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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焕新 欧媚 郑翅

长江浩荡，武汉见证着千百年
南北交融。

5月14日至16日，智能时代的
浪潮向武汉奔涌而来——2025世界
数字教育大会在此举办。大会以

“教育发展与变革：智能时代”为主
题，来自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政府官员、相关国际组织负责人、
大中小学代表以及专家学者等，共
绘属于智能时代的教育星空。

在未来中，锚定智能坐标

“教育已经进入改变底层逻辑、
重塑教育生态，资源共创分享、消
弭数字鸿沟，素质能力重构、促进
全面发展，全球开放合作、推动文
明互鉴的智能时代。”2025 世界数
字教育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教育部
部长怀进鹏在主旨演讲中说。

未来课堂、未来学校、未来教
师是什么样？

“老师，我们组预测了一些蛋白
结构，但不确定蛋白在病毒的什么
位置。”随后，在教师指导下，AI
导师慧雅展示了实验数据并帮助学
生突破本节课的学习瓶颈。在开幕
式展示中，师生运用人工智能、虚
拟仿真等技术，探索从蛋白质结构
预测到小分子药物设计的学习研制
过程，共同呈现了“师—生—机”
三元一体、有机融合的新型教学模
式。

这是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
的生动探索。

走进大会，可以看到更多智慧
赋能教育的新形态。

在教育数字化成果展上，50多
个展项集中

呈现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布局及政
策成效，生动展示数字教育融入教
育教学各领域的丰富实践。

在4所参访学校里，AI火星救援
车“登陆”小学校园；职业技术院校正
着力培养创新型“数字工匠”；仿生鱼
成为跨学科实践的载体；大模型诊断
助力果农丰产增收……

“我们不仅看到了很多数字化前
沿技术，也看到了中国教育数字化
应用的最新成果。”瓦努阿图教育部
长第一政治顾问霍华德·阿鲁说。

“智能技术已成为每个人学习成
长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西兰驻华
大使乔文博感受到，“人工智能与未来
教育”是嘉宾们谈及最多的话题。

未来已来，越来越多国家积极
拥抱数字教育变革，越来越多国家
持续开展数字教育实践，教育发展
踏上智能时代的新道路。

在浪潮中，扬起变革之帆

“变化”，在大会中被广泛提
及。全体会议、高端对话、10场平
行会议、多场专访，不断回应着

“智能时代、教育何为”的课题。
当贫困等危机阻碍接受教育的

道路，如何弥合数字教育的鸿沟？
“南非正在构建统一、协调、包容的
教育体系，向所有人提供免费的数
字教育内容，还根据劳动力市场及
时调整课程内容，让所有人特别是
年轻人，平等获取学习和发展机
会。”南非高等教育和培训部副部长
布提·马纳梅拉说。

当知识获取越来越便捷，如何
应对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英国教
育部国务大臣史蒂芬·摩根说，今
年，英国公布了学校技术应用的新
计划，制定人工智能教育工具的最

低安全标准，以及成立教育技
术证据委员会，以协助评估

新兴技术。
当人工智能颠覆

传统教育模式，大学

如何培养学生？浙江大学成立人
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人
工智能成为全校本科生的必修
课；武汉理工大学大力推进

“教育数字化”和“人工智
能+”行动，持续深化STEM
教育与产业创新有机融合……

讨论，引发更深层的思
考。

“不变”，是在与时俱进地推
进教育改革创新中，绝不能丢掉教
育的本质。

智慧启迪和心灵滋养，不能
变。“如果人工智能就能帮助学生找
到答案，那么教师应该教什么、怎
么教？如果一位教师上课都不看着
学生，不关注学生的思维发展，那
就不能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教师。”
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说。

注重综合素养的提升，不能变。
“要从重知识传授转变为重能力塑
造，从单一分割转变为新兴交叉，从
教师传授转变为自主探索，从分数为
王转变为多元综合。”中国科学院院
士、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说。

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
不能变。“人工智能不仅是工具，更是
教育变革的催化剂。我们始终相信，
真正的教育升级必将是技能创新、人
文关怀与制度完善的完美融合。”宇
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说。

…………
智能时代，机遇与挑战扑面而

来。大会让智慧交织碰撞，点亮教
育发展的未来星光。

在世界中，搭起合作之桥

“智能时代、教育何为”是一道
时代课题、世界课题。这场全球瞩
目的数字教育大会，成为各国协作
答题的起点。

来自世界各国的教育官员、专家
学者在会上反复提到同一个答案——
携手合作。

共识最终凝结为大会的重要成
果——《数字教育合作武汉倡议》。
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携起手来，推动
建立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
的国际数字教育发展共同体，并明确
行动路径——共建数字教育标准，推
动平台互联；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
进要素互济；共促教育智能转型，实

现经验互鉴；共护人工智能安全，加
强理念互通。

从北京倡议到上海倡议再到武
汉倡议，中国以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为平台，不断为全球合作绘制蓝图。

全球合作共同迎接智能时代教
育变革的共识，在大会落地生根。

中国政府首次以“智慧教育”为
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生
动描绘了智能时代中国教育发展与
变革的蓝图，为全球智慧教育发展贡
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实践的具体载体，也在搭建。
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发布一系列教育
数字化标准成果，以标准共通促进
更多合作行动。《关于构建国际数字
教育标准体系框架的倡议》促进教
育资源的共享与技术的协同创新；

《教育大模型总体参考框架》作为世
界数字教育联盟发布的首个标准，
为教育大模型领域确立了关键的设
计原则。

大会让更多国家看到了携手共
同应对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必要和
成效。“我们希望加入中国倡导的这
一数字教育国际开放合作体系，利
用教育和人工智能增进全人类的福
祉。”哥伦比亚教育部部长丹尼尔·
罗哈斯·麦德林说。

大会落幕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

这场跨越山海的思想激荡，以
丰富的成果开启智能时代全球教育
变革新篇章，绘就全球教育更美好
的未来。

让智慧之光永驻教育星空
——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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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毅哲） 5月
16日，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武
汉闭幕。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主持闭
幕式。柬埔寨副首相兼教育、青年和
体育部大臣韩春那洛出席闭幕式。教
育部副部长吴岩、湖北省委副书记诸

葛宇杰、浙江省副省长卢山参加闭幕
式。

中外嘉宾代表在闭幕式上发
言。闭幕式上还发布了《中国智慧
教育白皮书》、宣布启动国家教育数
字化战略行动2.0，发布了《关于构

建国际数字教育标准体系框架的倡
议》、《教育大模型总体参考框架》
联盟标准、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
2025、数字教育研究全球十大热
点、《数字教育合作武汉倡议》。

中外政府官员、相关国际组织

负责人、大中小学代表以及专家学
者等参加闭幕式。

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举行期
间，来自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政府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负责
人、驻华使节和知名高校校长等共
聚江城武汉，共同探讨数字教育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共同展望智能时
代数字教育的广阔前景，取得了丰
硕成果。新一届大会将于明年在中
国浙江举办。

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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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马丽娟

初夏的毛乌素沙地，黑沙蒿、花棒、沙柳等肆
意生长，柠条迎着耀眼阳光，绽放串串金黄色花
朵。

出宁夏盐池县城向西南，开车至人迹罕至的沙
泉湾。虽叫沙泉湾，这里既没泉，也没湾，几栋不
起眼的平房，是宁夏盐池毛乌素沙地生态系统国家
定位观测研究站。

早在4月底草刚绿时，26岁的北京林业大学水
土保持学院博士生农皓钧就来到这里，开始又一次
长达半年的野外科研观测。作为学院荒漠土壤动物
研究方向唯一的学生，他的科研日常是——抓虫
子。

顶着烈日，步行半个小时走进荒野深处，一片
经过人工修复的沙地便是农皓钧的实验样地。他熟
练地拧动钻头，挖出一个个小坑，放入透明杯子，
再倒上酒精，“一周后来回收，有可能看到甲虫等
节肢动物”。

这是他在毛乌素沙地做研究的第四年。“治沙
不仅靠植物，土壤动物也不可或缺。虫子啃食、消
化植被，可以加快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对维持生
态系统平衡很重要。我的研究就是弄清楚荒漠土壤
动物在沙地生态恢复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农皓钧
讲起虫子滔滔不绝。

抓虫子、数草株、采土样、记数据、做分析……20
多年来，一批批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师生来到这个
西北县城，以大自然为师，试图摸清风沙的脾气、
认识水土的奥秘、了解生物的韧性，探寻修复退化
土地、建设美好家园的科学途径。

盐池县常年干旱少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由于过度放牧、过量采挖等原因，草原急剧退化，
全县沙化土地面积一度达八成以上。一夜狂风过
境，流沙吞噬农田，甚至堆得和平房屋顶一样高。
人与沙的搏斗，持续至今。

2000 年，北京林业大学在盐池县开展国家科
技攻关项目，此后每年派出师生在此开展荒漠化防治研究，开启了一场长达25
年的青春接力。400多名北林师生前赴后继来到这里，开展定位观测、科学研
究、示范推广等工作。

每年4月到11月的草木生长季，师生们常驻研究站，站内面积不大的几栋平
房，划分了实验室、标本室、器材室、宿舍等。这里距离最近的村子约5公里，
他们每周去县城采购一次物资。

盛夏时，沙地表面最高温度可达45摄氏度以上，蚊虫很多，学生们在野外
一待就是半天甚至一整天，皮肤暴露在阳光下，两个小时就能晒脱皮。

盐池研究站设有3座通量塔，对空气温湿度、风速风向、碳水通量等生态要
素进行观测。24岁的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梁琨是新一代“守塔人”，每周要爬上
6米高的铁塔，检查维护仪器，读取观测数据，再回去分析研究。“观测数据的
连续性对科研至关重要，维护通量塔正常运行，对我来说是责任，更是传承。”
梁琨说。

如今，经过多年治理，盐池已实现“绿进沙退”，集中连片的流动沙地已基
本治理完毕，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攀升至58.56%。沙泉湾从昔日的“黄沙窝”变
成现在的“绿家园”，亦是北林师生“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田野答卷。

依托沙泉湾，北京林业大学先后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授权20余件，培养荒漠化防治、荒漠生态学等领域研究生180余名，为宁夏乃至
我国的防沙治沙和沙区生态恢复提供了科技支撑。

沙地从绿起来到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是个漫长的过程。走进研究站小院，
生物土壤结皮试验小区、全球变化对荒漠生态系统影响实验样地……一项项面向
荒漠化防治领域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

“我很喜欢这里的宁静，能够静下心来做科研。”农皓钧告诉记者，治沙最早
种下的灌草被称为“先锋植物”，它们像战士一样，勇敢对抗强劲风沙，为后续
植物定植生长保驾护航，最终在完成使命后，逐步减少并退出群落。

“那些治沙的先行者就像‘先锋植物’，为后来的治沙人提供经验和指引。正
因为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接力和奉献，才有现在的生机盎然。我们要做的就是坚
守和传承，交出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答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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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竹条实验中学开展校园心理减压活动。学生们通
过推杆跑、绑腿竞速、背夹球、托网球往返跑等特色游戏，释放压力，感受运动
带来的快乐。 杨红枚 摄

心理减压助成长

【学前周刊·管理】

当 枸 杞 遇 上 咖 啡
➡➡➡ 详见第三版

工作人员
在介绍教育数
字化成果。

2025世界
数字教育大会
会务组供图

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参
会人员在现场热烈讨论。

本报记者 张劲松 摄

本报记者 黄璐璐 林焕新

“本次大会硕果累累、成果满
满！”5月16日，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
会在武汉圆满闭幕。教育部科学技术
与信息化司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教育
报专访时表示，本次大会，各国嘉宾

围绕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变革和影响
深入研讨，凝聚起携手迈向智能时
代、推进教育发展与变革的力量。

记者：本次大会期间，各国嘉
宾高度评价了中国教育数字化战略
行动，对此您怎么看？

教育部科技司负责人：我国教

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启动实施3年来，
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坚持以应用
为导向，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首先，
不断加强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与深化应用，构建起以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
为“四横”，德、智、体、美、劳为“五纵”

的“四横五纵”资源供给格局，集成八
大类51项政务服务事项，大力推动
优质教育资源的普惠共享。其次，
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一体
实施覆盖全国大中小学和社会学习
者的人工智能教育，让人工智能成
为师生的公共课、人人的基础课；
一体推进人工智能改变学生学习、
教师教学、学校治理和科学研究，促
进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同
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更加注重智
慧启迪和心灵滋养，更加注重科技
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培养全面发
展的高素质人才。 （下转第三版）

“本次大会硕果累累、成果满满”
——访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