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薛 岩

◎本报记者 洪敬谱 通讯员 张 苒

教育传真教育传真

图说教育图说教育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张淑芬

教 育
E D U C A T I O N

8 2024 年 6 月 26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杨思晨 邮箱 yangsc@stdaily.com

近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30所国内知名高校组

成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在

京成立，引发学界广泛关注。联盟成员包括北京大学语

言学实验室、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

等，可谓“阵容豪华”。

为何组建该联盟？联盟的工作机制是怎样的？各实

验室研究方向存在差异，联盟如何推动它们之间开展合

作？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推动新文科建设

当前，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融合，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断提升。这种趋势使

单一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难以支撑复杂问题的解决，迫

切需要向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范式转变。在这样的背景

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应运而生。

2020 年底，教育部社科司提出启动高校文科实验室

建设。一年后，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名单公

布。2022 年，《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

划》明确提出指导建设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

已从设想概念转变为落地操作，正式成为国家层面推动

的实践工作。

成立联盟是各实验室加强合作的新尝试，为新文科

建设蓄能添力。“这是凝聚社科力量，深化有组织科研的

有力探索。”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陈郭华表示，通过联盟，

各实验室能进行学术交流、培训与调研，形成常态化的互

动沟通机制，从而打破信息与研究孤岛，实现资源有效集

成，产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说：“成立联盟旨在加强

实验室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发挥实验室建设的最大合

力。”在他看来，构建实验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对打

通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中的各项环节有重要意义。

谈及联盟的发展目标，姜国华提到了“学科发展”“竞

争力”“成果转化”等关键词。他表示，首先，联盟将拓展

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内容，整合各单位成员的资源和优

势，推动文科研究向更深入、更系统的方向发展，为解决

全球性、复杂性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其次，

联盟将加强与国际知名文科实验室的合作与交流，引入

国际先进的研究理念和技术手段，提升我国文科研究的

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最后，联盟还将积极推动文科研

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通过与产业界、政府部门紧密合

作，促进文科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和社会化，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打造学术共同体

记者了解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联盟章程》

（征求意见稿）已正式发布。该章程规定，联盟成员为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实验室，并且同一所高校可以有

多个实验室加入联盟。

文科实验室如何成为联盟成员？北京大学是联盟

的牵头单位之一，该校社会科学部副部长郭琳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每所高校的科研管理部门会对校内实验

室的资质进行评估，将符合要求的实验室推荐至联盟秘

书处。经联盟大会讨论后，满足条件的实验室才能加入

联盟。

记者注意到，联盟内各实验室研究方向迥然不同，涵盖

文化遗产、舆情分析、社会治理、教育决策等多个领域。联

盟将如何促进不同研究方向的实验室之间开展合作？

“我们是在‘大同行’概念的指导下打造学术共同

体。”郭琳解释，联盟以开放包容为原则，通过交流合作的

方式，帮助实验室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难题。例如，在举办

学术活动时，联盟为不同学科领域的成员提供分享经验

的平台。即使不是同一学科领域，也可以从中获取知识

和灵感。

郭琳表示，联盟内各实验室建设的公共资源平台也

将被纳入联盟体系，并向其他高校实验室开放，实现资源

共享。

不仅如此，联盟还为各实验室提供了共同承接课题

的机会。在郭琳看来，开展一项课题研究离不开跨学科

知识的支持。联盟作为一个平台，可以帮助各个实验室

找到合作伙伴，深入推动合作。

作为联盟的一员，合肥工业大学数据科学与智慧社会

治理实验室是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之一。该

实验室将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健康管理、社会信

用、能源环境治理等领域相结合，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

会治理问题，积累了丰富经验。

目前，该实验室依托联盟平台，已与其他相关高校

实验室和智库建立了联系和合作。“比如，我们已与复旦

大学在数字医疗与卫生健康治理、大模型与人工智能应

用、医防融合大数据知识服务、重大科技体制创新等方

面开展了密切合作，取得一系列成果，包括共同提交专

报 6 件，获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采纳专报各 1 件。在实

验室建设方面，我们与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清华大

学 计 算 社 会 科 学 与 国 家 治 理 实 验 室 等 进 行 了 深 入 交

流。”合肥工业大学数据科学与智慧社会治理实验室副

主任顾东晓说。

郭琳表示，下一步，联盟将定期召开成果发布会，公

布相关指数。同时，联盟将以共同推出课程或培训的方

式，鼓励各高校实验室合作。在联盟平台的支持下，各实

验室教师也将有机会进行互派交流学习。

分享跨学科数据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认为，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实验室是数字技术与社会科学相融合的新型实验室，

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数据是这类实验

室发展的核心要素。

如何获取和利用数据，将成为联盟未来探索的重要

方向。建设能让所有实验室共享的算力基础设施，实现

跨学科、跨实验室的数据共享，也是各实验室加入联盟后

的主要期待。

武 汉 大 学 文 化 遗 产 智 能 计 算 实 验 室 依 托 虚 拟 现

实、数字孪生等前沿数字技术，长期致力于文化遗产大

数据驱动的数字人文问题研究。该实验室主任王晓光

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文化遗产中的信息和知

识采集、分析、组织及挖掘至关重要。他期望联盟未来

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据资源建设方面提供更多

支持。

顾东晓也表示，未来，合肥工业大学数据科学与智慧

社会治理实验室将面向数据治理与智能决策、跨域信用

治理联合评价、重大慢病管理与智慧全域养老、智慧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等领域力求突破。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希

望联盟能建立内部数据资源和实验软件的共享机制，组

织更多实验室建设论坛和资政报告撰写经验交流活动。

通过资源整合和共建共享，发挥各自优势，促进联盟成员

产出更多高质量成果，共同开创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

设新局面。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联盟成立

共建共享平台 有效集成资源

“走在绿树葱茏的山间小路上，耳边传

来小鸟叽叽喳喳的歌唱，甜甜的空气令人陶

醉。盘山小路高低错落，蔓延曲折……”齐

鲁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三年级学生刘俊驰提

交作文后，作文大模型迅速给出反馈：“作

文写得很好，但建议加入更多情感元素。”

6 月下旬，记者在齐鲁师范学院旁听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作文批改课。这款作

文大模型的全称是“齐鲁师范作文大模

型”（以下简称“大模型”）。它不仅能为每

篇作文提供“作文总评”“结构点评”，还能

给出“作文润色”的详细建议。

AI当作文老师，水平怎么样？从教 16

年的齐鲁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语文教师于

冬燕说：“这款大模型的评价非常精准，给

出的建议贴近学生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作文大模型只是齐鲁师范

学院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院（以下简称“齐

鲁师范学院 AI 教研院”）科研团队众多

创新成果中的一个。他们打造的 AI 赋

能教师全场景工作，不仅涵盖课程研发、

教学准备、教学执行和学生评价，还涉及

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校的行政工作等多

个层面。

提供精准作文辅导

对每位语文教师而言，批改作文是一

项繁重的任务。于冬燕坦言，修改一篇

作文至少要 5 分钟，若一个班级有 50 位

学生，那么批改全部作文将耗费四个多

小时。

经过多次体验，于冬燕对大模型的评

价是：“精准、实用，值得点赞。”这完全颠

覆了她之前对 AI 批改作文的认知。她曾

怀疑，冰冷的模型能否修改出充满真情实

感的作文。然而，多次实践让她深刻感受

到，这款作文大模型能准确把握学生的年

龄特点和认知水平，让作文保持学生的独

特个性，避免千篇一律。

齐鲁师范学院 AI 教研院院长刘斌告

诉记者，作文大模型是以数百万篇学生作

文、数十万道作文题目及数万份写作教材

数据为基础进行训练的，确保了模型的准

确性和题材的广泛性。同时，还邀请了国

内优秀的语文教研团队参与其中，制定了

作文评价及批改的标准，并遴选了数百名

作文数据标注员精心标注，保证了模型训

练数据的准确性。

为何构建作文大模型？齐鲁师范学

院 AI教研院教师李成飞表示，作文因主观

性强且在考试中占比较大，一直是学生和

家长关注的重点。家长普遍感到辅导孩

子作文十分困难，无从下手；而语文教师

在批改作文时，由于时间紧迫，往往不能

有针对性帮助学生分析作文内容。作文

大模型的出现，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了更高

效、更精准的作文批改与辅导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作文批改只是 AI赋能

教师的一个场景。齐鲁师范学院的科研

团队正致力于将 AI 技术应用于更多教育

领域，为教师提供更全面、更智能的支持。

生成课堂教学“画像”

李成飞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这句诗输入到大模型中，十几秒之后，一

幅包含“群山上的明月、窗边的床榻、洒在

地面的月光”等诸多要素的唯美画面展现

出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依托 AI技

术，根据古诗内容，展示符合孩子们理解

能力的图画或动画场景，从而帮助他们更

直观感受古诗的意境。”李成飞说。

对教师而言，大模型带来的便利远不

止于此。李成飞举例，在教学研发方面，

只需输入相关课程需求，教学 PPT 和教案

便能一键自动生成，为教师的个性化教学

提供精准而高效的服务。

此外，教师可通过 AI模型精确掌握学

生的出勤情况。AI 还能实时采集教师授

课的语音，将其转化为文字，通过后台的

综合分析来评价教学效果。同时，AI会记

录整个课堂过程，重点分析教案设计、教

学方法、PPT 展示效果、师生互动以及课

堂氛围等，并最终形成对教师课堂教学的

精准“画像”。

教师评价是教育管理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教育部原副部长刘利民认为，从基

础教育改革的现状来看，科学的评价观念

有待普及，评价指标体系尚需完善，评价

方法也需进一步改进。人工智能为教师

评价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

据了解，齐鲁师范学院已获批教育部

第二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

高校。齐鲁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林松柏介

绍，通过 AI 的辅助，能发现教学中的共性

问题和个体差异，为教师提供精准的指导

和优化意见。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能推动

教育评价现代化，探索新时代教育范式，

让高校教师更贴近中小学教师，更好服务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齐鲁师范学院:

让AI成为中小学教师“好帮手”

“为什么自行车停下来要支架，但在运动时却不需要？”“夏

天我们去游乐场，水上滑滑梯 是 什 么 形 状 ？”近 日 ，位 于 安 徽 省

马鞍山市的安徽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安工大”）物理实验厅热

闹非凡，马鞍山第八中学学生正在这里进行一场沉浸式科普体

验。安工大物理实验中心负责人孙文斌利用陀螺实验、最速降

线等装置，巧妙地展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现象。学生围拢在他

身边，全神贯注地观察、聆听，并与他频繁互动，共同探讨科学奥

秘。

近年来，安工大积极探索高校引领青少年科普教育的新模

式，充分利用学校实验室先进科学仪器设备和雄厚的师资力量，

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向马鞍山市青少年传

播科普知识。这一做法取得显著成效，获得社会广泛好评。

建设科普教育基地

安工大物理实验厅始建于 2007 年，目前已建成 300 平方米场

馆，配置了展现力、热、电、光、磁等物理现象和物理规律的演示

仪 120 余台。如今，这个物理实验厅已作为安徽省科普教育基地

对外开放，安工大 17 位物理相关专业骨干教师参与到科普工作

中，化身“百科全书”，向孩子们讲授科学知识。

身为安工大物理实验中心负责人，孙文斌坚持科普教育已有

17 个年头。他深刻地感受到，科普的难点不在“科”，而在“普”。

“科普不是讲晦涩难懂的道理，也不是刻板无趣的解说，而是

通过展示科学现象让青少年爱上科学，进而走上探索科学的道

路。”孙文斌对记者说。

在安工大物理实验厅内，各种各样的实验装置将共振现象、

机翼压差原理、磁悬浮电机技术、光学幻影等高深物理知识转化

为 直 观 可 感 的 实 践 体 验 。 青 少 年 们 在 老 师 的 悉 心 讲 解 和 指 导

下，感受这些装置的神奇魅力。通过操作电磁驱动装置等实验

仪器，同学们享受到科学知识的乐趣。

孙文斌说：“这里的每一台实验仪器都有故事。这个实验厅

经过多次搬迁和组合，才形成如今的规模。因此，我们会竭尽全

力发挥它的作用，让每名学生都能从中受益。”

据统计，该校每年接待来自马鞍山七中、湖东路二小、东苑小

学等学校的中小学生达 30 余场次，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了科学的

种子。

组建志愿者服务队

近年来，安工大积极举办科普活动周、科普开放日、中小学生

科普校园行、科普讲座等活动。学校选派教授、组织学生社团前

往马鞍山二中、红星中学、马鞍山科技馆等地传播科普知识。

“原来地球这么小，太阳那么大”“声波炮真厉害，有的声音耳

朵也听不到”“快看，这个机器能识别出我们”……周末的马鞍山科

技馆一片热闹景象，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耐心地为孩子们解释

科学现象。这些志愿者来自安工大“蒲公英”志愿者服务队。

安工大“蒲公英”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于 2020 年，现有研究生

65 名、本科生 50 名，他们定期为青少年举办各种科普活动。

“蒲公英”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安工大微电子与数据科学学

院研究生陈志乐介绍，志愿者服务队曾名为“数理行知”，后改为

“蒲公英”，寓意着科普教育如蒲公英的种子一般，飘进千万个孩

子的科学梦中，飘进未来科学家们心里。

自成立以来，“蒲公英”志愿者服务队在马鞍山市湖东路二

小 、佳 山 社 区 、金 家 庄 街 道 等 设 立 了 10 个“ 移 动 科 技 馆 ”，举 办

300 余 次 科 普 讲 座 、研 学 及 支 教 活 动 ，累 计 服 务 中 小 学 生 超 1.5

万人次。

安工大微电子与数据科学学院研究生吴智璞是“蒲公英”志

愿者服务队的一员，他几乎每周都会参加科普活动。“每当看到

孩子们充满求知欲的眼神，我就深切体会到，参与科普志愿活动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吴智璞说。

“下一步，我们将动员更多院系、更多专业的师生参与到青少

年科普教育中，开展高质量、多样化、个性化的科普活动，用科普

教育点亮青少年科学梦想。”安工大党委书记陆林表示。

点亮青少年科学梦想
——安工大探索科普教育新模式

图为合肥工业大学数据科学与智慧社会治理实验室。 受访单位供图

近日，2024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在上海
建桥学院举行，全国近百所高校选派招生老师，与考生、家长面对面
交流，答疑解惑，提供权威信息和咨询服务。图为考生和家长在咨询
会上与高校招生老师交流。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上海举行

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

齐 鲁 师
范学院人工
智能教育研
究院研发团
队正在研发
作文大模型。

受 访 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