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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新教育 

新思考”——新东方教师
培训公益版教育研讨会正
式启幕，共话后疫情时代
教 育 机 遇 与 挑 战 。 5 月 1 2
日 至 5 月 2 8 日 每 周 二 及 周
四，50位知名教育专家、
学者及行业精英将齐聚“
云端”，就全人教育、在
线教育、国际教育等六大
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呈现
多维度观察视角和解题思
路，共同开启后疫情时代
的教育新版图。

本 次 教 育 研 讨 会 由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与教
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
心未来学校研究院联合主
办。研讨会以纯线上方式
进 行 ， 在 央 视 频 、 爱 奇
艺、腾讯教育、微博教育
等平台同步直播。

5月12日举行的首日
研讨会聚焦“全人教育”
主题，八位海内外知名专
家 以 主 旨 对 话 、 专 题 演
讲、国际研讨三种形式，
从不同维度对这一主题进
行深入剖析。

俞敏洪对话周成刚：
好的教育是理想和现实主
义的结合

首场主旨对话由新东
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
敏洪、首席执行官周成刚
以连线的方式展开，为本
次研讨会打响第一枪，二
人就中西方教育差异等话
题进行了探讨。

首先，周成刚从过去
7 年 间 走 访 世 界 名 校 的 经
历出发，分享了中西方大
学教育的差异。如在录取
环节，西方大学特别是世
界名校对学生的考察标准
更多元，会从兴趣爱好、
社会活动、领导力、科研
能力等方面综合评估；在
校学习方面，西方尤其是
美国的本科教育以通识教
育为主，让学生对人类知
识有框架性的了解，之后
再深入钻研某一个学科；
在教学方面，西方大学以
开放性课堂为主，老师提
出问题，学生可以从不同
角度回答，甚至可以挑战
老师，在辩论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逻辑思考能力和批
判、创新思维；校园生活
方 面 ， 西 方 大 学 体 育 活
动 、 社 团 活 动 、 社 会 实

践、跨专业跨学校交流活
动等较多，有利于对学生
潜能的全方位挖掘。

基于上述分析，周成
刚认为，国内大学在拓宽
学生录取维度，创造更自
由的学术争鸣氛围方面可
以做得更好。此外，大学
应注重全人教育，让学生
德智体均衡发展。

教育的责任，不止在
校园，更在家庭。周成刚
认为，好的家庭教育，要
培养孩子自信和自主学习
力，从而在瞬息万变的世
界中保持竞争力。在这两
点的基础上，家长和孩子
可以少一些实用主义，多
一些理想主义。“很多家
长给孩子灌输的思想，学
习是为了考上名牌大学，
考上名牌大学是为了找到
好的工作，找到工作后读
书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人
在这种实用主义动机下，
发展的持续力是不足的，
而 在 兴 趣 和 理 想 的 牵 引
下 ， 人 往 往 可 以 走 得 更
远，爆发力也会更强。”

他表示，当一个人把
自己的爱好、潜力和社会
需求结合起来的时候，事
业往往可以走得更远、取
得更大成就，当一个人在
事业上取得更大成就，反
过来也会有更大的担当，
因此“既要仰望星空，又
要脚踏实地。”

俞 敏 洪 进 一 步 补 充
道，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也可以更好地结合。中国
的教育要适当加强学生的
理想主义色彩，实际上是
让学生站得更高、走得更
远。大学本身的好坏不能
决定人的一辈子，能够决
定前途的是内在的心灵。
要去体验、尝试和探索未
知的、更加高远的东西，
这些东西无法给你来带财
富和事业的成功，但却能
将你带上更高的境界，让
自己对未来更有信心。而
家长和老师最重要的是告
诉孩子们，人生到底应该
追求什么。“考试分数很

重要，但一辈子对自己有
信心，有期待，做自己真
正 喜 欢 的 事 情 ， 更 加 重
要。”

周成刚认为，发达国
家的很多教育理念值得我
们借鉴和学习，比如对批
判性思维、公平意识、因
材施教的重视。但光学习
和借鉴只能进步，要想超
越还需要创新思维，这是
今天教育的一个更重要的
话题。

新 时 代 ， 如 何 做
好全人教育？

在主旨对话之后，著名
历史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
教授朱学勤，新东方教育科
技集团优能中学推广管理中
心教师培训与管理总监孔维
钢，新东方在线副总裁、东
方优播CEO朱宇相继发表专
题演讲，结合自身的经历和
思考，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
时代如何做好全人教育。

朱 学 勤 通 过 钱 伟 长 、
顾准、孔子、柏拉图四位学
者、教育家的故事，深入阐
释了什么是全人教育，为什
么要进行全人教育。钱伟长
坚持当一个培养多才全人的
大学校长，创新性地打破学
科界限，让文理工科学生同
堂上课，互相交流启发；顾
准会计学出身，后来成为领
先 时 代 的 思 想 家 、 经 济 学
家，这与他文理兼修的知识
结构密不可分；孔子和柏拉
图，处于同一时代，孔子以
文科教育为主，而柏拉图则
要 求 “ 不 懂 几 何 者 不 得 入
学”，重视培养学生的科学
思 维 ， 二 者 教 育 理 念 的 差
异深刻影响了中西方几千年
的教育模式。朱学勤认为，
新时代我们的大学教育应该
从培养分科人才走向培养通
才，让学生文理兼修、全面
发展，学生毕业后也要沿着
全人的方向进行自我教育。

在 具 体 教 学 实 践 上 ，
如何将全人教育落到实处？
接下来，孔维钢从多年的新
东方教师培训工作经历中，
总结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的内涵和方法论。他认

为以学生为中心，就是把目
光从关注知识点本身转变为
关注学生，这也是全人教育
理念的核心要义。如何实现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孔维
钢认为教培机构应从产品研
发、教师培训、教学教研三
方面发力：提供定制化的产
品和练习，着力提升教师功
底和课程体验，教学教研则
既要关注学生问题，又要加
强家庭教育。教师也要从三
个方面努力：讲课的目标要
从讲解知识转变为讲解学生
的问题，搭建起完善的练考
体系，并且针对不同的学生
给出不同的方法选择。

随后，朱宇围绕 “如
何做好新时代下的教育”发
表 演 讲 。 朱 宇 表 示 ， 随 着
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基于工
业时代的教育思路和方式也
要相应变革。他首先从古今
事例入手，层层递进地阐释
了教育的四个目的：融入社
会、产生价值、发掘优势、
获取自由。而实现这些教育
目的，需要最优秀的人才作
为老师，朱宇认为，中国的
教育改革应着重提升老师的
整体水平，而非仅仅聚焦完
善教育体制。最后，他从决
定未来20年中国国运的三大
因 素 — — 技 术 突 破 、 消 费
升级、政策变革，推演出新
时代社会需要的人才类型：
技术突破需要自然科学、信
息科学人才，消费升级需要
人文科学、生命科学人才，
政策变革需要社会科学、管
理科学人才。教师也要从自
学能力、探索能力、归纳能
力、验证能力和实践能力五
个方面，帮助学生在新时代
更好地生存、发展。

教 育 改 变 步 伐 加
快，教师的作用会更加
重要

疫情爆发以来，人类
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连接在
一起。一个更加相互依存
的世界需要怎样的教育？
下一代需要掌握怎样的技
能以应对不确定的挑战？
面对科技发展及数字化转
型，老师的作用又会发生
怎样的变化？12日晚间的
国 际 研 讨 环 节 ， 远 在 法
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教育和技能部部
长Andreas Schleicher，以
及在北京的剑桥大学国际
考评部东亚区总监赵静博
士，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
团国际合作部总经理陈庄

连线，围绕时下教育面临
的挑战和未来，进行了深
入探讨。

Andreas Schleicher
说，今天的教育体系，很
多仍延袭着工业革命以来
的传统。教师的培训、课
程、授课等都是紧紧围绕
教室教学环境进行的。如
今，社会和科技的变化，
往 往 比 教 育 发 生 的 变 化
快。未来，需要多关注课
堂内的创新和变革。

他 认 为 ， 无 论 疫 情
与否，教师的作用会更加
重要。学习不是“交易的
过 程 ” ， 而 是 一 种 “ 关
系”的体验。毫无疑问，
科技会改变教师的作用，
在知识的传递方面，科技
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让传递变得更加具有适应
性、个性化。因此，教师
未来会降低在知识传递方
面的作用，变得更像是“
导师”“辅导员”“评估
员”，这对老师的要求其
实更高，不仅对学科要掌
握，还要了解学生的进度
和特点，培养学生的终身
学习能力，而不是以考试
为终点。

赵 静 博 士 表 示 ， 教
师被认为要“传道授业解
惑 ” ， 但 教 师 也 不 是 全
能，什么都能做。教师需
要以身作则，要进行反思
式 的 学 习 、 践 行 终 身 学
习 、 在 教 学 中 发 挥 创 造
性，只有教师保持开放思
维 ， 培 养 出 好 的 学 习 习
惯，才能影响下一代。

陈庄认为，这需要建
设一支很好的教师队伍，
不仅要吸引高素质的人才
进入教师行业，更重要的
是 以 怎 样 的 方 式 留 住 他
们。

据 了 解 ， “ 新 教 育 
新思考”新东方教师培训
公益版教育研讨会时长共
6天，接下来的5场研讨会
将 在 随 后 的 两 周 陆 续 登
场。国内外知名教育大咖
将继续云集在新东方搭建
的平台上，围绕 “未来教
育&教育公益”、“家庭
教育”、“健康&教育”
、“国际教育”、“在线
教育”五大主题，以主旨
对话、专题演讲、国际研
讨三种形式，阐述观点，
展开讨论，共同探寻新时
代的教育变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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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 新思考”教育研讨会开幕
中外大咖云聚首共话教育未来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左)、首席执
行官周成刚(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