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鲍涛 美编：王蓓 校对：刘辉  2025年7月14日 星期一13
AI时代 娃要学编程吗？
不必！听听专家怎么说

  AI时代呼啸而来，不少家长纠结焦虑：孩子需要学编程吗？学什么不会被AI替代？
教育部义教信息科技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熊璋明确告诉家长
“会不会编程不重要”，重要的是“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在价值观、必备品
格、关键能力三大方面将孩子培养成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人。

  AI时代来临，每个孩子都需要学编程吗？熊
璋明确表示：不需要。会不会编程或操作某个软件
只是一项具体技术，孩子有兴趣可以学，没兴趣就
没必要学。
  熊璋指出，AI时代、信息社会对孩子的培养
不在于会不会编程，而是三个层次：正确价值观、
必备品格、关键能力。
  其中，关键能力分为三个层次：适应力、胜任
力、创造力。适应力是最低标准，即社会发展的时
候我们能否适应它；在社会发展中能胜任工作，是
中级标准；最高标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能创
造性地利用科学技术，促进人类幸福、社会发展、
经济繁荣。

编程，有兴趣可以学

没兴趣就没必要学

对AI不惑、不忧、不惧

  家长问：这次中考，女儿很幸运踩线进了
理想的高中，之前听说高中竞争很激烈，很多
成绩好的学生适应不了，退步很大，那我们这
种“吊车尾”的岂不更是难翻身？我该如何帮
助孩子调整好心态，迎接新的挑战呢？

　　答：首先，恭喜您的女儿能够进入理想的
高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成就。高一
是整个高中生活的开始，无论一个学生的初中
学习多么辉煌，高一就和大家一起，重新归到
一个起点。作为家长，能够想到帮助孩子一起
作准备去迎接新的挑战，是非常好的。接下
来，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孩子调整好
心态。
　　第一，跟女儿一起重新做一个合适的自我
定位，树立信心。不管孩子的中考成绩排名如
何，是成绩优异也好，还是踩分进校也好，进
入高中，就是进入到人生的一个崭新阶段，不
能因为以前成绩优异而傲视他人，也不要因为
成绩平平而畏惧退缩，往事一切归零，大家又
重新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在接下来的高中三
年里，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的进步空间都很
大。无论大小，都要庆祝女儿的每一个进步，
这会增强她的自信心。
　　第二，鼓励女儿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和学会有效管理时间。进入高一，学生们要学
习的科目众多，知识点多，难度加大，学习思
维方法与初中也差别很大，因此要去探索适合
自己的学习方法，比如通过小组学习、做笔
记、定期复习等方法。还有就是学习的时间非
常紧张，这需要帮助孩子学会有效管理时间，
平衡学习和休息，避免过度劳累。
　　第三，跟女儿一起做好高中学业规划。在
新高考模式下，考生从高一开始就要进行选
科统筹规划。所以需要提前了解高考选科
政策、各选科组合的优劣、高校选科要求
等信息，并进行自我剖析，综合制订个人
选科规划和生涯规划。而且，现在的升学

路径也非常多元化，除了普通高考统招，还有
强基计划、综合评价等不同途径。学生在高

一阶段就可以对各种升学政策进行了解，
以便提早部署好自己的升学规划安排。

  第四，鼓励女儿积极主动去适应新的
生活环境。对于高一新生来说，高中的一切
都是崭新而陌生的，而人在一个环境里，想
要从陌生到熟悉，快速适应新的生活，需要

自己主动积极地融入进去。对身边的同学和老
师要以诚相待，积极地为班集体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这样就可以很快地融入新环境里去
了。如果孩子的性格偏内敛，对新环境容易产
生抗拒或者难以接受的心理，就更需要在开学
前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以自信、包容的态度积
极主动地融入进去。可以从接受高中的校园环
境，到理解并遵守校园的规章制度，再到打开
心扉接纳身边热情开朗的老师同学，循序渐进
地融入整个高中的学习生活中去。同时要认识
到适应新环境需要时间，不要因为一开始的困
难就气馁。
　　第五，需要培养女儿在遇到问题时主动寻
求帮助的习惯。作为家长，还应该给予女儿足
够的支持和鼓励，让她知道家庭是她坚强的后
盾。这样孩子就能够很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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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踩线进入理想高中

家长怎么帮孩子迎挑战

　　AI时代教育评价面临改革，国家已经提出
“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
　　熊璋对于“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的理解
是不要再卷考试，不要再卷成绩，“卷考试、卷成
绩的事，人工智能全取代了。以后，有可能一个芯
片嵌入人体，所有你原来要背诵的东西全部都有
了。所以，未来的学生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要身体
健康，要去实践、去探索、去创新、去做新的事
情，而不是去背题、解题。”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支持的是自主式学习、沉
浸式学习、真实性学习、合作式学习。此外，未来
学生的发展中价值观、心理健康、身体素质非常重
要，人工智能也应在这些方面下工夫。
　　社会上尤其是教育界，对人工智能表现出一定
的疑惑、忧虑和害怕。熊璋明确表示：没有必要。
　　为什么“不惑”？只要认真、科学地去认识人
工智能，没有什么疑惑。
　　为什么“不忧”？其实，有一颗立德树人的
心，把教育强国做好，没什么可忧虑的。
　　为什么“不惧”？及时去适应人工智能，人工
智能并不可怕。
　　熊璋表示，大胆地去利用人工智能，让人工智
能为我们服务，帮助我们、辅助我们，不能让人工
智能取代我们。让人工智能赋能老师的时候，老师
也要赋能人工智能，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新生态。
　　“人工智能科技方兴未艾，还在发展的势头
上。我们未来一定要和人工智能一起生活，我们没
有办法把人工智能挡住，我们也希望人工智能不要
把我们挡住。因此，我们要改变自己，
改变教育，这就是教育现在要创新
的源泉，这就是我们应对变局的
方法。”熊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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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时代应注重培养孩子在四个维度的提升。
　　一是信息意识。能判断信息的真假、信息价值
的高低、不能把垃圾信息当宝，不能传递错误和垃
圾信息，不是任何信息都要转发、扩散，而要传递
正确、价值高的信息。比如学生遇到任何问题，会
搜索相关信息，知道前人的方法，几个同学完成团
队作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纽带就是信息，
要会保障信息的真实性、积极性、正确性、准
确性。
　　二是计算思维。在学习和生活中解决任何问
题，会选择最优方案，以最高效率、最简单的方法
以及最少的开销做最多的事情。会把抽象问题变为
用数学方法描述，有逻辑地形成模型和算法，还能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融会贯通。比如从家到机场，公
交、地铁、打车、机场大巴等方式，如何根据自己
对价格和时间等需求，选择到机场的方式，甚
至不同交通工具之间的组合。计算思维不
是计算机的思维，但像计算机，人有
这样的思维，有没有计算机，解决问
题都是效率高的。
　　三是数字化学习与创新。在生
活、学习、工作中，遇到任何问题
首先想有没有资料、资源、工具、
平台帮忙解决，在数字世界中多少
知识可以调取、用上，而不是自己吭
哧吭哧从头开始。
　　四是信息社会责任。在信息社会中应
有怎样的责任观，怎样维护国家的利益、尊
严、统一，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做伤害社会
的事情。
　　AI时代，更需要培养孩子的是从知其然到知
其所以然，让孩子发现自己的好奇心、求知欲、探
究欲，实现跨学科的进步。

“四个维度”提升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