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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贫困伴随社会发展而存在袁反贫困则一直受到人类持续关注遥野温饱无忧冶作为教育反贫困的内隐式历史逻

辑取向袁已成为党和国家及全社会的历史夙愿遥 基于对后扶贫时代相关文献梳理及田野实证考察袁围绕教育与贫困的关

系脉络袁构建以野智能素养冶为导向的中观尧微观尧宏观三维一体的教育反贫困新系统性逻辑分析框架遥 面对人工智能时

代袁教育反贫困未来逻辑取向生成将呈现人才标准转型尧职业类型升级尧学习模式变革尧创造创新突显尧全球利益联动等

五大新挑战遥 同时袁人工智能也为教育反贫困未来逻辑取向达成提供新方略袁从智能素养人才培育尧智能化职业生涯规

划尧智能化学习策略构建尧智能化创新思维耕植尧智能化反贫共同体建设袁以此生成教育反贫困未来逻辑取向袁最终培育

贫困者适应未来社会的野智能素养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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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教育反贫困逻辑取向释义

野温饱无忧冶作为我国扶贫时代教育反贫困的隐

性历史逻辑取向袁 是党和国家及全社会 70年来扶贫

工作的重心与宗旨遥 21世纪以来袁野温饱问题冶得以有

效缓解袁扶贫工作迈向新起点遥 野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

走向充裕尧从贫困走向小康袁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 7

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袁 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

70%以上遥 冶[1]野温饱无忧冶的实现袁作为迈向小康社会

的反贫困旨归袁是我国教育反贫困的重大转型袁为人

类社会发展与全球社会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遥与此同

时袁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教育反贫困提供理念指引和技

术条件遥 叶野十三五冶国家信息化规划曳渊2016冤尧叶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曳渊2017冤尧叶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

划曳渊2018冤尧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

设工作指引曳渊2019冤等文件袁从国家战略尧人才培养尧

教育体系对智能化技术进行顶层设计袁成为信息时代

野智能素养冶培育的政策保障袁亦将成为未来教育反贫

困的新逻辑起点遥从以野温饱问题冶作为教育反贫困的

内隐逻辑取向袁到以促进人工智能与社会经济发展深

度融合为主题而培育野智能素养冶的新时代教育反贫

困袁这一转折对现阶段教育反贫困理念尧模式尧成效等

提出极大挑战遥 其中袁教育作为贫困地区发展的强大

动力源袁在反贫困历程中扮演不同角色袁是实现野智能

素养冶培育的源泉阵地袁更是教育在未来社会领域发

挥价值的根本所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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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温饱无忧院教育反贫困历史逻辑取向回顾

据文史资料淤的梳理袁野温饱无忧冶 作为教育反贫

困运行的一种隐性因子袁伴随温饱问题的消解而会凸

显教育在其中的存在价值及所承担的社会职责遥

渊一冤1949要1978年院救济式反贫困为主袁教育反

贫困作用未显

新中国成立后袁百业待举袁百废待兴袁社会经济发

展极不稳定遥 1949年袁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召开袁 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目的院

野为工农服务袁为当前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服务冶遥 由于

野教育基础落后袁小学入学率只有 20%左右袁80%以上

的成年人口是文盲袁农村文盲的比重更大遥冶[2]因此袁积

贫积弱的教育无法有力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及

时性作用遥 然而袁普通大众的温饱问题仍是国家建设

的重要难题袁这一时期主要针对因自然灾害或战争引

起的贫困遥 此阶段的救济式反贫困力度较小袁成效甚

微袁虽无明确教育反贫困政策措施袁但在野全国农村基

本形成了生产大队办小学袁 公社办中学袁耶区委会爷办

高中的农村教育格局袁创造了耶政府补贴+公社公共经

费分担爷的全民办教育模式遥冶[3]由于教育体系不完善袁

教育反贫困价值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引起关注袁其实

质性作用的发挥袁却并不充分袁也没有彰显教育的智

力支持与人才保障作用遥

渊二冤1979要2000年院开发式反贫困为主袁教育反

贫困价值初显

十一届三中全会袁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

入新阶段袁此时反贫困从救济式转向开发式袁并取得

显著成效遥改革开放初期袁野全国平均每 10万人拥有

教员 956人袁而贫困地区仅为 500人左右袁全国人口

平均文盲比重约为 25%袁 而个别贫困地区则高达

50%遥 冶[3]教育活力重新焕发袁教育事业发展迅速遥 叶关

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曳渊1984冤尧叶中

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曳渊1985冤 均高度重

视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尧培养人才的重大作用遥20世

纪末袁解决温饱问题成了党和国家既定的战略目标遥

叶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渊1994要2000年冤曳中指出力

争用 7年左右的时间袁基本解决全国农村 8000万贫

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遥 1996年袁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曳 明确提出

野千头万绪袁 温饱第一冶遥 我国反贫困已取得较大成

绩袁扶贫开发体系继续深化遥野2000年底袁农村绝对贫

困人口从 8000万人减少到 3209万人袁 农村贫困人

口比例从 8.7豫下降到 3.4豫遥 冶[4]此阶段袁贫困人口逐

步减少袁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袁教育反贫困的价值逐步

得到有效发挥遥

渊三冤2001要2020年院精准式反贫困为主袁教育反

贫困功能凸显

进入 21世纪袁贫困逐步消解袁但解决温饱问题仍

是一项长期尧复杂尧艰巨的历史任务遥 叶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 渊2001要2010年冤曳渊2001冤尧叶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渊2011要2020年冤曳渊2011冤袁两大纲领性文件

仍以解决温饱问题为反贫困主旨袁并注重各级各类教

育在反贫困中的位置和独特价值遥 叶关于实施教育扶

贫工程的意见曳渊2013冤颁发突显了职业教育尧高等教

育的脱贫价值遥 教育作为反贫困的长久之计袁受到国

家政府进一步积极关注和大力支持遥 叶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渊2014要2020

年冤曳渊2014冤尧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曳渊2015冤主张发挥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

的内在作用遥 2018年袁作为打赢扶贫攻坚战的重要一

年袁国家及时出台相关政策进行顶层设计袁同时推动

了教育在反贫困中的积极作用与贡献遥 叶中国的减贫

行动与人权进步曳渊2016冤指出院野我国极端贫困人口比

例从 1990年的 61%袁 下降到 2002年的 30%以下袁率

先实现比例减半袁2014年又下降到 4.2%袁对全球减贫

的贡献率超过 70%遥 冶[5]21世纪以来袁我国反贫困成就

举世瞩目袁在艰难曲折中稳步向前袁其中袁教育作为社

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逐步得到重视袁教育的反贫困价

值及社会功能日益明显遥

淤 有关我国反贫困/教育反贫困历史发展阶段划分袁国内学者基于不同主题尧不同立场袁作出反贫困野五段论冶袁教育反贫困野六段

论冶野三段论冶等观点遥 每个阶段起止时间虽有差距袁总体上以 1949尧1978尧1985/1986尧1994尧2001尧2011尧2020年为时间分水岭遥 反贫

困野五段论冶主要代表有院张琦等渊2016袁我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1978要2016年冤袁李全利渊2017袁扶贫治理理论演进轨迹及

其引申冤等研究者袁均以 1978要2020年为界限将反贫困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遥 教育反贫困野六段论冶野三段论冶主要代表有院王文静尧

李兴洲等渊2016袁司树杰尧王文静尧李兴洲.教育扶贫蓝皮书:中国教育扶贫报告冤以 1949要2020年为界限袁将教育扶贫发展历程分为

六个阶段曰薛二勇等渊2017袁薛二勇,周秀平.中国教育脱贫的政策设计与制度创新冤以 1985要至今为界限袁将教育扶贫政策变迁分为

三个阶段曰袁利平等渊2019袁袁利平,丁雅施.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演进逻辑及未来展望要要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冤以 1979要至

今为界限袁将教育扶贫政策分为三个阶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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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智能时代教育反贫困未来逻辑取向预判

渊一冤后扶贫时代相关探索

野温饱无忧冶作为扶贫时代教育反贫困的一种内

隐历史逻辑取向袁伴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袁后扶贫时

代已降临袁 因而有必要对后续反贫困进行持续性探

究遥有学者指出后扶贫时代新愿景袁即野到 2035年袁建

立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袁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为减贫战略方向遥 冶[6]贫困问题依然存续袁呈现新

变化袁诸如野区域发展不平衡尧乡村资源分配不均尧文

化冲突遥 冶[7]还有野相对贫困人口在结构尧分布尧社会发

展机会以及代际传递等方面发生新变化袁将成为贫困

主体遥 冶[8]此外袁贫困类型多样化袁野绝对与相对贫困并

存曰城镇与农村贫困并重曰从单维度贫困到多维度贫

困曰从数量型贫困到质量型贫困遥 冶[9]已有从区域社会

经济尧 贫困者自身尧 政策制度尧 社会保障等层面对

2020后反贫困策略进行前瞻性研究袁比如袁外推力包

括院野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冶野区域发展政策冶野城乡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冶野乡村振兴冶野综合性贫困治理冶

野驻村工作队尧社会保障制度尧政策冶野信息化促进教育

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冶[10-14]等遥 内在力包括院构筑信息

化促进野扶志尧扶智与扶学耶三位一体爷的教育精准扶

贫模式冶[15]袁野使贫困者获得基本道德尧智力和体力冶[16]袁

提高其社会参与和分配能力遥集内外推力与拉力于一

体袁使得贫困主体通过外部牵引与内在触发袁从野温饱

无忧冶顺利跨越智能时代遥此外袁还要以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导引袁建构野集共生尧共建尧共享为一体的反贫困

命运共同体冶[17]遥 对贫困的延续性探究袁表明我国教育

反贫困即将或已经开始迈向新征程袁迎接新挑战遥

渊二冤系统性逻辑院未来逻辑趋向分析

系统性智能革命袁 不但为教育反贫困提供多层

次尧多维度先进思维与全新理路袁更凸显教育在智能

时代反贫困的功能价值袁同时也为教育反贫困提出时

代难题与现实挑战遥基于已有文献梳理及实证调查淤袁

本文将探究从扶贫时代的隐性逻辑取向 渊温饱无忧冤

达至后扶贫时代的内在化逻辑取向渊智能素养冤袁以不

同时代的教育反贫困价值取向的本质逻辑袁挖掘人工

智能对教育反贫困提出的新挑战袁进而预测未来教育

反贫困具体走向遥 如图 1所示袁从野温饱无忧冶隐性的

历史逻辑走向野智能素养冶内在的未来逻辑袁是一个完

整逻辑分析系统遥 其中袁以教育与贫困二者关系脉络

为中心袁搭建教育反贫困在两大主旨之中袁鉴于中观尧

微观与宏观野三维一体冶的时代转型新逻辑框架遥

图 1 教育反贫困逻辑转向系统性分析

在扶贫时代袁野温饱无忧冶是教育反贫困的一种内

隐式逻辑取向袁因为只有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袁才可

涉及教育问题袁或有时两者也会互相依存与作用遥 此

阶段袁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袁从中观

层面袁 工业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追求单一化人才标

准袁职业分工相对明确袁在贫困地区更是保持较为传

统的就业尧择业理念遥由于社会时代制约袁从微观教育

层面可知袁学校教育是一种以传统野教为中心冶进行知

识经验教授活动袁贫困受教育者不得不纠结对其贫困

思想所缠绕的野无望冶野无用冶的临时性教育投资遥从宏

观视角袁在此基础上袁教育反贫困只能是孤立单一主

体的实践行为袁而无法达到教育在反贫困中的根本性

功能袁难以追求人类整体长久幸福遥 纵观扶贫时代的

教育反贫困袁 贫困与教育二者之间关系若隐若现袁以

贫困刺激或倒逼教育发展为主袁但教育在其中的作用

被逐步重视遥

在后扶贫时代袁教育反贫困以野智能素养冶价值取

向为逻辑导引袁因为智能时代已经来临遥 教育反贫困

将贯穿于人才培养尧职业分化尧教学范式尧教育投资及

全球利益等袁 以此来培育智能时代反贫困的内在力

量遥 首先袁人工智能对中观层面的人才培养标准提出

新要求袁以及关涉智能化职业类型袁共同塑造智能时

代多元化人才规格袁 彰显智能素养的未来逻辑价值遥

淤对教育反贫困问题的实践关注袁主要包括笔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尧西藏自治区墨脱县等部分野三区三州冶的实地考察遥

其中袁涵盖民族贫困地区劳动力素养培育尧劳动力流动尧困境儿童社会化学习尧乡村教师生存困境尧信息化教育扶贫脱贫等问题袁并

在此基础上总结尧提炼尧审视从隐性的野温饱问题冶逻辑取向到智能化时代教育反贫困的深层次转型逻辑渊智能素养冤及教育反贫困

的必要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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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袁在学校教育系统袁逐步转向以野学为中心冶的知

识创生建构的教与学理念袁创造创新教育得到特别重

视袁优先发展教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之一袁为智能素

养培育营造学校教育场域遥 再次袁伴随信息技术全球

化浪潮袁人工智能已成为智能时代全球国家竞争战略

之一袁智能素养即为未来关注焦点遥 智能化技术为教

育反贫困搭建以全球利益联盟共治共享的反贫共同

体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牵导下袁追求人类高质量的

幸福生活遥此阶段教育已成为全球新一轮综合力竞争

的主要推手袁 优先发展教育得到人类社会的极大支

持袁教育已由被动反贫困转为主动反贫困袁教育在反

贫困中的作用将有效实现遥 此外袁虽则扶贫时代走向

后扶贫时代袁由隐藏于教育反贫困中的野温饱无忧冶逻

辑取向为主旨逐步过渡为培育野智能素养冶为内在逻

辑取向的教育反贫困袁但贫困问题将会贯穿人类社会

发展始末袁反贫困将呈现循环往复尧螺旋式跃迁遥

四尧智能时代教育反贫困未来

逻辑取向生成挑战

智能化发展为未来教育反贫困提供技术支持袁其

中袁野智能素养冶导向的未来逻辑取向袁是教育反贫困

的新难题遥 对未来逻辑取向生成困境的具体解析袁有

利于我国未来教育反贫困的阶梯式迈进遥

渊一冤人才标准转型升级袁智能素养生成为核心

人才培养标准规定着教育系统领域活动的价值取

向与实践逻辑袁伴随时代社会所需袁标准规格将顺势而

趋遥对人才培养目标或标准的探究已不是新生问题袁个

体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对教育究竟是以培养人为主或

为社会服务为主争论不休袁而这种野合规律性冶与野合目

的性冶的本质求索始终是一种历史问题张力遥人工智能

已被视为新时代综合国力竞争战略之一袁叶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曳指出袁积极培养智能化高端纵向尧横向

复合型人才遥 为实现技术对人才培养诉求袁叶中国教育

现代化 2035曳指出袁采用现代化高端技术袁变革人才培

养模式袁注重人才规模化与个性化有机耦合遥 人工智

能已成为信息科技发展的前沿趋势袁国家系列重大政

策文件顺时而生袁 为智能时代人才培养提供技术化支

持袁智能素养不得以成为智能时代人才标准之一遥农业

社会需要掌握农业生产基本生存技能袁 工业社会需要

大批量工业化生产劳动力袁 信息时代则对人才信息化

技术提出高标准遥 因此袁不同社会形态尧发展阶段对劳

动者有不同规格要求遥野人工智能时代所需劳动者素质

总结为耶三层金字塔爷模型袁IQ渊Intelligence Quotien袁智

力商数冤尧EQ 渊Emotional Quotien袁 情绪商数冤尧AIQ

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otient袁人工智能商数冤分别位

于底部尧中部和顶部遥 冶[18]可见袁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

养规格更为高级袁 不但拥有基本生计能力袁 更需 IQ/

EQ/AIQ三类商数的有机融合袁 智能素养已成为人才

培养体系及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根本要素遥

渊二冤职业类型升级分化袁智能分工重组为指南

职业是人类社会分工进化的产物袁其具有类本性

与社会性袁既是人类社会发展之需袁亦是人类本质之

别与生存之计遥 野几千年前袁农业革命让我们的祖先开

始使用镰刀和耕犁曰几百年前袁工业革命让农民离开

田野进入工厂曰仅仅是几十年前袁科技革命使许多人

离开了车间坐在办公室隔间曰今天袁我们经历又一场

新技术革命噎噎它的引擎不再是培育谷物种子袁也不

是轧棉机或蒸汽机袁而是数字和机器遥 冶[19]人工智能成

为新科技革命尧新生产力袁它将变革职业类型袁使劳动

力高度去分工化袁并非摆脱人参与袁而是更依靠人类

高智能化存在遥 人工智能驱动着社会职业转型升级袁

刺激社会新型分工进程袁也利于阶层流动袁促进社会

公平遥 此外袁人工智能使职业拥有多样性尧技术化尧复

合型等特征袁消解职业边界分裂尧职场断痕袁赋予职业

本身高智能尧高技术尧数字化等本质属性袁对职业人数

字化素养要求提高遥 智能化时代袁将大幅度变革未来

职业岗位袁更关注技术专业工种袁创新型岗位增加袁标

准化机械岗位较少袁职业类型智能化倾向明显遥 智能

化技术的应用与推广袁为新兴产业尧高端产业链群袁富

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形成提供现代化高智能支

撑遥 产业升级带动职业变革袁智能科技拉动智能化产

业发展袁 智能生产兼具深度与宽度发展并进态势袁从

野类脑冶到野真脑冶科技萌发袁对人类职业类别划分及社

会分工作出新的阐释遥

渊三冤学习模式智能导引袁学习文化塑造为根本

智能化技术对教育产生极大冲击袁野学习冶为中心

的研究成为智能时代关注焦点遥人工智能超越了技术

的单纯工具价值袁将彰显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进化史

新内涵遥 对人类创造力与想象力特质的智能化升级袁

再现人类智能生成尧开发尧运用的情境化再造过程袁将

智能化规则集合体赋予服务人类学习袁 源于人类智

慧袁追索人类幸福的伺服技术遥 以围绕野学生学情冶为

主的学习模式转型袁 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学习范式袁借

助智能感知技术尧虚拟仿生技术尧教学自动化尧机器人

教学等新技术袁形成个性化智适应尧私人定制化尧主体

化沉浸式学习等多类型学习模式遥 野在人脸识别技术尧

情感模型分析技术支持下袁 人工智能可根据学生动

作尧神态特征及学习行为表现袁及时判断其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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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预测学习成长轨迹袁为其提供精准学习支持与个性

化辅导遥 冶[20]智能化技术扩宽学习空间袁利用机器人导

航尧传感器潜入设施尧链接学习者内心世界与外部存

在遥 学习资源并非以静态存在袁而在师生尧生生之间尧

学生与环境之间交互适应袁非线性学习袁信息化反馈袁

人性化改进袁 营造以学习为中心的新一代学习模式遥

学习文化作为学习者长期学习知识技能的方式方法袁

是学习者主体意识萌发袁外界因素推动袁内化为学习

者自我学习类型尧方法尧惯习尧行为等文化形态遥当前袁

人工智能技术助推学习资源再生尧 学习意识萌生尧学

习策略构建尧学习要素重组等变革袁使得新兴学习文

化成为智能素养培育的一种新生土壤遥

渊四冤创造创新价值彰显袁教育深化改革为动力源

野人类最高端的能力可能是最难以解释也难以界

定的袁因此也是最难传授的袁这就是人类的特有天分院

创造性遥 冶[19]人工智能作为新时代科技革命的直接动

力袁智能化意识理念创新袁智能化科技创造袁均镌刻着

时代符号与社会发展痕迹遥 科技革命推动袁教育系统

主动吸收和创新袁 变革教育内部落后陈旧教学设备袁

革新教师传统理念等发挥智能化技术的工具性助推

力遥此外袁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脑科学等刺激新

产业尧新行业升级转型袁进而影响原有学习者被迫继

续在线学习尧深度学习尧终身学习袁为了保持已有生存

职业资本而自我教育遥这种经济转型尧社会变革尧人才

素质等迫切渴求而使得教育系统自身加以反思而优

化遥以知识教育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已无法适应智能

化社会经济发展袁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尧素养培育尧科

技创新尧人才规格等一系列变革都倒逼教育系统组织

进行改革遥 人工智能导诱现实教育存在袁刺激教育系

统各要素袁使其有机融通而非走向技术功利化遥 技术

化的更新倒逼袁 对教育系统活动产生全方位刺激袁然

则在变革中袁批判性与创造性思维将制约袁抑或驱动

社会现代化发展与教育系统自身深层次尧 宽领域进

化遥 人工智能如何促进社会转型袁如何推动教育现代

化进程袁创新思维尧创造能力将散发出人类高阶思维尧

独特价值的魅力袁这都必须审思人类进化发展与技术

革命尧智能素养与教育系统之间的辩证逻辑遥

渊五冤全球共同利益联动袁人类价值贡献为宗旨

人类社会发展历经农业时代尧工业时代尧信息时

代袁而信息时代仍在不断转型升级遥智能时代袁更为迅

速尧精准联通全球利益共同体袁为世界范围内解决人

类命运的急切难题搭建了平台遥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社

会发展焦点袁 是世界各国新一轮竞争的平台和利器袁

智能化不但链接了全球利益方袁为人类社会贡献集体

智能袁更加快经济全球化尧信息全球化袁野地球村冶将再

现繁荣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不同时代变迁与社会

境况袁相继发布叶学会生存院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曳

渊1972年冤袁叶教育院财富蕴藏其中曳渊1996年冤袁叶反思教

育院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曳渊2016冤袁三大著作代

表不同时代全球教育发展诉求袁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基

点袁致力于全球性社会问题解决袁并始终将教育作为

野学会生存冶野获得财富冶野追求全球共同利益冶 的后盾

力量袁发挥教育的世界性尧全球化的积极作用遥教育既

可成为个人生存之计袁满足人类个体化需求袁还以直

接或间接力量作用于科技革命尧社会变迁尧经济发展尧

文化创新等袁推动社会持续进步遥 无论是教育的个体

或社会职能袁全球人类共同利益已成为教育发展的共

性焦点和普遍指向遥 况且袁全球变暖尧自然灾害尧恐怖

威胁尧饥荒贫困尧新冠疫情等人类危机袁悄然无息地侵

蚀着人类发展的各角落袁 此类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袁

且充满复杂性尧易变性尧关联性等袁均倒逼我们反思教

育遥因此袁将全球共同利益作为教育发展的人类行动袁

也是未来教育反贫困的逻辑构成袁为全球智能人才素

养培育构筑宽阔舞台遥

五尧智能素养院教育反贫困未来

逻辑取向生成策略

每次科技革命均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变革袁

智能化的教育反贫困系统性逻辑袁不但为教育反贫困

提供多层次尧多维度的先进思维与全新思路袁且突显

反贫困在智能化时代的教育功能遥

渊一冤优化智能时代教育顶层设计袁培养贫困区域

本土发展智能人才

人工智能的发展呼唤社会经济人才升级转型袁而

人才标准伴随不同时代需求而改变遥 教育作为成人尧

成才之有意识行为袁在智能化时代也必然扮演超越性

特质袁 其超越性彰显智能化教育优先发展的社会价

值遥首先袁与国际人才培养规格接轨袁坚守国家人才战

略袁向贫困地区发展倾斜遥 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化竞

争新焦点袁比如院美国政府渊2016冤发布叶为人工智能的

未来做准备曳叶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曳袁 英国政

府渊2017冤发布叶英国人工智能产业报告曳遥由于我国人

工智能发展受多方面因素制约袁要使其发挥引领性作

用袁必须进行教育发展战略顶层设计袁且对贫困地区

给予战略性倾斜支持遥 其次袁建构培养智能化人才学

科体系尧课程体系尧话语体系遥要使贫困地区智能化人

才培养落地生根袁就需以脑科学尧生命科学尧生物技

术尧计算机科学等跨学科研究尧跨学科课程设置袁为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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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地区输送智能化人才袁逐步形成智能化人才培养基

地遥最后袁关注贫困地区人才结构袁培养贫困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的本土化人才遥 在智能化时代袁教育发展的

超越性将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而凸显教育的社会责

任袁培养贫困地区自身发展的适宜人才袁切合贫困地

区自然生态尧民族文化尧经济结构等袁构筑贫困地区发

展的多维人才标准遥

渊二冤树立现代智能职业教育理念袁规划贫困生主

体智能化职业生涯

职业是人类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维度袁是个体生

存延续的社会印记遥智能化社会发展倒推贫困地区职

业变革袁将带动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遥首先袁树立现

代化智能职业教育理念袁 建立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体

系遥职业认知与规划既是个体生命历程职业转变的价

值指引袁亦是野职业冶本身演化的一种人类特定存在符

号或标识遥职业认识尧职业规划尧职业发展成为贫困者

在智能化职业选择与职业学习中不得不重视的入职尧

爱职尧专职的职业生涯规划内容遥其次袁搭建终身学习

的智能化职业立交桥袁为求职者开展及时性培训遥 未

来智能时代袁将充斥着复杂性尧未知性袁只有依靠人类

学习本性袁方可提高数字化学习力袁培育智能化素养袁

走进智能化社会遥职业培训为在业者或失业者均可提

供智能经济尧智能社会需要的技能再培训尧职业再教

育袁不因技术变革尧产业升级尧职业转换而陷入贫困遥

最后袁以社会职业多样需求为导向袁完善智能化职业

考评制度遥构建以国家顶层设计多元化尧分类别尧有特

色的社会职业需求导向机制袁 以贫困主体为中心袁规

划智能化尧精准化尧个性化的各级各类教育形态袁畅通

学校教育与社会职业需求耦合机理袁实现智能化考评

机制的社会融通性与开放性遥

渊三冤转变贫困地区传统教学范式袁构建学习者智

能化有效学习策略

贫困地区传统教学范式不利于提升教学质量袁已

不益于智能化时代人才培养袁亦阻碍其社会经济智能

化发展袁因此袁更新教与学传统范式势在必行遥 首先袁

转变教师传统角色丛袁提高教师智能化素养遥 教师角

色转变牵引教学变革袁智能时代野数字教师冶要摆脱传

统角色定位袁从死板教材开发者到智能教学资源开发

者袁从传统教书匠到智能化学习引领者袁从已知世界

陈述者到未知世界探险者袁使教学不再是孤立的矛盾

双方袁而是共同参与尧深度融合的学习共同体遥 其次袁

革新传统教学时空观袁增加贫困者学习认识外界的机

会遥智能化时代教育系统性变革催促教学时空价值更

迭袁以自然性静态化时空和社会性动态化时空为两大

主类型遥 智能化时空内涵外延的重新厘定袁教学时间

不同于农业时代的自然性尧工业时代的序列化袁而是

呈现非线性化尧泛在化尧混合性等特质袁教学空间亦排

除固定死板尧范围有限尧无法体验的陈旧态势袁而是突

出虚拟性尧沉浸式尧可知可感的无限空间遥这种智能化

时空观将为贫困者增加感知体会外界的机会袁更利于

其树立智能化知识观尧交往观尧师生观等现代化关系

理念遥最后袁选择自身学习方式袁构建贫困者智适应学

习方略袁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遥基于机器人教学尧虚拟

教学尧泛在学习尧社群学习等学习模式更新袁贫困者可

选择个体智适应学习策略袁提高智能时代社会力遥

渊四冤坚定智能创新教育投资思想袁耕植消解贫困

创造思维培育土壤

创造性思维依然是每个时代变迁愿景袁为科技革

命尧产业发展的原动力遥 智能化创新能力可提高贫困

区域人才培养质量袁带动社会经济发展遥首先袁智能化

科技产业引领创新袁 加大贫困地区智能化教育投资遥

对人工智能化教育投资袁 将利于智能化产业发展袁数

字化人才培育袁也为贫困地区人才供给奠定基础遥 兼

顾贫困地区智能化发展袁将智能化理论研究与应用研

究有机融合袁发挥大数据尧机器人尧虚拟技术等在产业

发展与教育投资中的隐性作用遥 其次袁推进贫困地区

教育结构性改革袁开发创造创新课程袁改革传统教学

方法遥 鉴于贫困地区对智能产业尧科技产业等先进技

术的需求袁只有先进科技能为贫困地区发展带来直接

效益袁为此袁要积极发挥职业技术教育反贫困的有力

作用遥野人工智能+新工科冶导向创新课程开发袁智能化

学科建设尧专业发展成为高等院校课程改革及结构调

整的重心袁紧随全球化发展前沿袁促进学科交叉统合袁

运用脑科学尧认知科学尧神经科学等改进传统单纯知

识性教学方法袁激发贫困地区学生学习兴趣遥此外袁建

立贫困地区创新创造的社会环境支持系统袁营造智能

化社会创新文化氛围遥 建设贫困地区智能化开发与

应用中心袁链接野互联网+冶行动计划袁顺承信息化时

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袁营造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的社

会之风袁根除陈旧保守的生存贫困文化之源袁重塑智

能化时代生活文化袁 进而形塑创造创新的社会生态

系统遥

渊五冤恪守智能社会人文主义教育袁构筑全球治理

本土反贫困共同体

教育是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共同利益袁知识是承

载社会文明的人类财富遥首先袁反思教育理念袁树立人

工智能时代全球视野的新人文教育观遥 气候异常尧恐

怖主义尧公共卫生事件等不确定尧不安全因素困扰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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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不得不反思其目的观尧 价值观的单纯功利主义色

彩袁一味追求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袁此类思

想都阻滞未来智能化时代人类文明创造袁也不利于贫

困地区社会长远发展遥 为此袁重塑全球视野的新人文

主义教育观院野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袁权利平等和社会

正义袁文化和社会多样性袁以及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

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遥冶[21]智能时代为新人

文主义教育观形成搭建世界性交流平台袁 汇聚智能时

代各国学生发展素养框架袁生成人类集体智慧遥 其次袁

多方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袁完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遥积

极发挥智能化监测尧智能化信息处理尧智能化测评等正

面作用袁在全球多方主体参与治理袁比如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渊OECD冤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渊UNESCO冤等全球

性公益组织袁搭建野教育观念建构的认知式治理尧教育

指标研发的耶数字式治理爷尧教育政策评议的耶规范式

治理爷冶[22]三类治理机制遥 全球治理体系的确立有利于

革新传统教育理念袁重构不科学的教育指标袁重制不

合理的教育政策袁消解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滞后的诸多

障碍遥最后袁铸造本土化教育反贫困共同体袁为全球反

贫困贡献中国智慧遥 我国反贫困虽已取得巨大成就袁

但返贫现象依然突出袁 教育作为反贫困的最根本尧最

长久之计袁在智能化时代构建贫困地区本土化的教育

反贫困共同体是消解相对贫困之良策遥

六尧结 语

贫困伴随人类社会产生而出现袁紧跟时代进步而

变化袁 贫困问题一直倒逼着人类不停探索走向未来尧

走向幸福袁实现人类主体价值的最优选择遥 人工智能

的来临袁或许能为贫困问题解决提供智能化思维范式

与科学化策略袁智能机器人尧模拟仿生技术尧大数据处

理等技术为消解贫困难题袁提供精准化尧技术化路径袁

也为野智能素养冶未来逻辑取向的达成奠定基础遥在教

育反贫困道路上袁智能化技术支持必不可少袁它推动

着人才标准尧学习模式尧职业类型尧创造创新尧全球利

益等转型转轨袁变革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袁成为

新一代科技革命的人类结晶遥 因此袁反思教育的未来

功能价值袁从历史逻辑取向到未来逻辑走向袁智能化

时代的教育改革袁我们依然需要多维审视袁跨学科研

讨袁全社会参与袁构筑教育反贫困联盟共同体袁实现人

类高质量幸福生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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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Anti-poverty Logical Orientations in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Systematic Analysis Framework

ZHANG Xiaowen1, WU Xiaorong2

(1.School of education,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8;

2.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Poverty exists along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by mankind. As an implicit historical logical orientation of anti-poverty education, " no worry

about food and clothing" has become a historical long-cherished wish of the Party, the State and society as

a whole.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fiel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and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ver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ew systematic log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anti-poverty in education, which is oriented by "intelligent

literacy" and integrates meso, micro and macro three dimension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generation of the future logical orientation of anti-poverty in education will present five new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lent standards, the upgrading of occupation types, the reform of learning

models, the prominence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linkage of global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so provides a new strategy for achieving the future logical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al

anti-poverty,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igence talents , intelligent career plan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igent innovative think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anti -poverty community, so as to generate the future logical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al anti -

poverty, and finally foster the "intelligent literacy" of the poor to adapt to the future societ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Anti-Poverty; No Worry about Food and Clothing;

Intelligent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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