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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热引发的思考
■ 文 熊璋 杨晓哲

突如其来，一些城市的青少年

和他们的家长不断接收到这样的信

息，诸如：“不学编程，就被淘汰”“先

人一步学编程，我们让孩子在未来

伟大”“6 岁就可学编程，8 岁就可

写程序，14 岁就会用人工智能”等。

很多家长一边充满困惑，一边仍然

心动，有些家长的想法是“时代是

真的变了，我虽然不懂，但不能让

孩子错过”；也有些家长抱着试一

试的心理，送孩子到机构学编程。

一时之间，少儿编程课外班格

外火爆。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二、三

线城市，编程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

般不断激增。这种“编程热”的兴

起，无外乎三个原因。

首先是人工智能对社会和未来

的冲击。全民对身处日新月异的数

字化时代充满了紧迫感与危机感。

不少预测报告表明，未来的职业将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有的劳动

技能、知识方法、思维方式都将过

时，甚至已存在多年的职业将被人

工智能所取代。这种剧烈的冲击同

时涤荡着人们对未来的预计和期

望，他们担心不及时学习新技能会

被淘汰。

其次是中国家长们“不想输在

起跑线”的思维模式。面对未来的

不确定性，中国家长们的焦虑感不

断升温。家长们抱着不能让自己的

孩子落后其他同龄人的心态，给孩

子报名了各种编程培训、机器人培

训、人工智能培训等课外辅导班。

据调查，家长们面对新兴的编程培

训本身缺乏充分的认知，更多地把

编程看作未来不可或缺的技能，寄

希望于自己的孩子早点掌握这项技

术。这种“早学早有优势”的追赶

心态、“别人学了自己孩子不学”

的攀比心态、“升学加分特长项”

的代办心态，表面上可以理解，实

质是非常盲目的。

第三个原因则是资本的推动

和相关培训机构的夸大宣传。逐利

的资本发现这是一个大商机，而编

程培训机构发动了对家长的“洗脑

战”，他们不惜鼓吹“不学编程将

成新文盲”，抓住家长们的心理痛

点，诱导教育消费行为。

学校是信息素养教学的主

渠道

2017 年，国务院印发了《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实

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

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

广编程教育”。这表明国家在战略

层面对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提出了

面向新时代的新要求。校外编程机

构在缺乏国家统一课程标准的环境

下“野蛮”生长，虽然提供了差异

化编程培训，但是由于没有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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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与监管，编程培训机构良莠

不齐，教育目标和品质令人担忧。

面对以上问题，教育主管部门要担

当起有效指引与监管的责任，要及

时拨乱反正，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

发展素质教育的目标是“立德

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人。学校教育不应该缺失信息素

养教育，无论编程教育、计算机教

育、信息技术教育，基础教育阶段

的主阵地应该在学校。课外编程培

训机构的培训行为必须有规范和被

监管。编程培训机构可以作为满足

学生们个性化发展和差异化需求的

重要补充，但绝不是青少年信息素

养教育的主阵地。

2018 年，教育部颁布了最新

版本的《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

准》，提供了高中阶段全面完整的

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奠定了普通高

中阶段信息技术教育的坚实基础。

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素养教育、信

息科学课程的标准还在紧锣密鼓的

讨论中。全球各国也纷纷将少儿

编程课程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早

在 2012 年，一直关注技术与教育

融合的新加坡就颁布了中小学的计

算机应用课程标准。2014 年，英

国颁布并实施了小学与初中阶段独

立开设的计算课程标准。2016 年，

澳大利亚制定了小学、初中的数字

技术课程标准。世界各国不仅提出

了信息时代下的教育政策导向，并

且都在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上颁布了

相关课程标准，使得学校在课程实

施层面有据可依，同时也让校外编

程培训机构可以严格地依据标准开

设辅助课程，教育部门可以依据标

准进行监测、评估与督导。

服务国家“互联网 +”、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重大战略，教育部

门与学校应积极推进教师培训，拓

展教师专业发展，孵化优秀教师团

队，改善资源供给，提供有力保障，

同时防止校内优秀教师又进一步外

流校外培训机构；尽快建成以学校

教育为主体的师资队伍，肩负起培

养学生们面向未来提升信息素养的

重要使命。

警惕信息素养教育走弯路

编程不是信息素养的全部。虽

然现在编程培训倍受热捧，但是必

须提高警惕。“编程热”的目标不

能停留于代码学习，不能局限于技

能训练，对青少年的信息素养教育

刻不容缓。几年前就兴起了“打字

热”，全民学习如何用键盘打字。

接着，各式各样的办公软件、媒体

处理软件的兴起，又出现了以软件

操作为主的“操作热”。一直以来，

教育都非常容易陷入技能训练，这

些操作练习的教育意义其实非常有

限。大量碎片化、机械化、脱离学

生生活经验的操作技能，无法形成

学生们终身受用的素养，如果这样

进行编程培训，“编程热”不仅是

老路也是弯路。

如今，不少机构出现大量噱头

化课程，鼓吹青少年可以通过学习

编程课程提升逻辑思维能力，从而

提高解题能力，提升全学科的分数，

这显然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此

外，编程培训机构的课程存在系统

化的缺陷，甚至存在不少科学性错

误。很多课程还停留在组装搭建上，

甚至授课老师代办学生大量学习过

程，仅留下简单的步骤由学生完成。

课程通过堆砌昂贵的硬件，实现简

单的操控，完成看上去炫酷的效果，

甚至让学生们误解了人工智能的实

现路径。这样的编程培训，并没有

让学生真正学习到科学的本质，养

成信息意识和计算思维，更谈不上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

的培养。

国际上对编程学习有一种理念，

是说青少年学习编程不是为了掌握

代码，掌握编程技能本身，而是通

过编程，来学习、理解、改变这个

世界。最新版本的《普通高中信息

技术课程标准》已进一步明确了信

息素养的界定：培养学生具备信息

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

新、信息社会责任。信息素养的培

养并非简单的代码学习、编程操作，

需要将目标上升到意识层面、思维

层面、创新层面与责任层面。要进

一步发展学生们应用计算机面对问

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强调理解计算机科学以及它与数学、

工程、科学、人文之间的关系。要

通过信息素养的教育，培养学生们

解决全新的问题的思维方式，将计

算思维看作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所

需的系统方法，让学生们思考信息

技术改变我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

方方面面。培养学生们基于数据层

面去理解信息、应用信息，把握数据、

算法、信息系统与信息社会的层层

关系。真正培养学生从一个技术的

消费者转变成技术的创新者，从而

培育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综合

提升我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竞

争力。

（转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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