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国家在新发
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
动方案》中提出，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探
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
消息一出，引起广大学
生、家长和教育界的热
议。在现有寒暑假之
外，增设春季（3—4月）
和秋季（10—11月）两
个短假期，会不会耽误
学业？教育部门乃至全
社会还需要在政策配套
上做哪些调整？

本报记者 马丹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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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孙云

AI陪聊也需要建立“防沉迷机制”
“目前最好用的 AI聊天软

件！无任何词汇内容限制！”“捏出

一个符合你心意的完美男友/女

友，和一个符合自己所有想象的奇

幻世界！”“有网页版，无围巾，动

作、语言不重样，可以开车，车速

快”“无禁词，车很猛”“AI聊天 | 角

色定制 | 沉浸体验！无限制聊天~

懂的都懂~”……

看到上面这些广告词，你“懂”

了吗？所谓的“围巾”，就是谐音

“违禁”，指的是和AI聊天可以“畅

所欲言”，没有关键词设限。至于

为什么要不设违禁词、“无限制聊

天”，原因不难想象。

AI正越来越走进人们的日常

生活，但AI聊天的盈利程度可能

出乎许多人的想象，当大多数人还

停留在用AI帮忙写工作总结、做

PPT、画图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人率

先拥有了虚拟世界中的“好朋友”

甚至“AI恋人”。

有机构预测，两年内，AI陪伴

市场的规模就将达到1000亿元以

上。相较初代“电子宠物”，具有对

话功能且能敏锐识别用户喜好继

而度身定制话术的AI陪聊，显然

具有更好的交互性，能够提供更高

的情绪价值，不仅填补宅男宅女的

社交空白，更能让各个年龄层的网

友都拥有一个贴心“知己”，所以一

经问世就拥有了大量用户。

在大语言模型日渐成熟后，AI

越来越有“活人感”，还能投其所

好，吸引用户不断追加“情感投

资”，因此各类AI陪聊小程序、App

的用户数量迅速增加。再加上收

费价格日益低廉，用户使用起来也

愈发没有后顾之忧，有的网友甚至

每天要聊10余万字。如果按照语

音输入法每分钟在手机上输入约

200字的速度来计算，10余万字意

味着用户一天有超过8小时的时

间泡在了AI聊天上；倘若使用拼

音输入法或手写输入法，每分钟只

能输入三五十个字，用户就得一整

天不眠不休地陪AI聊天了。

AI陪伴，让人工智能从“工具

依赖”走向了“情感共生”，这固然

体现了科技的巨大飞跃，但同时，

风险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过度依赖AI会限制乃

至降低用户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

能力，用虚拟的人际交往代替真实

的人际交流，更会造成面对面沟通

能力的下降；而且，一旦用户沉迷在

AI通过用户画像和“成瘾机制”进行

数据投喂营造的虚假氛围中，就容

易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缺乏

抵御能力，造成心理脆弱，带来许多

心理隐患甚至生命风险。

另一方面，AI陪聊的经营主体

为了盈利，往往对用户年龄不加仔

细甄别和分级区别，有一些还故意

“不设限”，通过“擦边”的图案、语

言等吸引用户使用乃至沉迷。更

令人吃惊的是，未成年人也能轻易

地使用AI陪聊“擦边”聊天，与AI

谈起了“早恋”，让家长惊呼没想到

孩子的“早恋”对象竟然不在校园，

而是一台机器！而且，相比校园里

的情感，“AI恋人”的尺度大得吓

人，比如可以设定“恶毒女”“大小

姐”“男模”等各种角色，动辄说出

一些令人不堪入目的恶毒台词或

“擦边”语言，对未成年人的思想产

生十分不良的影响。

AI本身没有对错，用得好可以

带来很多益处。譬如，有的城市已

经开通未成年人心理咨询AI陪聊

平台，用户可以选择“老师”“知心

姐姐”“中学友人”等5种AI角色吐

露心声，并从中得到慰藉、开导甚

至心理预警。但其潜在的不良影

响也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和警惕，建

立监管更加严格的“青少年模式”

和“防沉迷机制”十分必要，否则，

当越来越多的人在与AI的“无限

制聊天”中难以自拔时，社会问题

将更加凸显。

在“行走的课堂”研学

春秋假来了，可以让孩子们有
更多的时间走出校园小课堂，走向
社会大课堂。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院长芦琦说：“中小学放春秋
假，一是为了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
保护受教育者在接受学校教育权利
的同时，保障其应有的休息、娱乐和
体育锻炼的时间等权益；二是为了
响应国家和地方促进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的行动计划。”
尽管上海中小学没有明文规定

的“春秋假”，但仍有不少学校选择
在春秋季开展若干天“行走的课堂”
活动，让学生走出教室触摸真实的
自然与社会。
“春假不是换个地方上课，而是

让孩子成为学习的设计者。”曹杨二
中附校李晓老师介绍，该校八年级
的“江村研学”自2018年启动至今
已开展了4次。学生需提前两个月
确定研究课题，如“吴江乡村治理模
式”“江村纺织业发展现状研究”等，
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采访村民
完成调研报告。“过去春游是老师安

排行程，学生被动参与；现在他们带
着问题出发，连家长都成了‘协作
者’。”一位参与的家长表示。在曹
二附校的研学活动中，家长可报名
成为“安全督导员”“课题顾问”，甚
至与孩子共同完成调研。“这种参与
让家长重新理解教育的意义，而不
仅仅是‘看孩子’。”
该校还尝试了“分线路研学”：

游历上海，感受城市魅力；走进苏
州，探寻江南文化；“豫”见河南，寻
根华夏文明；行走江西，传承红色基
因……传承海派文化，探寻江南文
化，弘扬传统文化，赓续红色文化
——在“文化”上做文章。每趟行程
配备教师、家长志愿者及应急预案，
确保安全与深度体验并重。学生们
认为，三天两夜的假期刚刚好，既能
沉浸式学习，又不影响返校后迅速
进入学习状态。

激发自主探索兴趣

实行春秋假是简单增加假期天
数，还是将其转化为教育创新的契
机？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
陈小文提出，春秋假活动应“去作业

化”，避免将社会实践变成打卡任
务，关键是激发孩子自主探索的兴
趣。他说：“春秋假不是学校的独角
戏，需要博物馆、公园、社区等共同
参与。这几年，社会教育资源越来
越丰富了，但是仍然不能满足日益
旺盛的校外拓展活动的需求，按年
龄分层设计比较少，常态化服务频
次也不多。有些博物馆虽然也在探
索开设研学课程，但接待能力有限，
每周都有限额，学生和家长都抱怨
卡在了‘抢课难’这一关。”
陈小文认为，要让春秋假真正

“活起来”，需要打破学校、家庭、社
会的边界，构建多元协作网络。学
校要敢于打破围墙，社会要愿意提
供支撑，家长要能够放下焦虑，这样
春秋假才能从“难题”变为契机。
据悉，本市的一些博物馆、公共

绿地也正在逐渐变身为“无边界教
室”，在政策的鼓励下，社会资源正
加速向教育领域开放。例如，上海
自然博物馆推出了“春假科考营”，
学生可参与标本制作、生态观测。
还有部分公园试点“可进入式草
坪”，允许家庭露营、自然写生等。

增设假期面临挑战

其实，中小学设置春秋假并非
新鲜议题。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
2020年）》规定，“在放假时间总量
不变的情况下，高等学校可结合实
际调整寒、暑假时间，地方政府可以
探索安排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
2020年，教育部明确表态：“在保证
开足开齐国家规定课程，完成好正
常教育教学任务和教学时长的前提
下，学校放假时间包括春秋假时间
由各地、高等学校结合实际做出具
体安排”。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并不
理想，绝大多数省市还没有对春秋
假做出明确、统一的政策性规定。
“这种提议在小学搞搞还行，上

了中学，学业那么紧张，有中考和高
考的压力存在，哪有时间安排春假
和秋假？”有高中教师拿出校历说，
以上海为例，今年春季开学日是2月
17日，而且这学期又是“升学季”，学
业考、高考都进入了倒计时，最早来
临的一门学业考是在5月初，如果还
要在这之前安排一周的春假，不仅

时间上有困难，而且也怕学生“心玩
野”了。所以，即便设置了春季社会
实践，一般也只是放在高一年级。
“春秋假不是简单的放假，而是

系统性工程。”某区教育局负责人坦
言，从政策倡导到实际落地，春秋假
面临着多重挑战。当前中小学课程
安排高度紧凑，教材内容与寒暑假周
期深度绑定，若插入春秋假，教学节
奏可能会被打乱。一位初中语文教
师说：“每学期约20周，若春假占5
天，相当于减少一周课时。主科老师
压力最大，要么压缩内容，要么课后
补课，但两者都可能影响教学质量。”

需要重构教育生态

春秋假若与家长的工作时间冲
突，孩子可能陷入“无人管”的窘
境。家长王女士直言：“我和丈夫工
作都很忙，孩子放几天春秋假，要么
送去托管班，要么让老人来帮忙。”
对这样的家庭现实困难，陈小文表
示，春秋假的实行取决于社会能否
形成“家校社共育”的局面，最直接
的一项内容就是全面推动职工的年
休假制度。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浦东临港小

学校长王先云说，如果全面推行春秋
假，学期可能出现碎片化，原有的教
学周期会被切割，教师需重新设计课
程节奏。尤其是，中高考等重大考试
的时间是固定的，初中和高中学校可
能因担心教学进度而“明放暗补”。
另一方面，家庭看护与安全保障问
题也需要妥善解决，双职工家庭最
怕难以协调休假，孩子独自在家会
存在监护的真空，家庭的看护成本
也会增加，部分家庭需额外支付托
管班的费用。此外，社会协同机制
不完善、家长带薪休假制度不健全
等问题没解决好，都会影响到“亲子
假期同步”。最重要的是，现在社会
的公共服务还存在滞后性，博物馆、
教育基地等也需要针对学生的春秋
假做出管理上的应急调整。
王先云建议，要把春秋假作为

教育生态重构的一次契机，只有平
衡好培养机制、家庭需求与社会资
源，才能真正实现“以假期促学习、
拓视野、增本领、助成长”的初衷。

虽有国家政策鼓励，若不重构教育生态终究难落实

中小学春秋假，卡在哪儿了？
教育新观察

▲ 沪上一小学五年级小学生体验插秧

受访者供图

▲ 松江区岳阳小学四年级学生来到市学生
劳动教育基地——八十八亩田，开展劳动研

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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