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经济与基础教育创新 

信 息 简 报 
 

2020 年 12 月第 01 期（总第 32 期） 

 

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2020年 12月 16日 

“创新与变革：面向智能时代的教育”——

2020中国未来教育高峰论坛专家观点（一） 

【导言】2020 年 12 月 6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

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创新发展

研究院和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合承办的 2020 中国未来教育高峰

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本次论坛以“创新与变革：面向智

能时代的教育”为主题，邀请了来自学界、政界、产业界的专

家学者、企业领袖，通过主题演讲、成果发布、圆桌对话等环

节，讨论分享教育发展的前沿理念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面向

未来的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2020 年 12 月 6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院与

智慧学习研究院联合承办，好未来教育研究院协办的 2020 中

国未来教育高峰论坛“创新与变革：面向智能时代的教育”在

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

研究院副院长林永生教授主持。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

召开，线上观看人数达到 105375 人次。 

 
图 1 林永生教授宣布 2020 中国未来教育高峰论坛召开 

本次高峰论坛为期一天，由成果发布、主旨演讲、圆桌论

坛等环节组成。会议邀请了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教

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信息中心、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中国教育智库网、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中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以及好未来、掌门教

育、小鹅通等高校院所、智库、协会、产业界专家、学者、企

业领袖，从科技赋能教育、人力资本提升与教育变革、教育新

业态新模式、未来学校、智慧教育等多个维度，共同探讨并分

享了教育发展的前沿理念与实践经验。 

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

研究院院长、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关

成华教授发布了中国未来教育研究书系 1《面向智能时代：教

育、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该成果通过跨学科、系统

性研究，得出智能时代教育创新与变革的“十大趋势”：即新技

术重塑教育生态、新范式引领学习革命、新需求激发创新能力、

新环境呼唤数字素养、新市场革新人力结构、新业态丰富服务

供给、新投资驱动产业升级、新实践聚焦公平优质、新治理鼓

励多元协同、新财政亟待兼容技术，以及研究未来教育获得的

以全人发展为根本、以主动学习为中心、以能力提升为抓手、

以优质供给为导向、以优化治理为保障的“五点启示”。 



 

 

 
图 2 关成华院长介绍研究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

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黄荣怀教授发表题为“面向智能时

代的教育变革——关于科技与教育双向赋能的命题”的演讲，

对成果进行了解读。在分析了智能时代与教育发展远景的基础

上，提出了信息化引领教育变革的 6 项未来研究议题。黄荣怀

教授强调，智慧教育系统包括智慧学习环境、新型教学模式和

现代教育制度三重境界，且具有感知、适配、关爱、公平、和

谐五大本质特征。最后他提出，科技赋能教育，教育赋值科技，

科技与教育共塑未来！ 



 

 

 
图 3 黄荣怀院长进行成果解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所长李建伟；清华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原清华大学

副校长、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原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

任、原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好未来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国

庆先后作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对中国就业形势的影响--基于广

东省‘四上’企业的调研情况”“智能时代教育中的‘痒处’”

和“人工智能在促进教育变革中大有可为”的主旨演讲。 

李建伟所长指出，当前我国就业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一

是招工难与就业难共存；二是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的情况日趋

严重；三是企业通过运用智能制造技术，减少用工需求。李所

长还对技术进步影响就业问题进行了基本判断，提出了新一轮

技术进步具有技能偏好特征，将引致劳动力市场的分化；技术



 

 

进步的内生性将使就业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最后，李所长指出，

未来需要高度重视技术革命带来的就业极化问题，特别是处于

高技能与低技能之间的中间技能群体的就业问题。 

 
图 4 李建伟所长发表主旨演讲 

谢维和教授提到，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分成三个方面：

一是教育“身手”的延伸。信息技术、数字化工具与手段丰富

着教育学习的工具箱；二是教育“神经”的触碰。人工智能的

发展正在逐渐取代人类的某些技能与职业，“什么知识是最有

价值的？”这一问题重新受到人们的追问；三是教育“痒处”

的探索，即自我认同的实现。最后，谢维和指出，教育活动中

最根本的核心是对自己的认识，这种自我认同的实现是对教育

信息化、以及教育领域中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应用最根

本的要求，即能否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以及更好地帮助



 

 

教师指导学生实现自我认同。 

 
图 5 谢维和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王国庆主任指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将为智能时代的

教育形态变革带来三条关键路径：一是普惠优质资源，促进教

育公平；二是赋能教育环节，推动教育改革；三是技术赋能平

台，助力产业升级。王国庆认为，智能化时代学校终将从封闭

走向开放，与社会、家庭产生更加多元的互动，而技术创新需

要通过更为强大的创新生态平台，在更大范围、更多环节实现

不同资源主体的联通协同，进而构建一个更加多维、开放、联

接、融合的共生体系。 



 

 

 
图 6 王国庆主任发表主旨演讲 

下午的分论坛一“高质量发展下的人力资本需求与教育变

革”由北京师范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与资源管理

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涂勤教授的主持。教育部长江学者、中

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国发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

主任赵忠教授围绕“‘十四五’需要什么样的人力资本和教育”

展开了先导发言。赵忠梳理了目前我国人力资本与教育存在的

主要问题；阐述了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双循

环与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本新要求；从政府、社会、家庭、

市场四个方面提出了实施人力资本跃升的建议。 



 

 

 
图 7 赵忠教授发言 

在圆桌对话中，与会专家就“我国教育应当如何变革”、“我

国人力资本需求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

挑战、“我国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趋势和基本特征”以及“农村地

区人力资本积累的症结”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北京大学教

育学院教授、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研

究中心主任岳昌君从规模、质量、结构三方面分析了我国高等

教育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提出要保证教育财政支出、完善高

校教师团队、重视高校学生多维度能力的培养。赵忠教授强调，

我国教育应从培养单一人力资本的范式中转型，注重批判性思

维的培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工资与收

入分配中心主任邢春冰指出尽管我国城乡教育回报率较以往

都有了显著提升，但地区间的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缩小，且不



 

 

同教育类型的回报率存在较大差异。国家杰青、北京大学博雅

特聘教授、美国农业与应用经济学会中国分会主席刘承芳结合

自己的研究阐述了我国农村学前阶段教育投资普遍不足的现

状，并强调学前阶段教育投资的重要意义。 

 
图 8 第一场圆桌论坛 

分论坛二“科技赋能与教育新业态新模式”由北京民办教

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主持。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副

主任马陆亭就“外部影响和内涵变化下的教育新业态新模式”

作了先导发言。马陆亭表示教育模式的变革受到多种催发因素

的影响：一是教育内涵已由借鉴学习向自主创新的模式转变；

二是疫情使得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进一步加深；三是受逆全

球化、教育封锁的霸权主义影响，教育变革的思潮广泛流行；

四是新的时代内涵下，办学和育人的主题愈受重视。在不同因



 

 

素的影响下，教育的治理模式、办学模式与教学模式的变革相

互影响。同时，学科与产业在基本融合的基础上稳步创新，如

“四新”等新学科的培育力度也不断加强。面向未来，企业、

学校与政府需要共同努力，迎接智能时代“科技革命与产业变

革”的全新挑战，只有激发出新的教育形态，才能倒逼教育变

革。 

 
图 9 马陆亭主任发言 

在圆桌讨论环节，中央电化教育馆原馆长、教育部基础教

育资源中心原主任王珠珠表示当前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在学科

应用、资源获取、教学模式、教师发展等方面基本都超预期完

成任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周海涛表示教育与科技应

互为推力，教师、学生、企业与政府都需要为教育与科技的深

度融合做出贡献。小鹅通创始人兼 CEO 鲍春健从企业发展的



 

 

角度表达了科技要如何为教育提供解决方案。马陆亭主任认为

在指导未来前进方向的思想中，对内要扎根中国大地解决社会

问题，对外要高水平对外开放学习。掌门教育联合创始人吴佳

峻从教学效率、教学内容、教育过程等角度阐述了科技对教育

服务的作用。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处长于凤霞表

示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同时，要重视数据安全、隐私安全。 

 
图 10 第二场圆桌论坛 

分论坛三“未来学校与智慧教育”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

究员、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主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

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李晓辉带来了“未来学校的思考”先导发

言。李校长提出，学校的发展应当回归教育本质，提供个性化

教育，促进每一个人的发展，把握科技创新的机遇，主动寻找

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可能和机会，积极利用脑科学发展理论



 

 

改变学校教育实践，培养能够促进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 

 
图 11 李晓辉校长发言 

在圆桌对话中，中国教育智库网总负责人、未来学校研究

院执行院长郑德林表示，未来学校与智慧教育都是为学习者发

展服务的，但未来学校不是智慧教育的唯一场景。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未来学校实验室副主任罗夫运提出，当前我国未来学

校的建设仍在进行时，未来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明确新时期教育

的目标，不能脱离目标谈手段。李晓辉校长提出，未来学校的

核心挑战是内在的人才培养规律与外在的评价体系之间不匹

配的问题。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执行校长李文平认为，未

来教育中，教育的本质将永不改变，为了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

人才，未来学校要能提供更有广度的、有深度的课程体系，为



 

 

学生的综合素养培育与个性化发展提供保障。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教授李艳燕表示，数字鸿沟根植于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

的现实。长期来看，在智慧教育环境中，数字鸿沟将被教师信

息素养的丰富、技术的可供性提升、多方协同的教育机制逐渐

填补。 

 
图 12 第三场圆桌论坛 

会议最后，关成华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此次峰会主题

突出，内容丰富、成效显著。关成华教授提出：高质量发展的

路径下，面对人力资本需求的新变化，我们的教育系统亟待做

出新的变革；在科技赋能的背景下，未来教育将会不断呈现出

新的业态与新的模式；智慧教育的应用场景一定会更加广泛，

无论在未来学校的建设方面或是教育服务性企业的开拓方面。

在未来，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一定会在这样的问题继续挖掘，着



 

 

眼于中国未来教育的创新与变革，为中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贡献理念、思想与智慧。 

 
图 13 峰会大合影 

 

【内容系未来教育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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