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儿子班上的部分同学老是隔
三差五地请假不来上课，我一打听才知
道，他们都去上校外培训班了，说是为
了幼小衔接。”南京市民韩女士的女儿
也 在 上 幼 儿 园 大 班 ， 今 年 9 月 要 上 小
学。“就连六一联欢会也有好几个同学
去校外‘充电’请假不来。”韩女士心
里顿时有了紧迫感：“几个月后女儿上
小学一年级，老师在上课，下面很多学
生反映他们学过，老师会不会因此就加
快教学进度呢？

南京太平巷幼儿园园长汪丽告诉记

者，该园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让大班
孩子画画，表达自己的节日愿望。“我
们发现很有趣的结果：孩子们想要的很
简单，玩滑滑梯，把玩具轮胎堆得高高
的，在幼儿园操场疯跑，去其他班级玩
各种不同的游戏……他们的快乐就是充
分释放自己的能量。”

南京晓庄学院幼儿师范学院院长袁
宗金认为，让孩子超前学习反映了家长
对孩子期望值过高，强烈渴望孩子在与
同龄人的竞争中占优势，同时也反映出
家长对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发展规律了解

不够，以为越早学、越多学越好。而很
少考虑孩子这么学是否承受着与其年龄
不相称的身体、心理、智力方面的压力
和负荷，对孩子长远发展有什么样的负
面影响。

“有研究表明，从 3 岁开始接受超
前教育和训练的孩子，优势并不能长
期保持。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从早期
强化训练中获得的优势就开始逐渐减
弱 并 丧 失 ， 循 序 渐 进 的 学 生 会 赶 上
来。这是因为，学习兴趣、学习态度
等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效果的影响，逐
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南京中山小学副
校长李万青说。 《人民日报》2017.6.6

文/蒋廷玉 葛灵丹 杨频萍

高考被视为最公平的竞争。这不仅是
因为它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而且在分数面
前人人平等。但这种平等有一个前提，那
就是保证命题的公正性。高考试题应该让
不同地区、使用不同教材的考生都能正常
发挥水平；而不能对部分考生有利，对另
一部分考生不利。就拿作文命题来说，必
须让所有考生都有话可写，命题者所提供
的材料和提出的要求不应该有偏向性 （无
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看了今年高考全
国课标Ⅰ卷的作文题，笔者不能不为广大
的农村考生鸣不平。

这道“任务驱动型”作文题列出了12
个关键词：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
中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
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
支付。命题者要求考生“从中选择两三个
关键词来呈现你所认识的中国，写一篇文
章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

这 12 个关键词虽然涉及众多的事物，

但对于农村考生来说，却大多缺乏亲身体
验。如有些地方根本不见广场 （在偏远山
区只有羊肠小道），何谈广场舞？再说，农
村大妈也没有这种爱好。许多农村孩子都
未进过大餐厅，何曾了解中华美食？在他
们看来，可口的家常菜就算美食 （这显然
不符合命题者对“中华美食”的定义）。他
们家在农村，很少有人使用或不会使用移
动支付，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孩子甚至不知
其为何物。他们很少出远门，有的连普通
快车都未坐过，遑论高铁？而共享单车只
是出现在大城市和部分中等城市，农村孩
子也无法“共享”。他们大都未曾亲眼见过
大熊猫和长城，对于京剧也知之甚少。

可以说，许多农村考生对上述事物都
缺乏真正的了解，即便在报纸和其他媒体
上见过与之相关的报道，但怎能和有亲身
体验的城市考生相比？虽然以这些关键词

“来呈现”并不一定要写得那么具体，但
写文章必须以自我感受和体验为基础，谈

论自己不熟悉的事物焉能发自内心？他们
只能在“任务”的“驱动”下，不懂装懂
地去“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这怎能
写出好文章？

其他的关键词中，“一带一路”不宜
空谈大道理。而“食品安全”和“空气污
染”也不宜以之为写作重点。如此看来，
最值得一写的就是美丽乡村了，但如何与
别的关键词搭配并写出新意亦非易事。尤
其是尚未脱贫或虽已脱贫但并不富裕的农
村家庭的考生，面对某些关键词，非但没
有写作的冲动，反倒会产生一种自卑感，
只能硬着头皮“唱高调”。

笔者以为，这道题看起来具有较大的
写作空间，实际上是在让考生用给定的配
料做一道“拼盘”。由于农村考生写作的
范围十分狭窄，因此不利于正常发挥自己
的水平，难以表达真情实感。这便造成了
语文考试的不公平。

《中国青年报》2017.6.19 文/杨先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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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绰号 KK，是世界著名
科技杂志 《连线》 的创始主编，被人们
誉为网络文化的发言人和观察者。

近日，他在 2017 年中国机器人峰会
上，带来了一场题为 《人工智能与机器
人的发展方向》 的精彩演讲，指出：人
工智能时代已悄然走来，而直到现在真
正的 AI 专家还没有出现。KK 从十个方
面的前沿思考阐述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的发展方向。这里介绍其中几个。

集成——智能机器人是各种人工智
能的组成

将那些基于视觉、听觉、语言的各
种感知用 AI 来替代，将空间认知、符号
推理、演绎推理、逻辑推理、情感智
慧、算术、长期记忆和语言集成为拥有
AI 的机器人，这是更加复杂、高阶的一
个行业前沿，需要有人领先一步踏入这
样的前沿科学中去。

云——把我们的AI搬到云上去
人工智能与工业革命一样将带给我们

巨大的变化。如此，我们可以把智能像电

一样放在网络上，我们把这个网称作
“云”， 随着不断的发展与完善，AI会像
电一样在“云”端被人类依赖。作为新经
济的引擎，AI帮助人类延展自己的感知领
域，也带给创业者们更多的机会；

情感——智能机器人和我们已经有
情感的纽带了

关于情感，KK 谈到：人有智商，因
而有情感。软件可以非常精准地追踪识
别不同的情感，他是不是分心了？害怕
了？愤怒了？还是惊讶了？以及你表情
的真假都可以被识别；不仅猫狗一类的
宠物会与我们相互交流爱意，这样的情
感也进入到我们和机器人的关系中来，
它们理解并响应我们的情感，使我们与
机器人有了情感的纽带。

可解释——AI将其思维的过程解释
出来

我们希望知道人工智能是如何做出
决定的？这样的前沿技术就是可解释的
AI。 AI不仅给出我们答案，还会给出判
断的过程和理由；AI 可以透视人的内

心，帮助人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是社会
能够接受并批准的。

小数据——应用小数据的学习
对于一般的人工智能而言，需要大

量的样品和数据，甚至需要数十亿的数
据样品进行培训，直到我们能够大规模
利用它们。如果让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小
孩学习识别猫狗，也许他只知道 12 个例
子就能够进行判断猫、狗之间的差异
了。所以使 AI 应用小数据就能够学习，
这确实是一个颠覆性的转变。有了人工
感知这样一个前沿技术，模仿人类利用
小数据，创业公司有了更多成功的机会。

创造力——让AI和机器人拥有学习
创造能力

培训 AI 和智能机器人拥有创造力，
这是又一个前沿领域。深度学习不仅人
可以做到，通过培训 AI 及其机器人一样
能做到。谷歌的阿法狗就是这样的 AI，
它已经可以自己一边下棋，一边学习，
通过不断的尝试和试错，拥有了一些深
入的算法，这就是人工智能的学习。阿

法狗与李世石的第三场比赛，在第 37 步
棋时下了一步从未有人走过的棋，AI 开
始有自我学习的能力了。

人工智能到人工智能——真正的AI
专家尚未出现

2047 年，30 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回
顾，大家会意识到 30 年前的我们没有人
是AI专家。因为我们现在正身处AI的起
步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比较容易实
现的大量问题和业务机会，因此现在的
我们正生逢其时。

中国科技网 文/史晓波

凯文·凯利：真正的AI时代尚未来临

商家以“状元笔记”为噱头，声称
可以帮助考生提供捷径、通过难关，不
过是发财梦、白日梦。

央广网消息，“状元笔记”“学霸手
写笔记”正成为网购热卖商品，商家宣
称“本商品适合全国各省市”。敢吹这
样的牛，得有多无知。

善于学习的人，他们的态度和经验
也许值得学习，但更有价值的，是学生
对自己学力的判断、在学习过程的体验
以及发现问题的能力，能“知己”。优
秀的学生，他的学习往往有些个人特
质，有人记忆力强、有人思辨能力强、

有人善于举一反三、有人长于见微知
著、有人习惯于查漏补缺；路径也不尽
相同，有人以勤补拙、有人见多识广、
有人善于思考……每个人有自己的学习
性格，也有不同的学习之道，哪能靠一
本别人所谓的“状元笔记”就“通关”？

再说，即使那些“笔记”是真的，也
只能说对作者本人起过作用，谁要试图以
此复制，不大可能。我以前看一些学生高
三作业或是笔记，会有这样的印象：到了
高三，作业仍然一丝不苟，书写依然工
整，笔记提纲挈领，要言不烦。这样的笔
记，体现的是良好的学习习惯，只此而

已；至于商家认为可以帮助考生提供捷
径，通过难关，不过是发财梦、白日梦。

“应试经济”早已有之。曾有商家出
钱，让“高考状元”在镜头前宣称自己
服用了什么补脑液营养品，不知出于何
种原因，有些学生为商家代言了。其实
这对个人名誉是很大的伤害：高考考出
好成绩，不是靠天分，不是靠勤奋刻
苦，竟然是靠服了补药！这岂不是对学
生成绩的侮辱？虽然国家不会因此增设
高考尿检，但这毕竟是社会的荒唐，高
考经济在反常识的同时，也拉低了社会
智商。 《新京报》2017.6.20 文/吴非

不可否认，这些游戏“魅力十
足”：从精美绝伦的人物画面到宏大
起伏的史诗篇章，从等级提升到角
色互动，从携手屠妖、追逐神器到
共坐一处、闲聊所好，青少年在虚
幻世界中变成游戏“粉丝”，不足为
奇。

问题在于，如果未成年人的个人
喜好发展到“沉迷”的地步，会产
生诸多后遗症。比如，一些手游为
了吸引人气，故意添加一些暴力、
情色内容，显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
成长，也是父母不愿见到的。有的
手游还浑水摸鱼打擦边球，名为网
络 游 戏 ， 实 为 网 络 赌 博 ， 涉 嫌 违
法。正在上学的孩子绝大多数不具
备自谋生活的能力，他们在手游中

“挥霍”的都是家庭的血汗钱。
如何才能破解儿童沉迷手游之

困？关键是通过立法发力。今年 1
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国家网信
办起草的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送审稿）》，内容包括禁止未成年
人接触不适宜其接触的游戏或游戏
功能，限制未成年人游戏时间等。
从 5 月 1 日起，《文化部关于规范网
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的通知》 实施，要求实行“网络游
戏实名制”。

不过，抽象的禁令还需要再具体
些。采取手游实名制，符合 《互联
网 信 息 服 务 管 理 办 法》 等 立 法 精
神，有利于加强平台监管，辅以采
取“指纹开锁”“声纹解密”“相片
比对”等技术手段，更能防范孩子
偷用父母名义登录游戏。

除了设置手游的主体门槛外，还
应构筑一道金融壁垒。设定一个充
值、打赏的天花板或者延迟到账程
序 ， 及 时 发 觉 和 处 置 不 法 交 易 行
为，无论是对孩子、家庭，还是对
手游平台，都是有益之举。

《光明日报》2017.6.22 文/刘婷婷

多方联动破解
儿童沉迷手游

“深圳 11 岁男孩玩手游花光家中
3 万元积蓄”；“武汉 10 岁男孩玩游戏
充值 5.8 万元”……从近期媒体报道
看，青少年沉迷手机游戏的事件并不
鲜见，有的甚至诉诸法庭，着实到了
需要严肃对待的地步。

别让“提前学习”剥夺快乐童年

“状元笔记”不过是反常识的“应试经济”

高考作文命题不应无视农村考生实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