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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AI，积极拥抱人
机协同的未来

在AI技术的冲击下，各个领域都在

发生深刻变革。深圳市福田区推出 70

名AI“数智员工”，该地区政务大模型2.0

版上线后，公文格式修正准确率超95%，

审核时间缩短 90%，跨部门任务分派效

率提升80%；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诺

贝尔化学奖均颁发给了研究 AI 领域的

科学家……

四川省天府青城计划教育领军人

才，四川省数智先锋人物，绵阳师范学院

党委常委、副院长王杨介绍，这些变革预

示着AI正在重塑未来世界。

AI拓展了人类的能力边界，提高了

社会的运行效率，它的强大也引发了新

的焦虑——AI是否会替代人的工作？孩

子们未来该何去何从？

“我们不妨以自己为圆心画一个圆，

如果把 AI 放到圆外，它便是威胁，如果

把它放进圆内，它便可以成为助手。”王

杨认为，AI的本质是模仿人类，在未来的

竞争中，焦点并非 AI 与人的博弈，而是

谁更会使用AI。因此，无论是家长还是

孩子，都要转变观念和角色，学会与 AI

共同学习和生活。

具体而言，未来的各项工作更多考

验的是知识与能力的交叉融合，做事前

要先思考目的，再根据目标拆解和创造

任务。家长和孩子在拥抱AI的同时，要

找准自身定位，从完成任务的执行者，转

变为目标的实现者。实践中需注重“人

机协同”，向AI借力。比如，合理分配任

务，“人”“机”之间取长补短；根据预期对

效果进行优化，向 AI 不断提问，改进答

案。

为帮助家长更好地实操，王杨提供

了一个人机协同“参考公式”，即“做什

么+给谁用+期望效果+担心的问题”，在

与AI对话时可以练习使用。

“AI决定任务的下限，而人的能力决

定任务的上限。面向未来的学习需关注

孩子数理思维、人文素养的培养，以及数

据思维、计算思维和智能思维的构建。”王

杨表示，为实现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双向赋

能，需要教育者做好对孩子情感的支持、

自信的培养、价值的树立、个性的鼓励和

智慧的启迪，培养兼具学习热情、创新力

与生命力的“站在AI肩膀上的新人类”。

立足教育之“变”，做“主
动进化”的家长

从学习到生活，AI在教育领域也催

生了变革。家长应怎样适应教育之

“变”，培育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四川

省绵阳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苟文彬指

出，虽然 AI 让教育变得更加丰富、更加

智能、更个性化，也更加高效，但家长与

教师仍需坚守以“人”为中心的立场，在

积极学习、运用 AI 的同时，警惕技术对

教育的反噬，理性思考AI时代的人才培

养。

“当 AI 接管了计算与记忆，我们更

需在思考与共情上深耕。因为教育的本

质是点亮灵魂，而非书写数据。”苟文彬

认为，应对 AI 时代的教育之“变”，需要

教育者遵循科学的成长逻辑，及时更新

教育观念。

以2024年高考语文中的一道作文题

目为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

的应用，越来越多的问题能很快得到答

案。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

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思

考，当 AI 能快速提供答案，人类是否知

道“该问什么问题”。对此，苟文彬指出，

教育应从“追求标准答案”转向“培育问

题意识”，家长与教师需要引导孩子从

“信息处理器”转变为“认知架构师”，做

一个有好奇心、能质疑、会提问、能解决

问题的人。帮助孩子建立起“认知免疫

系统”，提高面对信息时的筛选能力、辨

别能力。

此外，遵循AI时代的成长逻辑还需

做到从“追求知识的积累”转向“高阶情

感智能培育”。“AI能识别表情符号，但读

不懂‘母亲眼神里的担忧’。”苟文彬说，

家长应帮助孩子提升生命力、审美力、感

知力、创造力。

在关注孩子成长的同时，家长自身

的学习与进步同样重要。与其焦虑孩子

会被取代，不如思考如何与孩子并肩攀

登认知高峰。苟文彬建议，AI时代，家长

要走出“工具恐慌”，把 AI 从育儿的“对

手”变成“队友”，做与时俱进的学习者；

做孩子“现实世界的连接者”，警惕孩子

过度沉迷虚拟世界，帮助他们建立与真

实世界的情感连接；做孩子“健康成长的

引导者”，克服短视与功利化倾向，培育

内心丰盈、意志坚定、充满热情的生动、

具体的人，而非被“数字化”“标签化”的

人；成为孩子“多元成才的支持者”，支持

他们找到兴趣所在，走适合自己的成长

路径。

构筑“安全基地”，给孩子
更多情感支持

AI技术发展得愈发强大，除了担心

孩子在未来被AI取代，还有的家长会担

心“被AI夺走教育权威”。孩子听AI的

话，而不听家长的话，怎么办？西南科技

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四川省三八红旗手、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昌霞表示，在AI

面前，家长的优势并不在于信息的提供，

而在于对孩子的感同身受、情感支持。

从心理学中的家庭依恋理论出发，

家长是孩子的“安全基地”，正是在家长

的守护下，孩子才有探索世界的勇气。

陈昌霞认为，在 AI 时代，这种安全感的

营造更为关键。

探索AI这个“数字新大陆”，家长的

陪伴与引导是孩子的“心理安全带”。

陈昌霞以帮助孩子学习“情绪管理”举

例，即使孩子用 AI 工具搜索一百次“如

何保持情绪稳定”，效果也远不如身边

有一对情绪稳定的家长。“人类特有的

镜像神经元，能让孩子潜移默化地记

忆、学习家长的情绪行为模式，并在他

们自己的生活场景中展现出来。”陈昌

霞说，“家长能给予孩子的情绪价值，AI

永远无法取代。”

“AI时代的教育，不在于让孩子驾驭

多少工具，而在于守护他们的灵魂不被

算法‘殖民’。”陈昌霞表示，家长应与孩

子一起构建健康的AI认知。

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建立 AI 使用规

则，思考不同的 AI 工具什么时候用、怎

么用等具体问题，并做好孩子的榜样。

在实践过程中帮助孩子明确，AI只是学

习的工具而非取代学习的过程，要避免

不假思索地“搬运”现成答案，对AI提供

的答案有辨别能力。

引导孩子使用技术但不依赖技术，

家长可以有意识地训练孩子的批判思

维，鼓励孩子对 AI 提出的信息进行质

疑，并通过书籍、实验等去验证。同时，

陈昌霞推荐家长在家中定期开展一些

“数字断联”活动，如每周一天“原始学

习技能日”，在这天只能使用传统的手

写作文、口算心算、纸质地图等方式，强

化孩子的基础认知与空间思维能力。

还可以尝试“息屏24小时计划”，通过间

歇式“断网”增强孩子与现实世界的连

接。

帮助孩子构建健康的AI认知，并不

一定要以说教的方式进行。陈昌霞为家

长提供了更巧妙的方法，如用亲子讨论

或请教孩子的方式，和孩子聊AI的局限

性、AI输出信息的可信度等，让孩子在充

分思考、表达观点的过程中获得对AI技

术更加客观的认识。

近日，综艺《盒子里的猫》第二

季里的话剧《明天你想去哪儿》在

社交平台引发热议。两位话剧演

员用短短 14 分钟，演绎出现代父

母在职场压力与育儿焦虑间反复

拉扯的场景，戳中了无数家庭的隐

痛。当“鸡娃不如鸡自己”成为新

时代父母的口号，当“为孩子铺路”

演变成一场代际牺牲的循环，我们

或许需要重新审视：真正的爱与成

全，究竟该以何种姿态存在？

剧中，夫妻俩为孩子规划的兴

趣班清单令人窒息：思维课、书法

课、编程课、跳绳班……这些看似

“为孩子好”的选择，实则是家长对

教育内卷的被动妥协——生怕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

当教育变成你追我赶的恶性

竞争，当人们总以名校学历和高收

入来衡量成败，家长们不得不用补

习班填满孩子的课余时光。“我就

是不想让他成为我们这样的人”暴

露了这种集体焦虑：害怕自己“不

够努力”，更害怕孩子重复自己的

“普通”。

然而，“鸡娃”的代价是双向

的。妻子为了接送孩子频繁早退，

最终被公司边缘化；丈夫想请假搭

把手，却被领导以“提拔”为名施

压。于是，面对困境，剧中人喊出

“鸡娃不如鸡自己”的口号。妻子

毅然放弃职场晋升，换了一份“下

班早、挣得少”的工作；丈夫更加频

繁地出差，试图用物质保障孩子的

未来。这剂看似破解焦虑的“良

方”，现实中却可能成为新的枷锁，

因其本质上仍是牺牲式育儿的延

续。更值得警惕的是，当父母将自

我价值与孩子的成就捆绑，教育的

初衷早已偏离——这种无形的压

力，最终可能转化为对孩子生活的

过度干预。

话剧的后半段，一个看似松动

的转折将这种干预展现得一览无

余：夫妻俩不再要求孩子按日程表

赶场补习班，转而询问孩子：“宝

贝，明天你想去哪儿？”还没等孩子

开口，紧随其后的却是“科技馆、天

文馆、历史博物馆，你选一个，你说

了算”。这声询问，揭开了教育中

常被忽视的事实——当课外活动

成为新的“竞技场”，看似开放的选

择权，实则是精心包装的控制欲。

在采访花絮中，妻子的扮演者

分享的真实观察让人深思：在游乐

场，不少家长一直催促孩子离开沙

坑，有的家长甚至强行拖走正在玩

沙的孩子，只为赶着去玩“更有意

思”的项目。然而，当学习变成

KPI，玩耍被赋予“意义”，成长就变

成了一场被精心编排的表演。因

为“有意思”的标准，往往是家长预

设的框架，而非孩子内心的渴望。

这种“为你好”的隐性操控，恰恰剥

夺了孩子自主探索的权利。

话剧的结尾，丈夫回忆起童年

时母亲默默陪他喂鹅的画面。没

有说教，没有催促，那个瞬间却成

为他最温暖的记忆。或许，真正的

爱与成全就藏在那句朴素的、不带

任何附加选择的“明天你想去哪

儿”里——它不是放任自流，而是

相信孩子的生命力；它不是放弃引

导，而是在陪伴中静待花开。父母

与孩子，本就是共同成长的两代

人，当我们放下“必须怎样”的执

念，教育才能回归它的本意：不是

推着“船”勉强前行，而是如水般承

载，托起每个生命自在生长的力

量。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各地中小学校各地中小学校

也纷纷刮起了也纷纷刮起了““AIAI 风风”，”，AIAI 技术正以多样的方式融技术正以多样的方式融

入教育教学各个环节入教育教学各个环节。。为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为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 AIAI 在孩子学习在孩子学习、、生活生活

中的应用中的应用，，合理利用合理利用 AIAI 赋能孩子成长赋能孩子成长，，近日近日，，四川省家庭教育公益宣四川省家庭教育公益宣

传活动天府家长传活动天府家长““慧慧””20252025 年第二期在绵阳中学开讲年第二期在绵阳中学开讲，，多位专家齐聚多位专家齐聚

一堂一堂，，助力家长在助力家长在 AIAI 浪潮下理性浪潮下理性““冲浪冲浪”，”，陪伴孩子应对未来的挑战陪伴孩子应对未来的挑战。。

问：AI会不会削弱孩子的独立思考

能力？

“夸父”：AI是否会削弱孩子的独立

思考能力取决于人对它的使用方式。

通过 AI 工具直接获取答案容易导致思

维惰性，但将 AI 工具作为引导，辅助思

考，便有助于提升思维深度，关键在于

引导孩子合理使用 AI。建议采取分阶

管控的方式，低年级孩子解题时优先独

立思考，慎用 AI 工具；高年级孩子运用

AI 时，也仅限于验证思路、强化过程记

录，同时可以结合思维可视化工具，强

化逻辑认知。家长可以与老师协同制

定 AI 使用边界，既能避免过度依赖，又

有助于激发批判性思维，帮助孩子实现

技术赋能与能力成长的平衡。

问：AI如何辅助孩子提高学习效率？

“夸父”：AI可通过三大功能提升学

习效率。一是推荐个性化学习方法。

AI 能够基于知识图谱和算法构建知识

画像，精准定位孩子学习中的知识薄弱

点，为他们智能推荐练习题并动态调整

难度。二是智能直接管辖。AI 可以融

合监测与算法为孩子生成计划表，科学

训练孩子的专注力。三是提供成长型

反馈系统。AI 能够用自然语言处理的

方式生成孩子的学习报告，解析思维变

化。同时，还可以利用 AI 工具中的“智

能助教”模拟课堂提问，引导孩子自主

发现问题，助力他们自主学习。

问：如何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进行

优化管理？

苟文彬：优化管理需要家长转变心

态。电子产品使用“堵不如疏”，它并

非洪水猛兽，而是便于人际交流、知识

学习的工具，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思

考如何驾驭电子产品，要让孩子有“发

言权”，才能使规则发挥实效。如建立

使用规则时，规则不是针对孩子个人

而定，是全家都需要遵守的“使用公

约”。同时，家长要学会与电子产品争

夺孩子的注意力，让孩子的视线回归

现实生活。比如，家长从自身做起，通

过运动、阅读、旅游等方式培养孩子健

康、良好的生活习惯。当孩子热爱生

活、投入运动、喜欢交流，他们对电子

产品的着迷程度自然会降低。

问：如何让 AI助孩子成长一臂之力？

陈昌霞：家长需更充分地了解 AI，

关注 AI 不具备的、人类特有的能力，

如情绪调节、创新思维、知觉与感觉

等。把 AI 视作工具，善于利用 AI 强大

的信息检索能力、计算能力，辅助我们

实现目标。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学

习、探讨 AI 工具的使用场景与使用方

式，让 AI 促进孩子学习能力的提升，

帮助孩子拓宽认识世界的视野，获得

更加丰富的体验。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整理）

浪潮来浪潮来浪潮来袭袭袭

家长如何为孩子的未来家长如何为孩子的未来家长如何为孩子的未来“““掌舵掌舵掌舵”？”？”？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图片由活动主办方提供）

问答时间
活动现场，来自绵阳机器人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夸父”也加

入了“专家智囊团”，与嘉宾们一同为家长解答AI时代的育儿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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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现场提问。

天府天府

活动现场，主持人与机器人“夸父”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