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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是美国为了培养技术型人才应对未来社会挑战，创造性提出的一种新型教

育理念，当前的STEM教育理念注重科目整合的意义和价值，但是STEM教育在应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与社会产生的就业和

伦理等方面的挑战时，缺乏哲学层面的理论和方法指导，需要通过跨学科思维完善自身在科学素养、计算素养、数据素养方

面的培养，并从科学技术哲学角度将问题意识、伦理素养高阶思维融入STEM教育的理念当中，在技能和理念方面同时培养

综合性人才，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

Abstract: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education is a new educational concept creatively put forwar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train technical talents to cope with future social challenges, the current STEM education concept pays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subject	integration,	but	STEM	education	lacks	philosophic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when	dealing	with	the	employment	and	ethical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literacy,	computing	literacy	and	data	literacy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and	

integrate the three high-level thinking of problem awareness, ethical literacy into the STEM education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 as to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talents in skills and concepts at the same time, so as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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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STEM 教育理念是起源于美国的一种新型教育理念，是

美国为了应对未来社会挑战而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当今

国际探索 21 世纪人才培养的一种教育理念与举措。STEM

教育就分科而言，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有着不同的侧重

点：科学注重知识运用；技术注重改造创新；工程注重项目

设计和开发；数学注重分析推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明确指出，“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

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

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

验”[1]。STEM教育的重要性则体现在其“整合”的意义和价值，

即不仅要关注作为 STEM 教育基础的分科知识，更加要重

视其连接知识和实践的特征，尤其关注 STEM 教育理念与

社会发展的关系。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

际竞争的新焦点，明确规定要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并在

中小学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随着人

工智能的现代化，工程和科学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技术的

发展带动了多学科的协同发展，以系统工程设计与开发为主

导，科学、技术、数学、艺术等学科得到高度的融合，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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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成为各国选择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在人工智能

高度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之下，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通

过 STEM 教育，培养具备科学素养和等技能的人才，可以

促进学生多种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信息素养的综合锻炼，在体

验中感受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激发其对信息技

术的兴趣和对未来科技的追求，以满足时代发展需求。

2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 STEM 教育的挑战
2.1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与社会的挑战

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迅猛发展，由人类研发的人工智能

拥有的能力远超常人，人工智能逐渐进入到人类的工作领

域，其技术产品已经影响到了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

人工智能技术也引起了众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担忧，主要体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对劳动力的替代以及人工智能和人

与社会的问题。

2.2 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造成社会就业危机
科技进步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影响从以往工业革命的“体

力代替”已经转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智力代替”，人工智

能技术的产品对劳动者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不再以劳动者

为生产过程的核心，甚至能够按照既定程序自动完成产品生

产的全部环节。目前，人工智能极高的生产效率意味着在流

水线上简单、乏味、重复性高的工作已经实现了自动化，接

替过去那些需要人力承担的大量繁杂和机械重复性的体力

劳动，由过去的独立工作转向人机协同，利用人工智能协助

人们以高效率和高质量完成工作，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

业危机，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由“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

智能”的递进，就业危机程度还将持续加深。

2.3 科学技术哲学视角下 STEM 教育的理念问题
在美国，STEM 教育可以被看作是 STS 研究的产物，

STS 研究源于因工具理性的统治而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

STS 研究者的视野开始超越工具层面和技术黑箱，从科技与

人的关系、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等进行深层研究与思考，强调

科学技术的社会责任和人文素养。

STEM 教育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侧面印证了人类对工

具理性的思考再次向功利需求逐渐妥协，STEM 技术教育课

程范式，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了实用主义与工程实践的偏好，

近年来兴起的机器人大赛热、社会上五花八门的编程教育机

构、甚至出现“小学生研究博士课题”的荒唐现象，都与

STEM 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有关。STEM 教育本质上就是通

过培养综合型技能人才满足社会服务和时代发展，然而，当

我们思考 STEM 的教育价值的时候，必须将这个为市场服

务的功利主义框架转化为知识创造框架，追寻 STEM 的知

识价值和教育内在价值 [2]。充分关注 STEM 的人文素养和

社会责任，通过培养、问题意识、伦理素养使 STEM 真正

摆脱其本有的功利主义与工具主义以及克服人工智能给社

会带来的伦理风险。

3 STEM 教育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理念和方法
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但是教育本身并不直接改

变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引起社会需求的变化，导致政府

对教育要求的变化，加之教育者自身的努力，进而使教育成

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 [3]。STEM 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实践

探索，培养出具有科学素养、数据素养、计算思维的人运用

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STEM 教育从实用主义出发，以

解决实际问题为主，但是 STEM 教育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

成功解决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掌握一门精湛的技术，创造

力、创新精神、系统性思维和人文素养等因素也是成功的

重要动力。当前的 STEM 教育注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并

不能很好地解决具有高度复杂性的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层次

问题。因此，需要将问题意识、伦理素养融入 STEM 教育

理念当中。人工智能本身就是跨学科知识融合的产物，单一

的知识或技术是无法产生人工智能的，而 STEM 教育打破

了传统教学孤立地传授学科知识的方法，更加注重跨学科学

习，强调分科知识间的联系，强调知识与实践之间的联系，

需要加强跨学科思维的指导，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数据素

养以及计算素养。

3.1 增强 STEM 教育的科学素养、计算素养、数据

素养的培养
科学素养、计算素养和数据素养作为人类面对人工智能

挑战的必不可少的素养，需要科学技术课程的专业基础知识

作为支撑，但是对科学、计算、数据素养的培养不能局限于

科学技术课程中，STEM 视野下三种思维的培养应从全方位

出发，结合 STEM 教育新理念，将多门学科的知识有机融合，

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解决综合应用问题的能力，提

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运用科学、计算和数据思维解决问题的

能力。

3.2 强调问题意识
STEM 教育强调以项目或问题为驱动，在参与的过程

中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学生合作探究的方式完成项

目，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

STEM 强调做中学，注重学生体验学习任务或作品的完成

过程，促进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可见，问题解决能力在

STEM 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

由于 STEM 跨学科的特点，基于问题的项目驱动不仅

涉及对不同知识之间关联关系的挖掘，还涉及对各学科及其

内容之间关联关系的分析。通过具体的问题解决流程，不断

激发学生的问题敏感性，让学生反思自己的问题解决过程，

深化对任务所涉及的各学科或各章节知识之间关联关系的

认识与理解，逐渐培养其问题意识和解决能力。在学生参与

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

能在复杂系统中从容地应对变化 [4]。

3.3 培养伦理素养
人工智能给人们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风险，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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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挑战，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渗透在生活

的方方面面，但是人工智能自身并无法对其进行伦理道德

的约束，而科研人员更多着眼于人工智能产品的技术高低，

很少关注人工智能产品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如“人工智

能机器人教唆主人自杀”“人工智能产生的道德主体问题”

等，人工智能体已经开始学会思考、适应环境的变化，人们

在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时，应该寻找有效规避风险

的方法，而通过教育来对人工智能制造者——科学家进行道

德伦理的规范，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防止因科研人员的主

观性产生的人工智能问题。在个人层面增强科研人员的社会

责任感和提升民众的文化与知识素养，消除对人工智能的偏

见，为发展人工智能提供良好的氛围；在技术规范层面，加

强交叉学科间的探讨以及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社会生

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将伦理素养融合进 STEM 教育中，

不仅能有效指引学习科学、技术、数学等基础知识，还能从

教育实践中向学生灌输伦理素养，对人工智能持以正确的

态度。

4 结语
论文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探索了 STEM 教育在面临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与社会的挑战时，通过完善自身的理念

和融入新的理念，提供了不同思维和素养上的培养方向，强

调了解决问题的重点在于人的思维和素养，而不仅仅是技能

上的培养或者加强。纵观国际上关于人工智能与 STEM 教

育的研究，普遍集中在人工智能是如何在技术上完善和加强

STEM 教育，即“人工智能 + 教育”，较少探讨以人工智

能对人与社会的挑战为切入点，间接挖掘人工智能与 STEM

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论文在 STEM 教育应对人工智能挑

战的理念和方法部分需要完善具体的以项目式开展的具体

培养方法，设计 STEM 教育课程结构和具体内容等逐步培

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伦理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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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可用它表现不同的意思。古诗中有千古传诵的名句“云

破月来花弄影”，王国维赞：“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

现代汉语中带有“弄”字的词语也很多，如 “弄潮儿”“弄

啥哩”“弄饭”“弄弄卫生”“弄不好”等。这些意思有的

是这个字的本义，有的是引申义。“弄”的本义是把玩，如《诗

经·小雅·斯干》：“载弄之璋”“载弄之瓦”；引申为戏耍、

游戏，如李白《长干行》“绕床弄青梅”；又引申为做、干，

如“弄巧成拙”“弄假成真”；又指作弄、欺侮，如“戏弄”，

等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本义入手，引导学生交流自己已

掌握的带“弄”字的词语、诗句，将这个字义发展变化的脉

络进行整理，这样学生不仅对这个汉字的多重意义及其联系

可以了然于胸，而且了解了汉字字义变化发展的一些规律，

这是培养学生认知汉字的好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小学

阶段学生掌握的词汇还不够多，所以这样的整理不必像大学

里汉语课程要求的那样全面和完整。

有一些汉字，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具有丰富

的含义，如“仁、义、礼、智、信”等，这些汉字是抽象的，

但具体到生活中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如爱护他人，遵规做事，

懂得礼貌，合理做事，遵守诺言。这些汉字背后往往还有动

人的故事，作为对字义的解释。学生学习这些汉字，既可以

对汉字意义之丰富有具体而真切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增加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提高自身的思想素养。

5 结语

注重汉字文化教育，是新课标背景下提升小学语文教学

品质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对教师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虽

然小学教学不需要进行太高深太专业的语言文字教学，只需

要选择与小学生认知水平相符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但

进行汉字文化教育，需要教师具备较好的语言文字修养；需

要大量查阅资料，开阔视野；需要精心设计教学方案，创设

良好的教学情境，所以对小学语文教师来说，这是一种新的

探索，更是一个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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