 化变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唐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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