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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新办法解教育老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卢阳旭 
 

 
    作为一个两会“老焦点”，教育议题今年又把会场内外塞得满满当当。话题涉及入园入托、
幼升小、小升初、高考、留守儿童、大学生就业等。似乎只要涉及教育，问题无论新老，代表委

员们都愿意说道说道。 
    建议总体有两方面：一是做大教育蛋糕，想方设法增加教育投入；二是分好教育蛋糕，以实
现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必须看到，短期内大规模增加教育投入不现实，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

将持续存在。事实上，就在不少人为“将学前三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提案点赞的同时，一些代

表委员也表示反对，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延长义务教育会让基层财政难堪重负。 
    另外，虽然很少有人会在一般意义上反对教育机会平等这一理念，但如果把它与诸如“择优
录取”“本地纳税人权利”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等理念和现实诉求并置时，不少人就开始迟

疑，甚至直接不愿意了。一句话，虽然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但教育资源的享用有竞争性和排

他性。 
    可喜的是，近年来很多新技术被引入教育领域，特别是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的出现，为解决优
质教育资源稀缺问题提供了极大启发。在增量资源有限、存量资源短期难以调整的情况下，借助

科技力量，寻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帮助，是个既可欲又可行的选

择。借助技术，优质教育资源可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复制与共享。 
    这也为政府集中精力抓好优质教育资源生产、信息化平台建设、教育组织模式创新等提供了
很大空间，对优化现有教育资源投入方式意义重大。 
    毋庸讳言，在线教学方式在课堂纪律维持、师生互动和情感培养等方面有先天不足。相关不
足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不断发展的技术弥补尚未可知，人们需要多长时间、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一种

不同于现行教学模式的新方式也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是，一个可行、可不断完善的不完美方

案要好过一打完美但不可行的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多寻求科技帮助、助推这一正在发生的

未来，可能是破解教育难题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