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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未来学校一定离不开信息化，一定离不开人工智能，信息

化和人工智能是促使智慧教育的两个翅膀”；有校长将其概括为“现代化”，指出“未来学校

一定要有现代化技术的一个支撑，如果没有现代化技术的支撑，谈不上一个能够去把整个框架

建设起来（的方法）。”。还有校长认为，制度是未来教育的基础，“科学的制度体系是学校

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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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校也有三六九等”）

（“教育集团化这一块，实际上都是先靠房地产拉动，然后在这边签一个

教育小镇等等，整个就推动这一块。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落实到我们每一个高中，现在我们

所有的都要做预算，你所有的这样一种信息化技术装备的投入，都需要资金支持，肯定也不是

说你想做什么就立马能够实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支撑”）；

（“未来学校是智能的是吧？是民主的，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学校肯定需要

这样的师资，那么这样师资队伍从哪里来？怎样才能留住这样的好师资？现在还拿我们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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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来举例子，每年我们学我们 XX 县，因为师资的力量不足，然后每年省政府有一个特岗教

师，他的工资的发放不是由县来代付，是由省来直接给付的。然后给这三年，马上就干了，干

了三年到 XX 了，工资太低又走了，是吧？这就是说还是核心到经济的问题。”）

“咱们学校可能不同，但是实际上我在学校干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孩子本身的素质

也决定学校的发展，咱们当校长的知道，不是每个孩子放到你手里都能教育出来，教育的特别好。

农村的孩子跟市里的孩子的基本的素质它就是不一样的，那么前提条件，我觉得也是经济。”。

“定位非常重要，就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你能够把老师引领到哪一种层次，把学

生引领到哪一种层次，把家长教育到哪一个层次，这个都是我们作为校长要考虑的问题，也是

我们要打造智慧校园需要思考的问题”。“要对我所在的这所学校未来的愿景进行科学规划，

结合我们国家“十四五”教育的发展规划，以及国家现代教育现代化 2035 这样一个近期和中

期的规划，就是我们要有一张蓝图，让老师让同学包括让家长乃至社会知道我们未来这一所学

校在近期中期或者说更远的未来这一段时间，要达到的是一种什么样子，就像我们房地产开发

楼盘，他首先得有一个沙盘，而且这种规划一定要考虑我们的地区差异，结合学校的实际，综

合考虑学校的生源、学校的老师、学校的经费、学校的办学条件等方方面面，应该说既要长

远，更多还是要接地气，实际要能够逐步实现和推进。我认为这个是第一步，因为如果你没有

这个蓝图，没有一个规划，到底未来学校我们要怎么走，未来学校是什么样子，老师们同学们

包括家长社会都不清楚，后面的未来学校的建设，我认为就是空洞的不着边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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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进未来学校的变革与发展，要改变

我们老师的理念，也包括刚才大家说的，我们要主动去争取领导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在

未来蓝图上与上级主管部门形成共识，获得改革支持。此外，我觉得 根本的还是围绕着我们

关于未来学校的整体思考和设计，对我们老师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要在思想理念上作出一

些变革，否则观念不变，再美好的蓝图仍然是新酒装在酒瓶里面，老思想，是推动不了未来学

校的变革和发展的。”

“

关键的还是教师的锻造，未来学校你规划的再好， 终要能够真正让未来学校我们所规划的这

种蓝图变为现实，还是得靠老师，如果老师没变，老师跟不上未来学校的发展，那么所有的想

法，还是甚至都是指向遥远的未来，是可望不可即的未来。因此，教师队伍的建设，包括培养

培训，一定要围绕未来学校的美好愿景去培育老师，因为只有老师变了，只有老师的素养提

高，达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未来学校的要求，那么整个未来学校的推进才有根基，否则只是我

们校长一个人在那里规划，一个人在那里行动，有老师他的思想、他的理念、特别是他的综合

素养跟不上你未来学校发展，那么所有的工作我觉得 后都肯定是不能够落地的。”

“真没有时间思考（未来教育）这样的问

题”

“有时候一天能开几个会，我大概

算了一下一年要开300多个会” “难度远超想象，教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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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事情多、矛盾多、要求高，老百姓关注度高”

“至于到2035是什么样，那个时候我已经退休了，不在我考虑的范围内了”。

“每一个学段都按照规律、

按照规范办教育，班级定额能够落实到位” 高高的

铁墙，高度军事化的管理” “关注人，关注个性

化，关注学生的不同”

“没有哪个学校不搞排名，哪个不搞哪个就落后。虽然

上面强调素质教育、核心素养，但在高考指挥棒没有改革之前，我们只能紧盯老百姓的满意度。

‘臭豆腐’是应试教育 好的比喻。我们觉得，只要‘德育不出问题，体育过得去，智育好 重

要’，政府根本不敢承担教育质量下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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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在减少，技术在发展，专业服务人员没有增加的现实，（导致）专业人员进不来，只能选择

外包，比如说系统维护，常常束手无策，但日常维护经费又不够，所以很困难”

“我们教育本身就滞后于时

代，老师更是具有保守性，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



62



63

“我作为院长我很

生气，我没法评估，有的老师很认真，结果学生的评估分数不高。为什么？是因为考试太难，

给分不高。有些放水的老师就非常高的分数，我真是很痛心，所以我们现在看老师的评估分

数，除非说真正有问题的学生写了说这个老师课如何如何，这些事情我们会去处理一下，其他

的我都不怎么看的，但是老师有时候要发年终发奖、评优都要挂钩，我就跟学校一直在提这个

意思，我说差不多就不要比了，但学校始终不同意。我觉得未来的教育技术上面，我们是可以

做很多东西，但是如果说这种教育的理念上，我们没有大的突破的话，这是我说的可能有点过

分的话，我们所有的技术只能够加深和固化现在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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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过高地估计了 AI 的能力，错误地理解了教学”，“立德树人，人工智能

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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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人工智能，我希望自己做一名用心的老师，技术代替不了面对面的交流以

及亲力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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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个性化还是在一个框架内的个性化，就是我说的知识传授性的

个性化，而不是真正的个性化，真正的个性化的话是，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是发散性思维，

他的思维能力强，我们着重把他那方面的能力给它进一步的发挥出来，让他展示出自己的这方

面风采，但我们没有。现在的一些技术先进的辅导机构提出的所谓个性化培养，实质上是在所

谓的知识传授框架内的个性化，目标在于提高分数。这个是低了层次的个性化，某种意义上甚

至是个性化的反面，因为它更加剧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使他的个性无法得到发展。但是没有办

法，因为你到了考试的时候，不管是中考高考甚至研究生考试，都是标准化的，你再个性化，

你表达能力再强，你再有创新思维，都表现不出来。但目前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对我说的

后面那种个性化，他会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这方面没有人去做的，因为没有好处。”

“老师

想实现这种差异化的教学，太难了。他付出的东西太多了，他做不了。你还有什么科研的压

力，各方面压力，所以他不会那样。所以我觉得未来教育我们特别憧憬的一点，就是通过一些

信息化手段的介入之后，我们学生的每一次考试，每一次的课堂表现，我们能进行数据的收集

分析，然后我们能够找到每个学生的学习痛点。我觉得在未来教育这块，第一个强调就教师教

的变革，教的变革里面第一个是老师能够知道每个孩子的特点；第二个老师在教的过程中，实

际上是在帮助学生在做一种人生的规划，我觉得这一点是只有通过未来这种新技术的加入才有

可能实现的。教的变革之后就是学生学的一个重大变革，过去学生学，就是老师上课我就跟着

去听就可以，但是我觉得未来是根据对学生这种全过程的监测，能够找到每一个学生的特点，

找到他的优势和缺陷，通过技术手段放大优势、弥补缺陷，实现全人发展。所以未来教育的线

上线下混合，线下更注重于老师和学生这种面对面的互动，是一种集体协作；线上的实际上更

侧重于个别学生这种个性化的精准推送，然后能够对他完善人格也好，或者发展他的特长也

好，提供这种精准化的学习服务。这两者加在一起，他们共同的关键词就是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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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是实现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全面发

展，我们要这么培养，学生们都可以，但你 后一去实践，老师和家长不会买账。B省有个典

型的经历就是 P附中十几年前开始搞快乐教育素质教育， 后一年一年沉沦下去，现在已经快

掉到前 10 名以外了，它原来是特别靠前的，跟 R附中、Q附中以及我们 Z三附中一个水平，但

现在完全掉队了，学生高考一年不如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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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年来 大的一个变革（需要），你会发现（是）我

们的老师。我们老师的短板是啥？未来教育一定在这要去补。我们的老师不会上课，我们的老

师都是给学生灌输知识，这是我们老师的强项，但是在未来教育上他就遇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

境地。过去老师是知识的权威，学生没有啥其他渠道来获得知识，老师上课讲的都学生都不

知道。现在都什么情况了？上课经常老师就被学生给挂在讲台上，是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太强

了，所以老师教什么、怎么教，就特别重要。我认为未来的教育一定是教学和科研的融合体，

这二者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教师他没有一个好的科学研究，他不知道知识是怎么生产

的，他不可能给学生讲那种基于过程的探究教育，就是我刚才讲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去讲。

书上怎么写，他只能怎么讲，学生不会自己看吗？所以我说科研做得特别好的人，他教学差不

到哪去，科研不好的人，教学也好不到哪去，它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未来这种教育，就是

你有了这样一个能力之后才能真正的去发挥。”

“咱们国内大概有十几个，比如说学堂在线等好多这样的工具。包括像哪个大

学开发的思政课点名系统弹幕大家现场回答完了，马上就生成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针对

答的好不好，他能实时调整教学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认为目前这些东西还是在技术层面，一定

不能忽略未来教育要的是教师的这种主体性。我们经常叫以学生为主体，但是我说那教师叫什

么？教师他更像是一个导演，就是他要有一种深刻的设计，对吧？我们可以把学生让到这个舞

台中心。我们从教育哲学上来说，有两种 极端的。（一种）就是以教师为绝对主宰的，就

是你学生不要提要求，我不管你（提什么要求）。比如说我一上课（就说）我大学要培养你就

是 30 本（书），从古希腊开始到现在 30 本经典著作，你就把它给我啃完了，人类文明你就吸

收了对吧？（这就是）绝对教师主义。还有一种是绝对学生主义，其实（就是）问学生你想学

啥，对吧？其实我们更多的教育都是在二者之间，包括像杜威的整个这些，包括其实我们现在

主流的教育，。但是我始终认为教师就是教育的一个主导者，他要去设计，技术永远是为教育

服务的，我们不能让技术代替了教师的那种深刻性，这就是我一直所倡导的，我们的技术一定

要看他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对学生这种能力的培养，对吧？所以要不然花花架子花得可热闹了，

学生出了课堂之后发现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所以所有的深刻还是基于教师，对技术这一块一定

不能走过了，它就是一个辅助的手段。无论它多发达，它也是辅助手段。而且我们所有的软件

都是什么？都是人开发出来的对吧？所以人的东西都富含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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