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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
探索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施途
径，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通知指出，要构建系统化课程
体系，实施常态化教学与评价。进
一步完善相关课程中人工智能教育
要求，小学低年级段侧重感知和体
验人工智能技术，小学高年级段和
初中阶段侧重理解和应用人工智能
技术，高中阶段侧重项目创作和前
沿应用。鼓励各地各校将人工智能
教育纳入课后服务项目和研学实
践，推动产学研用结合，研发一批人
工智能教育学习类课程和教学案
例，为教学提供支持。统筹信息科
技、科学类、综合实践活动、劳动等
课程和课后服务，一体化实施。

通知强调，要开发普适化教学
资源，建设泛在化教学环境。在国
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开设中小学
人工智能教育栏目，广泛汇聚优质
教育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
享。分批设立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基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高科技
企业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厅等场
馆向中小学校开放，开发适合中小
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资源。

通知提出，要推动规模化教师
供给。将人工智能教育教师培训纳
入计划，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充实人工智
能教育教师队伍，积极引进高校、科
研院所、高科技企业中符合条件的
专业人才作为人工智能兼职教师。

通知指出，要组织多样化交流
活动。鼓励学校通过多种形式活
动，将人工智能与学生的个人生活、
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
来，营造浓厚的人工智能教育环境。

通知要求做好城乡统筹，加大
对农村和边远地区学校的支持力
度，推动教师流动，利用网络平台实
现城乡学校人工智能教育相关课程
互联互通。 （光明日报）

教育部

要求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近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自2025年6月1
日起施行。针对广受关注的学前教育

“小学化”问题，学前教育法明确幼儿园
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
小学阶段的课程。随后，教育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深入治理幼儿园、小学超前
超纲教学的不规范行为，坚决防止和纠
正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

幼儿园“小学化”，不单指内容上“抢
跑”，在幼儿园阶段开设识字、拼音、速
算、英语等课程；还包括在教学方式和环
境上的“小学化”，比如以课堂教学取代
游戏，以单向的知识灌输取代幼儿自发
的探索与互动。无论哪种表现，背后共
同的问题都在于没有尊重儿童身心发展
特点，过度的教育严重违背了幼儿教育
规律，强行拨快了他们的发展时钟。从
这个角度说，学前教育法明令禁止幼儿
园“小学化”，是对童年的呵护，也是对幼
儿这个最柔弱群体的保护。

幼儿园缘何变小学？已经有太多的
研究表明，学前教育阶段的超前学习也
许能让孩子保持领先，但这种抢跑优势
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会被
缩小直至拉齐，但为此，孩子却要付出不
小的代价。让父母沾沾自喜的几百上千
识字量、熟练的四则运算、古诗文背得滚
瓜烂熟背后，可能是孩子日渐消退的学
习热情和探索欲望、日益贫乏的想象力，
还有不堪重负的身体。正因此，多年来，
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严禁幼儿园提前
教授小学教育内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
反映出幼儿园“小学化”的治理之难。

幼儿园“小学化”，背后有着复杂的
因果链条。激烈的教育竞争、变异的育
儿文化，以及耳边不时响起的“不能输在
起跑线上”的“警言”——尽管并不站得
住脚，但不少家长仍然选择加入“早教竞
赛”，一些幼儿园为迎合家长需求也以

“提前学”为特色进行自我标榜。剧场效
应下，“抢跑”成为更多家庭的选择，“要
赢”成为童年生活的核心，“小学化”成为

部分学前儿童面临的一种处境。
此次学前教育法叫停幼儿园“小学

化”，从幼儿园这个“起跑线”破题，释放
出清晰而强烈的信号，有助于引导各方
扭转急功近利的教育观，树立正确的教
育导向。纾解教育焦虑，引导教育回归
其本质，需要多元治理。教育主管部门
要引导幼儿园落实落细相关部署要求，
比如《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
衔接的指导意见》等，依法执教，做到幼
有善育。家长也需不断转变育儿观念，
少一些盲信盲从，以跑一场马拉松而非
百米赛跑的策略和眼光来规划孩子的成
长。更为根本的，还是要不断推进基础
教育均衡发展，不断缩小校际办学水平
差异，同时不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让社
会和人才评价更加多元、包容和立体，创
造更多的赛道，让每个孩子都能发现自
我，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道路和节奏。

让我们加快形成育人合力，纠正幼
儿园“小学化”，把童年还给孩子，夯实他
们一生发展的基础。 （光明日报）

幼儿园“去小学化”正当其时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探索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施途径，加强中
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通知指出，要构建系统化课程体系，
实施常态化教学与评价。进一步完善相
关课程中人工智能教育要求，小学低年
级段侧重感知和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小
学高年级段和初中阶段侧重理解和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高中阶段侧重项目创作
和前沿应用。鼓励各地各校将人工智能
教育纳入课后服务项目和研学实践，推
动产学研用结合，研发一批人工智能教
育学习类课程和教学案例，为教学提供
支持。统筹信息科技、科学类、综合实践
活动、劳动等课程和课后服务，一体化实
施。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大力推进

基于任务式、项目式、问题式学习的教学。
通知强调，要开发普适化教学资源，

建设泛在化教学环境。在国家中小学智
慧教育平台开设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栏
目，广泛汇聚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优质资
源共建共享。分批设立中小学人工智能
教育基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高科技
企业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厅等场馆向
中小学校开放，开发适合中小学生的人
工智能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中小学人工
智能实验室资源，升级优化现有的数字
化教学环境和设施设备，加强校际间资
源共享，为学生提供人工智能体验、学
习、探究、实践的空间。

通知提出，要推动规模化教师供
给。将人工智能教育教师培训纳入计

划，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和学校充实人工智能教育教师队
伍，积极引进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
业中符合条件的专业人才作为人工智能
兼职教师。

通知指出，要组织多样化交流活
动。鼓励学校通过多种形式活动，将人
工智能与学生的个人生活、校园生活和
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营造浓厚的人
工智能教育环境。

通知要求，做好城乡统筹，加大对农
村和边远地区学校的支持力度，推动教
师流动，利用网络平台实现城乡学校人
工智能教育相关课程互联互通。城乡学
校要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共享教学经验，
共同提升人工智能教育质量。（人民网）

教育部：推动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厅等场馆向中小学校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