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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前沿

2017年，或许是
人工智能全面“战胜”
人类的拐点。

年内，人工智能
AlphaGo对拥有号称
最强运算大脑的围棋
职业选手发起了一系
列挑战，战无不胜；写
稿机器人在一些媒体
投入使用，写作能力丝
毫不落下风；清华大学
会作诗的人工智能“九
歌”，能与学校诗社的
同学一较高下……

面对一片“狼来
了”的惊呼，上海有一
所学校的掌门人却显
出了独有的冷静，另辟
蹊径地找寻人工智能
与未来教育潜在的桥
梁，这就是上海星河湾
双语学校校监唐盛昌。
11月25日，星河湾双
语学校举行了一场围
棋人机互弈的活动，家
长、孩子、围棋职业高
手、人工智能开发团队
齐聚一堂，共同探寻人
工智能的驾驭之道。

从对弈到互弈，
跳出对立看清趋势

当天午后，来自星河湾双语本
校，以及上海华育中学、上宝中学、
张江集团学校、上海金山杭州湾双
语学校的千余名家长与孩子陆续走
进星河湾双语学校大礼堂，等待精
彩的人机互弈开始。礼堂的台上，一
边是小棋手即将对弈的棋桌，一边
是围棋职业选手讲评位置。人机大
战前的紧张、期盼、好奇，写在所有
孩子和家长们的脸上。
人机互弈就是人与电脑下一盘

围棋？“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事实已
经证明人在围棋上下不过人工智
能，没必要再进行这样的对弈。”对
此次活动，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校
监唐盛昌显然另有创意。
果然，此次人机互弈活动的规则

非常与众不同：在主要的一场比赛
中，参加对弈的有三方，一方是学校
的高二学生、业余 !段的宋笑晗；一
方是同为七年级的业余 "段宋培源
和业余 #段鲁冠瑾；第三方是由天壤
网络科技开发的人工智能围棋选手。
比赛中，低段位的宋培源和鲁

冠瑾将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挑战
段位较高的宋笑晗。人工智能的帮
助方式很特别：每一步前都会给出
五种出棋方案，其中有高招，也有中
招和低招，需要宋培源和鲁冠瑾依
据自身的能力做出选择。两人若选
中高招，将大大增加获胜机会；若选
择了中招或低招，便可能满盘皆输。
这哪里是什么人机大战，分明

是选择题考试么？
“不错，就是为了选择！”唐盛昌

的回答非常果断。“围棋人机大战已
经证明了人工智能在算法上强势，
在这种强势下，人当然不能只认输，
而是完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优
势。计算机根据棋力分层给出不同

层级的招式，需要小选手做
出选择，这种选择就是对能
力的考验。对围棋一窍不通
的人肯定选不到最佳招式，
有一定基础的才有可能选
中，这种选择的背后，就是以
能力为基础的学习过程。”
唐盛昌用了体育比赛来

做比方———最好的短跑运动员，
百米跑用时 $秒多，时速 %&多千

米，但没人可以用百米速度一直跑下
去，赛车运动员最高时速可达 %&&多
千米，而且能跑很久。是因为赛车运动
员比田径运动员更强壮吗？显然不是，
达到这样的高速是人车合一的结果。
“人工智能也是一样。如果一个

棋手，可以很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给
出的选择，战胜高段位的对手，并不
是他自己已经达到了高段位水平，
而是他做到了人机合一。这就给未
来教育一个启发———面对人工智
能，我们该教给学生什么。”

从智商到智能，
揭开断点思维奥秘

千余双眼睛，紧盯着台上的对
弈双方。宋笑晗段位高，落子镇定，
大将风范十足；宋培源和鲁冠瑾的
年龄和棋力都低于对方，但在人工
智能不断提供选择的协助下，亦能
在场面上不落下风。坐在讲评席上
的中国著名女子围棋世界冠军芮
乃伟和上海棋院副院长、国家围棋
队副队长刘世振也不时发出赞叹。
棋至末尾，宋笑晗一步棋稍有

不慎，宋培源和鲁冠瑾则准确选择
了人工智能方案，一招定胜，宋笑晗
投子认输。现场响起一片惊叹声。
“低段位棋手即便再怎么联合，

一般来说也不可能战胜高段位棋
手。”刘世振评价到，从现场表现看，
两名低段位小棋手八成以上的落子，
都是参照了人工智能提示，并做出选
择，而且，两人的选择总体上比较准，
显示出两人都有着不错的围棋功底。
基于概率演算的人工智能为何

会在围棋上屡屡战胜人脑？世界冠
军芮乃伟认为，人工智能的思维体
系是断点式，不同于人脑的思维连
贯性。人脑的推理、演算、角色，每一
步都基于上一步的结果。也正因为

如此，人会受到情绪的波动而不能
作出有效选择。如擅长攻击型的棋
手会把进攻放首位，擅长防守的则
相反，落子会比较保守。人工智能的
优势就在于走每一步之前都是重新
开始计算和评估，不会受已经做出
的决定的干扰，而且不存在性格。
对于最终比赛结果，唐盛昌显然

在预料之中，结果也印证了他对人工
智能可驾驭的判断：“低段位在人工
智能帮助下战胜高段位，这样的尝试
非常有意思。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
低段位小棋手正是有了扎实的基础，
才有可能在人工智能提供的方案中，
选中最佳方案。这说明有了人工智
能，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学习就可以不
要，同时基础学习会显得越发重要。
人工智能的作用是开发学习者的思
路，同时促进反思。”

从围棋到教育，
把握痛点积极改变

人工智能究竟会从什么角度改
变教育，教育的应对在哪里？'(!

)*+,-在围棋界的横冲直撞，让唐
盛昌对人工智能与人类智商展开了
深入思考：在一片人工智能“狼来
了”的声音里，谈两者对立的多，讲
危机的多，而实质应对，特别在教育
领域进行试验基本是空白。以比较
成熟的围棋人工智能为切入点，显
然可以为未来的教育变革提供实战
参考。
“人工智能提供方案，人做出

选择”，今天的比赛很好证明了这
一点，或许也是未来人类利用人工
智能的一种预言。唐盛昌说，
人工智能的特征是概率判断，
即计算机会判断每一个步骤
的胜负概率如何。与之相
比，基于概率判断的
教学，以及不确定
性问题的研究，

在现行的课程体系中几乎没有出
现过。目前的学校教育都是将确
定性结论教授给学生，以数学为
例，教授的内容不但是确定性结
论，而且会精确到具体的解题步
骤。

与此同时，在人工智能下，现
有教育知识体系中不同内容的重
要程度将发生变化，即现在认为的
教学重点，今后可能不再成为重
点。如纯粹的记忆性内容可以用电
脑来帮助存储，学生只要学会查找
就可以了。在此背景下，教育界可
能需要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
行重新认识，提出人工智能背景下
的“双基”。相应的，对学生的评价
体系也要改变，高等级学校的选才
思路也要改变。

教育需要这么多变化，那人
工智能时代会彻底颠覆今天教育
体系吗？“当然不会。今天的比赛，
证明了人机结合中人作出决策的
重要性。而帮助人们形成决策的
能力，依然来自教育。”唐盛昌认
为，要将人工智能为我所用，教育
者与学习者都不能盲从于人工智
能。
“未来的好学生，一定是人机结

合做到最好的学生。”唐盛昌说，类
似此次人机互弈的人工智能教育实
验活动，他还将以更加有趣的形式
继续推出。
多有趣？拭目以待。

教育与人工智能，
一场是非题还是选择题的有趣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