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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学校将有智能形态

老师布置任务，学生变成“小老师”。师生角
色的“翻转”，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在天津
市和平区汇文中学搭建的智慧校园平台上，教师
可以发布“英雄帖”，学生则根据任务要求录制短
视频、学习和讲解知识点。

“从‘老师讲’变成‘同学讲、大家评’，这
就是科技带给课堂教学的转变。”天津市和平区教
师发展中心主任卢冬梅说，“科技让教学场景得以
更丰富地展现、更简单地实现。”

“未来学校的形态可能是智能学校、智慧学
校，也可能是智联学校。”北京人大附中联合学校
总校常务副校长、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校长周建
华说，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未来学校将拥有技
术赋能、思想智化和管理创新的机遇。

不只在中小学，科技的助力也改变了高等教
育面貌。

中山大学校长助理、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王帆介绍，在教学资源环节，中山大学将基于

“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手段，建设全面开放
的课程中心，增进师生教学体验。在教学过程环
节，智慧教学新空间将以学生与教师为核心，支
持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信息的衔接以及日常
课堂教学互动。

在此次峰会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合腾讯
研究院发布了 《迈向更好的教育：未来教育的技
术发展空间报告》。报告显示，近八成的教师群体
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在
教学中的应用有着强烈的培训需求。

“近年来，科技对教育发展的推动越发明显，

新科技在教育领域的有效应用与深度融合，已经
成为当下探索教育变革的核心路径。”中国陶行知
研究会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在致辞中
表示。

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

在云南，通过高清视频，留守儿童的父母参
加了家长会。“云端家长会”的方式，让学校和身
处外地的家长找到了新的共育方式。在四川九寨
沟，位于云端的优质教学资源，通过互联网的智
慧学校提供给当地师生。

科技缩短了教育的距离、传递了教育的温
度，让更多人获得了过去难以触及的教育资源。

河南省鹿邑县 29 岁的姑娘王妙是一名成骨
不全症患者，也是人们口中所称的“瓷娃娃”。
由于身体残疾、行动不便，她从来没有去过学
校。两年前，王妙开始跟随腾讯课堂的线上课
程学习编织，这让身残志坚的她找到了生活的
新方向。

“学习的过程比较辛苦，每天只睡四五个小
时。”王妙说，做起编织后，她的绣功越来越好，
还成功申请了县里的非遗项目。

2020 年，王妙在镇上开了工作室，带动全乡
留守妇女一起创业，订单越来越多。她也开始在
网络上录制和上传编织课程，免费教农村的留守
妈妈学习手艺。

“利用互联网手段和科技工具，让优质的教育
资源更好地流动起来，让大山里的孩子也能享受
到高质量的教育，这是教育行业从业者需要共同
努力的方向。”腾讯云副总裁、腾讯教育副总裁王
涛表示，科技的力量能够促进教育公平化、个性

化和高质量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突出了学校、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的重要性，也暴露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远程学习的不足和数字鸿沟的代价。”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主任李铭表示，“后疫情
时代的教育重建，将更加依赖各类科技企业的技
术支持，为需求最多的国家、院校和人群适配软
硬件设施与开放的教育资源。”

以在线方式培养技术人才

“十四五”期间，中国对新职业人才的需求规
模庞大。根据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就业景气现状
分析报告，仅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的缺口就超过500
万人。基于巨大的新职业人才缺口，中国提出加
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
术的人才。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互联网在线学
习获得新的技能和知识，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和
素质。业内人士指出，在线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新
型产业人才的重要方式，能够凭借成本相对较
低、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成为经济数字化转型
升级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旺盛的职业教育需求面临着教育资源短缺
问题。职业教育的种类繁多、专业垂直细分，受
到地域的限制，很多优秀的职业教育机构可以招
生的区域生源很有限，很多学员也难以在当地找
到自己需要和合适的课程。”腾讯公司高级执行
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介绍，
目前已有 12 万家职业教育机构通过腾讯课堂服
务于全国的职场人，上架课程中 80%与就业高度
相关。

变革教育方式，助力教育公平，推动职业教育——

科技赋能教育“新生长”
何兰慧 刘 峣

科 技 决 定 未 来 ，
教育关乎发展，科技
的赋能让教育有了更
多 可 能 性 。 疫 情 之
下，在线教育用科技
打通现实阻隔，而在
更多的应用场景中，
科技正深刻影响着教
育的面貌。

近日，在由腾讯
教 育 主 办 的 第 二 届
MEET 教育科技创新峰
会上，科技助力教育
智慧化升级成为与会
者关注的热点话题。

国际专利申请稳居世界第一、
全 球 创 新 指 数 名 列 第 14…… 近 年
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全面加强，
知识产权创造量质齐升，知识产权
运用效益加速显现。知识产权事业
迈向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供了有力支撑。

构建大保护格局

“知识产权保护迈出坚实步伐，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进一步优化。”在日前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副局长甘霖说。

在立法方面，今年1月1日起施
行的民法典，明确了故意侵害知识
产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此外，专
利法、著作权法、刑法均完成新一
轮修改，针对故意侵权确立惩罚性
赔偿制度，法定赔偿数额大幅提
高，刑事处罚力度加大。

与此同时，中国还新设立了一
批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
心。2020 年保护中心、快速维权中
心共协助执法办案1.7万件，结案率
98.3%，平均结案周期11.6天。

在国际合作方面，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仲裁与调解分中心落地上海，国
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
及地方分中心有效运行，设立以来已
指导海外维权案件300余件。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已经
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
完善相关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
呼声越来越高。”国家知识产权局局
长申长雨说，中国将围绕大数据知
识产权保护，重点处理好保护和使
用、安全与隐私的关系，促进数据
资源有序进入要素市场。

据了解，下一步，国家知识产
权局等部门将做好顶层设计，制
定、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和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重点专项规划。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
司司长张志成表示，多部门将共同
发力，打击侵权假冒，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国际合作，推动国内营商环
境水平整体提升，更好地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

提高知识产权质量

当前，中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
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

数据显示，2020中国全年授权发明专利53万件，每万人口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5.8件，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中国
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PCT国际专利申请达到
6.9万件，稳居世界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第14位，较2015年提升15位。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更好保护和激励
高价值专利，并首次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到2025年达到12件的预期目标。

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葛树表示，高价值发明专利
主要是指符合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专利质量较高、价值较高
的有效发明专利。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在海外有同
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发明专利、实现较高
质押融资金额的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
发明专利等。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要向高质量迈进，要推动质
量提升，要解决现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申长雨说。

推动创新成果转化

转化运用是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是知识产
权经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渠道。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2020
年中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34.7%，其中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
业化率为44.9%。而在“十三五”期间，中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稳
定在30%以上，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均在40%以上。

申长雨说，2020 年，世界领先的 5000 个品牌中，中国占到
408个，总价值达 1.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围绕知识产权金
融持续发力，助力知识产权价值实现。2020年，中国专利、商标
质押融资总额达2180亿元，同比增长43.9%。众多中小企业从中受
益，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目前，专利转化存在‘两难’问题：一方面，不少高校、科
研院所的专利难以被发现、被应用；另一方面，不少中小企业难
以获取所需的专利技术。”申长雨说，为此，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
财政部启动实施了专利转化专项计划。根据计划，正在推动三方
面工作：通过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改革，激发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利
转化的动力；通过打造专利技术推广应用平台，主动对接高校、
科研院所和中小企业的专利技术需求；加强正面激励，对实施效
果好的省份予以奖补，以此促进专利转化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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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董瑞
丰）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
新研究院日前面向全球发布
一套遥感图像细粒度目标识
别数据集，可作为遥感智能
解译领域的基准数据集，供
从事地理信息、图像处理、
遥感测绘、人工智能等相关
领域人员研究使用。

数据集含15000余幅分辨
率优于1米的图像，数据场景
均为民用机场、港口、城镇
等，其中来自我国自主产权
高分系列卫星的数据占比超
过 80%，标注结果均经判读
专家确认。

项目负责人、中科院空
天院研究员付琨介绍，细粒
度目标识别，是指在目标检
测的基础上，识别出目标的
具体型号与类别。根据遥感
应用的实际需求，数据集将
包括飞机、船舶、车辆、球
场和道路在内的目标，细分
为37个细粒度类别。

例如，该数据集依据型
号将飞机细分为波音式 （波
音 737、 747、 777 和 787
等）、空客式 （空客321、330
和 350 等） 以及国产式飞机

（C919 和 ARJ21 等）；将船舶
细分为液货船、干货船、渔
船 、 邮 轮 、 拖 船 和 工 程 船

等；对于车辆、球场和道路等要素也分别按照功
能、尺寸等细分至多个类别。

据介绍，从数百万平方公里范围的卫星图像中
快速精准地定位、识别感兴趣的目标，是遥感数据智
能解译领域的核心难题。该数据集推进了高分辨率
遥感图像解译算法由目标检测向细粒度识别发展。

今年2月，该数据集被遴选为国际摄影测量与
遥感协会科学创新项目，成为该协会高分辨率卫
星图像目标识别研究的公开标准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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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省武安市交警大队在辖区内多所小学、幼儿园开展“交
通安全进校园”活动。交警通过现场讲解、展板展示、发放读物等方
式，向孩子们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图为交警在辖区幼儿园指导孩子们学习交通指挥手势。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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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体验智慧教育应用小朋友在体验智慧教育应用。。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鑫鑫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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