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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探索精神源远流长，
无论是古代航海家的远航探险，还
是现代科学家的实验研究，都离不
开一个重要的因素——好奇心
……因此，我们应当珍视和培养好
奇心，在学习和生活中保持对未知
世界的探索欲望，不断拓展自己的
视野，提升自己的能力，为个人和
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昨天上午，高考语文考试刚一

结束，由AI（人工智能）“秒写”的
这篇作文，就在朋友圈刷了屏。在
一些语文教师看来，AI写的高考
作文虽然审题准、扣题紧、内容丰

富，但是文章中的很多细节都是泛
泛而谈，缺乏个性。

AI时代，高考的意义是什
么？这可能会成为今后很长一段
时间里社会各方关注的话题。随
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机器
学习，AI可以自动发现数据中的
模式和规律，让“秒写”高考作文成
为可能。越来越多的工作可能会
被机器所取代，这也意味着未来的
职业市场将发生巨大变化。就在
昨天，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
AI实验室）研发的“书生 ·浦语”大
语言模型发布，其不仅在知识掌
握、阅读理解、数学推理、多语翻译
等多个测试任务上表现优秀，而且
具备很强的综合能力，因而在综合

性考试中表现突出。但AI的局限
性也逐渐显现，特别是从中看不到
思考过程的还原。
我们要重视机器学习，但不能

做学习机器。机器里面只有芯片，
没有温度，面对的是一个接一个的
任务，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学
习；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
目的是引导他们自我发展，满足个
性发展需要，否则他们未来无法和
机器竞争。
经合组织（OECD）教育研究与

创新中心于2016年发起“人工智
能和未来技能”项目，并在2021年
作了跟踪测试。结果表明，AI已
经超过人类在读写和算术方面的
平均水平。OECD相关研究者表

示，教育不再是把知识“喂”给学
生，而是帮助他们发展可靠的掌控
能力和相应技能，教育的成功在于
建立好奇心，打开思路、同理心，敞
开心扉、勇气，调动我们的认知、社
会和情感资源去采取行动。
“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

的高考，但如果只有分数，恐怕也
赢不了未来的大考。分数不是教
育的全部内容，更不是教育的根本
目标。教育只关注升学率，国家会
没有核心竞争力。”在2021年全国
两会委员通道上，江苏省锡山高级
中学校长唐江澎的这番话曾在网
上刷屏。高考不仅仅是一场考试，
更是一种人生经历，这是AI永远
不能理解的。通过高考，人们学习

到如何规划自己的时间、如何有效
地学习、如何处理压力等重要的生
活技能，而这正是需要通过教育传
递给学生的。
未来，我们都将生活在AI之

中，AI也会让我们都能在适合的
方面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把AI

相关的素养渗透在各学科的教育
体系中，从而让学生成为未来学习
的创造者：具备强烈的好奇心，善
于提问为什么；拥有强大的抽象思
维能力，能够抽离出复杂问题背后
的原理；具备出色的动手能力与审
美能力。通过自主学习能力、主动
合作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和未来职
业能力的训练，促进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

重视机器学习 不做学习机器

昨天上海高考语文科目考试

结束后，市教育考试院邀请相关专

家对试卷作了评析。

专家一致认为，今年的语文试

卷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为命题

依据，坚持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守

正创新，考查核心素养，落实教学

评一致，符合高校人才选拔要求。

试卷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考

生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促进新时代

高尚品格的形成。默写中材料所

传达的坚贞、豁达、义善、乐道等品

格均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重要内容。社科类现代文节选自

关于进化论的科普著作，谈及伦理

道德和法律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

义，有利于考生增强道德观念，坚

守社会约束机制。写作题激发考

生求知欲，启发考生全面思考探索

精神应有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语

文学科“以文化人”的功能。

试卷在反映时代风貌、科技进

步的同时，致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坚守，引导考生树立文化自信。积

累运用部分充电机器人的材料，贴

近现代生活实际，反映时代新风

貌。文学类现代文《篾匠阿爷》礼

赞劳动的价值和工匠精神，思考时

代进步对传统手工艺的影响，意味

悠长，实现“以美育人”的功能。

试卷中渗透新课标学习任务

群理念，注重整本书阅读、多文本

阅读的方法养成。社科类现代文阅

读部分兼顾“整本书阅读与研讨”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科学与文化

论著研习”学习任务群的要求，同

时要求考生对有失偏颇的读者评

论表达看法，考查理性思维和表达

能力。这些试题有利于综合、深入

考查考生的阅读能力和思维品质。

试卷创设了多样的情境，如修

改给老师的邀请函、阅读图书馆网

页内容、体会篾匠的内心世界、分

析给传主的新店取名“义善坊”的原

因；还设置了以情境为载体的综合

性试题，如请考生综合多方面信息

写一条读者评论。这类试题让考生

在真实情境中充分展示核心素养发

展水平，体现语文学科的综合性与

实践性。 本报记者 王蔚

昨天下午，上海高考数学科目

考试结束后，市教育考试院邀请相

关专家对试卷作了评析。专家一致

认为，试卷以高中数学必修课程和

选择性必修课程内容为载体，秉承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学科核心

素养考查，试卷结构稳定，试题难

度适中，注重发挥学科育人价值。

试卷结构稳定，题型题量与往

年保持一致，注重落实“双新”理

念，注重对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和数学思想方法的考查。考试

内容覆盖预备知识、函数、几何与

代数、概率与统计、数学建模活动

与数学探究活动等主题。全卷有

适量的基础题，部分试题源于课本

例题、习题。

试卷依据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学

业质量水平，聚焦数学抽象、逻辑推

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

和数据分析等核心素养，引导考生

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

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

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如解答题中的

立体几何，证明空间直线和平面的

位置关系，考生可运用综合法进行

推理，也可借助向量工具予以证明。

试卷结合新教材内容，联系实

际生活，重视数学知识应用，注重

考查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关

注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试

题的设计有真实的数据，也有合情

的假设。题材涉及经济发展、环境

建设等，体现数学学科应用的广泛

性。如以某地区的GDP数据考查

对统计中相关概念的理解；以汽车

企业策划抽奖活动考查对有关概

率知识的理解和应用等。

试卷以问题为抓手，创新设问

方式，搭建思维平台。如解答题中

的数列与导数新内容相融合，以层

层递进的设问方式探究相关性质，

考查考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创新

素养。 本报记者 王蔚

“为什么要乐意去探索陌生的

世界？”“探索与好奇心有什么关

系？”昨天中午，上海高考语文作文

题一解密，立即成为热议话题，连

小学和初中的老师都在思忖，学校

在培养和保护孩子的好奇心、探索

欲方面还有哪些短板？如果连青

少年都失去了好奇心，“造就创新

人才”不就成了空中楼阁了吗？

小学生分享“好奇心”
“你会因为什么而探索陌生世

界？”昨天，当世外小学四（4）班的

孩子们看见班主任、语文老师林思

毓在黑板上写下这个问题时，并不

知道这道题和刚刚结束的2023年

上海高考有关。

“好奇心”“梦想”“对快乐的追

求”“找到新的知识”“生存”“美食”

“真理”……五花八门的答案很快

填满黑板。孩子们思维活跃，令林

老师惊喜——有孩子答“恐惧”，他

说，要挑战自己对陌生世界的恐惧

感；有孩子说，如果亲人在远方，他

也会毫不犹豫地出发。

林老师说，尽管高考对小学生

来说还非常遥远，但自己会拿来和

孩子们分享，这是出于语文老师

独有的职业敏感，也是因为觉得

小学生有小学生的视角，不容小

觑。更重要的是，孩子们思维打开

了，就能发散出更多、更浓的好奇

心，始终保持探索的热情。

探索变革课堂教学
如何让学生变得更聪明？如

何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松江区

民乐学校正开展一项全新的“教育

实验”——基于绿色指标的学生高

层次思维品质培养教学实践研

究。通俗点说，就是让学生始终保

持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在教师的带

领下不断探索和求知。

“空气中氧气体积分数的测

定”是九年级《化学》教材的一个知

识点。最近，民乐学校改变以往

“讲教材—做实验—做作业”模式，

让学生沿着“好奇—探索—再好奇

—再探索”的轨迹前行。课堂上，

师生共做“等量抽水”实验，方法是

利用针筒来抽气，引导学生观察记

录实验结果并分析数据。教师会

先设定一个问题：用胶头滴管操作

吸水，看看能否成功，再思考为什

么不能成功。这是在用学生的已

知和好奇制造认知冲突，探索“抽

去的气体体积是不是等于吸入的

水的体积”这个未知问题，进而形

成新的认知。

避免好奇心被掐灭
不过，在当下的中小学，培养

好奇心与探索欲，也会遇到一些

看不见的阻力。宝山区青少年科

普促进会理事长吴强说起了一件

耐人寻味的事。新版《十万个为

什么》在编写时，出版方曾想改变

过去几个版本都是“成年人视角”

的情况，于是发了十几万份问卷，

结果幼儿园孩子的提问最热闹，

小学生也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问

题，初中生反馈的问题大为减少，

高中生则几乎没啥想问的。青少

年的好奇心随年龄增长呈直线下

降态势。

吴强说，这与我们的教育方式

有直接关系，中小学基本上是传授

式教学，老师讲什么，学生听什么，

而且答案都有“标准”，学生学得很

被动，好奇心就这样被一点点掐灭

了。等到了初中和高中，升学压力

重了，要围着中考和高考的“指挥

棒”转，探索的欲望也就渐渐被淹

没在“题海”里。所以，现代教学理

念应该倡导问题化、项目化、生活

化学习，课堂的逻辑起点是以好奇

的问题为导向、以任务探索为中

心，这样才能真正培养青少年的创

新能力。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高考作文题引发热议，随年龄增长，孩子探索欲却下降

青少年该有的好奇心去哪儿了？

综合考查阅读能力和思维品质

关注生活应用 考查解决能力

6月7日至6月9日，上海

的城市地标东方明珠电视塔

塔身点亮红色灯光，为高考考

生送上祝福。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东方明珠
亮灯祝福

直击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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