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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综合征”不是病，但也要及时调节

开 发 出 热 门 聊 天 机 器 人
ChatGPT 后，OpenAI 继续在生成
式人工智能上玩出新花样。

2 月 16 日凌晨，OpenAI 再次
扔出一枚深水炸弹，发布了首个文
生视频模型 Sora。据介绍，Sora 可
以直接输出长达 60 秒的视频，并
且包含高度细致的背景、复杂的
多角度镜头，以及富有情感的多
个角色。

尽管Sora目前仍有很大缺陷，
但足以“以假乱真”的视频效果，还
是令人惊艳不已。不乏有人惊呼，
人类再一次站到了科技颠覆社会
生活方式的新奇点位置。面对不断
迭代升级的AI，很多人都担忧自己
会不会被“替代”，而人工智能时代
教育何去何从，同样值得教育工作
者们深思。

AI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早
在1997年IBM超级计算机“深蓝”
便打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
帕罗夫。2016 年 AlphaGo（阿尔法
围棋）与李世石之间震撼世界的

“人机大战”之后，公众对人工智能

更是刮目相看。ChatGPT的能力则
“更上一层楼”：它基于大量数据训
练可以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并
进行交流对话……毫不夸张地说，
技术正在迅速地改变着这个时代，
教育也必须与时俱进地变革，才能
培养出未来需要的人才。

毋庸讳言，人工智能时代，很
多工作都会被取代，甚至包括一些
专业性较强的会计、医生等工作。
因此，教育应该关注的是那些不能
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能力，如感知能
力、创造力和洞察力，以及与人合
作的能力等。与之相应，学习的主
要目的就是培养分析思辨能力、实
践能力、合作交流能力等一系列机
器无法具备的核心素养和能力，帮
助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而不
是获取简单的记忆类知识，要让学
生从死记硬背的灌输式教育中解
放出来。一言以蔽之，更重要的教
育应当在书本之外。

英国惠灵顿公学的校长托马
斯曾坦言：目前的教育和考试系统
都是源自于过去的时代，这种强调

记忆力的教育仅适合过去的时代。
他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于释放孩子
各方面的天性。在中学阶段，应该
给孩子们留下更多可以伴随一生
的良好品格，即积极、慎思、独立、
个性和包容这五大特质。

令人遗憾的是，信息时代的教
育，不少地方却依然停滞在工业文
明时期。学生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
产品，统一步调和型号，简直成了
生 产 出 来 的 机 器 。当 机 器 成 了

“人”，而人却成了“机器”。不夸张
地说，只会低头看分数的教育，必
然没有明天。

换言之，面对人工智能时代，
学校教育迫切需要更新教育教学
观念。人工智能或将颠覆我们既有
的教育认知，不是狼来了而是全新
的知识储备革命，不是既有的几何
级变革而是断代式跨越，人类可能
就此腾空而不是迈进。就此而言，
ChatGPT和Sora等的出现，与其说
是教育遭遇空前危机，不如说是带
来了变革的莫大契机。

胡欣红

开学综合征是指在新学期开
始时，生活内容、方式及节奏的突
然变化使不少学生产生很多不能
及时适应开学后生活所表现出的
非器质性病态表现，例如：生理上
出现疲乏、嗜睡……在学习上出
现记忆力下降、上课时容易走神等
表现。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按照
我国的传统习俗，正月十五吃完
汤圆才算过完大年，有相当一部
分学生人到了学校，心还沉浸在
春节的喜庆祥和中。由于身心状
态未能及时调整，而学校的学习
生活却按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始实
施了，部分学生就会由不适应而产
生一些非器质性“病态”。

“开学综合征”虽然不是病，但

若不及时调整，会让部分学生跟不
上学习节奏，融合不到集体当中。
那么，该如何对“开学综合征”进行
调节呢？

首先，学校在开学第一天不要
一刀切地要求所有班级都按照课
程表上课，应允许班主任根据本
班实际，搞一些有助于学生分享
寒假生活、释放情绪的主题班会，
让学生们畅快淋漓地聊一聊寒假
生活、跟自己的“闺蜜”说说心里
话、跟老师谈谈又长一岁的自己
在新学期里有哪些打算。当学生
们把自己在过大年中的喜乐及遗
憾说出来，情绪会得到释放，有助
于身心的调节。

其次，各任课教师要上好新学
期第一课。寒假后的开学第一课上

什么？怎么上？应多听听学生的意
见，最好的打开方式是淡化学科教
学，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方式聊聊与
本学科相关的趣闻趣事。

再次，让每个学生承担起对
班级的责任。让学生快速融入集
体、适应集体，最好的方式是让学
生在集体中有事可做。所以，调整
好班级的组织结构很重要。例如
制定好班干部、小组长、课代表、
团支部书记（少先队中队长）等职
务的月度轮换计划，让每个学生
知道自己即将要做什么，有助于
学生快速收心。

打败“开学综合征”，仅靠言语
上的说教，效果不大，必须要靠实
实在在的活动，才能让学生尽快切
换状态。 苏银成

寒假后的开学季，很多学生在开学初的一段时间内不能
快速适应学校学习生活，出现很多非器质性病态表现，人们
称之为“开学综合征”。如何应对“开学综合征”？《现代教育
报》公众号给出了攻略。

（2月24日《现代教育报》）

文生视频亮相给教育敲响警钟

让梦想照进大地
2月23日上午，第三届“天宫画

展”在中国空间站开展，海曙区石
碶街道栎社小学的六年级学生王
姝月的作品《东北大粮仓·现代新
征程》获得了展示。当王姝月在电
脑屏幕上看到自己的作品时，不禁
激动地大喊：“爸爸！我的画上天
了！”据悉，这是宁波市唯一进入这
个画展的画作。

（本报今日A09版）

完全能理解小作者的激动心
情，展出的 53 幅画作是从 2 万多幅
报名作品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且这
次画展不同于通常的画展，局限于
某个地域、特定阶层，而是在空间站
展出，在“天上”展出，全中国的中小
学生都能看见，其意义和影响之大，
远非一般画展能比。

王姝月何其有幸，能收获这份
殊荣！是因为作品的艺术水准很高，
契合了三位航天员的审美标准吗？
我仔细审视了画作，毕竟是小学生
的习作，说不上有多高的艺术水准，
在我看来，其之所以能入选，在于它
的立意。这次画展的主题是“孩子眼
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王姝月的眼界
高就高在跳出了宁波本地，跨越千
山万水，将目光投向了白山黑水间
的东北大地，用大手笔画出了一幅
在广阔的黑土地上，一辆辆现代化

“无人播种收割一体机”正在收割，
视野辽阔，气魄宏大。

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孩子难得看
到如此大规模的收割机，在孩子们
眼里收割机已经是很现代化了，但
在王姝月看来，无人收割机，而且还
要是一体的，才是“我眼中的中国式
现代化”，到那时，人与自然融为一
体，人们的物质生活满足，精神世界
丰富。王姝月的眼界之高由此可见
一斑。

小作者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据其爸爸介绍，灵感来自平时家里
吃的东北大米，在查阅相关资料后，
认识到东北三省占全国粮食产量逾
五分之一，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
石”，关系到14亿中国人的“饭碗”，
扛起了中国粮食安全的重任。由此
确立了作品的主题：“东北大粮仓可
以带动经济蓬勃发展，带领我们一
起走向美好未来。”

难能可贵，小小年纪，王姝月有
这样高的眼界，这么广阔的视野，这
么宏大的梦想！小朋友们当放眼中
国，放眼世界，胸怀远大理想，既立
足于课堂，又着眼于国家建设，既注
重书本知识的学习，又要将目光聚
焦于最新的科研成就，广纳新知，学
好真本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各
显其能。

陌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