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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听多了“留给中国足球队的时
间不多了”这句话，没想到，曾担任
过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
校长的俞立中竟疾呼：“留给学校
依赖传统教育模式办学的时间也不
多了，需要思考未来教育应该怎样
推进。”昨天，在上海籽奥高级中学
举行的一场高中教育改革与创新论
坛上，俞立中的话引起教育专家和
一线校长的共鸣，认为在深受AI影
响的时代背景下，现有的学校构
架、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必然需要
寻求突围。

学会学习、选择和思辨
校外补课那么卷、作业“题海”

那么深、考试难度那么大，真的有用
吗？“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曾对我
说，传统的书面考试只能够测试出
人的智商里的两方面情况，一是逻
辑能力，二是记忆能力，其他诸如沟
通能力、领导能力、艺术才能等，基
本上是‘考’不出来的。”俞立中说，
应试教育只是在培养学生的固定思
维，学校必须有考试，但考试的目的
并不是为难学生，而是检验教学的
效果。
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必然会倒

逼高中教育改革。怎么改？俞立中
说，高中教育改革的方向就是从源
于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教育模式
向信息化时代的“个性化”教育转
变。原来的工业化社会，更多地强
调人才培养要有统一的“规格标
准”，所以就衍生出所有的学校都执
行一个课程标准，所有的学生都学

一套统编教材，所有的教师都按一
样的课程体系教学。未来，学校和
教师一定还会存在，但功能一定会
发生变化。因为，很多知识性的东
西，通过AI工具都可以查到答案，
但一个人的技能素养、创新能力的
塑造与发展，靠人工智能是完成不
了的。因此，学校教育的目的是要
让同学们“学会学习、学会选择、学
会思辨”，这才是在学校里所要学习
的最重要的本领。学生是千差万别
的，没有一种教育模式适用于所有
的人。教育只有提供更多的选择，
才能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
习模式，满足不同个体的发展需求。

教师是引导者、助学者
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

说，教育在人工智能面前变得很脆
弱，原因就是我们现有的传统教育

模式，是建立在让学生单向地“接
受”和“服从”基础上的，教师上课
时把预制好的答案传给学生，让他
们接受这个“标准答案”，而不是教
会学生提出问题。从现在开始，教
育的目标必须转为培养人的素养，
即必备的品格、关键的能力。在课
堂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创设
各种问题去激发学生思维和讨论
的热情，让学生们各抒己见，教师更
像是一位引导者、助学者，而不是答
案的提供者。
“学校创办一年来，我们给全校

教师出了一个题目——高中教育的
责任究竟是什么？”籽奥高中总校长
王慧琴说，学校提出要把学生培养
成为身心健康的“全人（whole
person）”的教育构想，就是要从品
格发展、学术素养、批判性思维、情
感发展、健康的社交技能、多元文化

的适应能力等六个维度实现对人的
完整教育。
“高中校园应该是一个具有无

限可能的创意空间。”王慧琴介绍的
籽奥高中是这样的，“以C栋教学楼
为例，我们正在打造一系列充满活
力的互动空间。在那里，同学们可
以静静地阅读心仪的书，展开热烈
的学术讨论，展示个人的才艺或作
品，向同学和老师自由地表达想
法。我们还希望整个校园可以成为
流动的艺术画廊，可以成为充满科
技魅力的创新馆，可以成为富有戏
剧张力的沉浸式表演舞台。校园不
仅仅是学习的场所，更是同学们将
想象力转化为现实的载体。每一个
角落都可能成为创意的孵化器，每
一面墙都可能见证同学们的成长与
蜕变……”

本报记者 王蔚

本报讯（记者 郜阳）昨天，“雪
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上海，中
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主要
任务。考察队由来自国内外118家
单位的516人组成，这是我国第2次
在南极实施3船分航段考察——
“雪龙”号2024年11月1日从广州
出发，历时159天总航程2.7万余
海里；“永盛”轮自去年11月20日
从张家港起航，2025年1月23日完
成考察任务，历时65天，航程近
1.1万海里；“雪龙2”号目前正在
执行罗斯海联合航次，预计6月完
成考察任务返回上海。

考察队克服陆缘冰融化、密集
浮冰等多重困难，完成了中山站、
长城站、秦岭站的物资和人员卸运
任务，在南极半岛、宇航员海、普里
兹湾、阿蒙森海、罗斯海等海域完
成综合调查监测和国家“五大类”
科技项目，在中山站、长城站、秦岭
站、昆仑站、泰山站、格罗夫山等区
域完成了工程与保障能力建设、陆

地和沿海生态环境调查、内陆与航
空调查、国际合作等任务。
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临时

党委书记、领队王金辉介绍，本次
南极考察亮点颇多——
一是完成南极秦岭站配套设

施设备建设任务，并首次开展越冬
考察任务，中国南极考察进入“三
站越冬”时代。在南极首次成功应
用风、光、氢、储多能互补体系，新
能源利用率超60%。
二是取得一批重要的科研成

果，主要包括：在我国中山冰雪机
场至恩德比地、格罗夫山、查尔斯
王子山及伊丽莎白公主地冰盖区
开展航空调查任务，填补了该地区
的基础数据空白；在恩德比地和阿
曼达湾首次获取一整年的企鹅栖
息地观测数据，为研究企鹅习性和
企鹅栖息地年际变化提供重要数
据支撑；在哈康七世海首次观测到
南瓶鼻鲸。首次在阿蒙森海进行
长柱状活塞重力取样，获得8.67米

沉积物岩芯，可用于揭示阿蒙森海
古海洋与古环境演化；进一步优化
冰下潜标结构设计，回收与布放效
率显著提升，创下中国极地考察潜
标观测时间最长纪录，获得了长达

1407天的完整观测数据。
三是南极考察国际合作“多点

开花”。在罗斯海地区组织了秋季
联合航次考察，美国、澳大利亚、韩
国、英国、新西兰、马来西亚、泰国

和中国香港地区参与其中；同澳大
利亚、挪威等国共同实施了国际南
极“环行动计划”；与俄罗斯、巴西、
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合作开展环
南极航次考察，对南极生物生态进
行现场研究观测；泰国2名科学家
应邀在我国南极长城站开展了微
塑料方面相关研究。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副主任龙威表示，本次考察是我国
极地考察40周年之际开展的重要
科学考察，在技术方法创新、我国
自主研发极地装备的规模化应
用、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
新突破，在作业时间、区域跨度等
方面均创历史新高，为未来执行
大规模、高强度、国际化和跨学科
的极地综合考察积累了宝贵经
验，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南
极快速变化、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积极参与南极治理提供了有力
支撑。
记者了解到，目前“雪龙”2号

还在罗斯海区域执行秋季航次考
察任务，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此类任
务，将为认识罗斯海秋季弱光—黑
暗季节中海—冰—气的相互作用、
生态系统过程、生物种群生存策略
以及碳埋藏等方面提供科学数据。

本报讯（记者 左妍）
作为上海市第37个爱国
卫生月暨第35届健康教
育周主题活动，昨天，在
松江区泰晤士小镇举行
的市民“春季健步走”现
场，市爱卫办向广大市
民发出“春之邀约”：鸟
语花香，让我们一起走
在春风里！本市首批推
出16条健康路线，将在
各区丰富多彩的活动中
绽放春日魅力，引导市
民关注体重管理，养成
良好生活习惯，提升健
康素养水平。
市爱卫办介绍，为体

现健康上海建设基层实
践成效，深入贯彻落实
《上海市爱国卫生与健康
促进条例》中关于加强基
层爱国卫生和健康治理
的要求，本市创新探索卫
生健康街镇建设。至去
年底，首批遴选18个街

道、20个镇和2个园区
共40个街镇，涵盖繁华
商业区、老城厢旧里、次
新房集中社区、城乡接
合部地区、新型城镇化
区域和职业人群集聚工
业园区等本市各地区市
民工作和居住形态，从
中涌现出健康品牌、健
康模式和健康阵地等多
个优秀实践案例。
今年爱国卫生月期

间，各区结合卫生健康
街镇试点建设成果，统
筹整合资源，推出覆盖
全市的首批16条市民
健康路线，串联起全国
闻名地标、网红打卡
点、城乡公园绿地、环
城河道水系、文旅美术
健康场馆和居民活动
中心等，沿途设置健康
知识和技能科普点位，
让市民了解春季健康核
心知识。

本报讯（记者 左妍）第91届中
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CMEF）昨
天开幕，“机器人与智慧医疗高峰论
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由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杨广中教授领
衔，依托上海市同仁医院和上海交通
大学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建设的上海
市柔性医疗机器人重点实验室，在会
上揭牌。

据实验室主任杨广中教授介绍，
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机器人的控制
和驱动方式正在经历迅速的变革。
该实验室立足于多学科领域创新交
叉融合，以复杂的生命体作为切入
点，开展新型材料、柔性驱动、AI和智
能化、仿生与生物混合等关键核心技
术的科技攻关，面向重要健康问题，
研发普惠化、智能化的基层可推广的

新型医疗机器人产品。
实验室将链接临床、基础科研、

工程技术的发展与产业化过程打造
三大平台：创新技术平台、临床应
用平台和产业转化平台，加强国际
合作与交流，组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科技人才队伍，实现“产—学—
研—医—用”生态链协同，推动柔性
医疗机器人领域的原始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记者从
今天召开的杨浦区教育大会上获悉，
今年杨浦区将推出三个教育服务实事
项目，为孩子们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三个项目分别为：“托立方”长阳
创谷嵌入式托育服务。引入优质托
育专业力量，为长阳创谷园区企业员
工18—36个月的幼儿提供全日托、

半日托、计时托和亲子活动等多样
化、普惠性服务；在杨浦滨江实体建
设校家社“教联体”即“YOUNG陪伴·
慧成长”杨浦区青少年成长中心，组
建法治专家、心理导师、德育名师、家
庭教育顾问等专业团队，与家长和老
师一起破解青少年成长面临的新问
题；推进“Science300共享实验室”计

划。一是依托区域内资源，向中小学
生开放100个科学实验室。二是区
教育局携手钱学森科学发展基金会，
打造100项主题式、模块化的移动实
验装置，以“科学集市”形式轮转式配
送至中小学。三是指导学生和家长
因地制宜设立家庭实验台、科技角，
形成100个家庭科学实验示范案例。

人工智能广泛运用倒逼高中教育改革

留给只考“标准答案”的时间不多了

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搭乘“雪龙”号凯旋

首次获取企鹅栖息地一整年观测数据

■考察队员在企鹅繁殖地调查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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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柔性医疗机器人重点实验室揭牌

托班“嵌入”产业园区 实验室向学生开放

教育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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