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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I教育鼓励学生收集观点，
但孩子能创造观点吗？

完全用AI代替教师，只能复制已知世界的东
西，无法探索未知世界。比如，“AI自习室”的学
生只能重复观点、收集观点，但没有创造观点的
机会。

收集观点和创造观点，是不同的教育概念，更
是不同的教育理念。收集的是别人的观点，创造的
是自己的观点，何其不同。

我儿子8岁时，某天，他回家嚷道：“我要写蓝鲸
鱼的‘科研论文’。”

我瞠目结舌，这不是博士才做的“研究”吗？
实际上，一旦孩子对某些事物产生好奇，如“昨

天的云都去哪儿了？”哪怕是幼儿时期，也会开始
“科研”。只不过，往往是始乱终弃的，起始于一个
问题，结束于另一个问题。这不，萌孩子8岁就开始
写“科研论文”。

儿子说：“老师说，论文至少有三个问题，要写
满两页纸。”

那时他刚能读稍厚一点的书，写由几个长点儿
的句子拼凑的所谓“文章”（AI却能写出连老师都写
不出来的文章）。

儿子借了10多本书，有的文字多些，有的图画
多些，均为关于蓝鲸鱼的书籍。

两周后，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蓝鲸

鱼》终于问世。
论文仅三张活页纸：第一张是封面，画着

一条张牙摆尾的蓝鲸。论文含四个小题目，分
别为介绍、蓝鲸吃什么、蓝鲸怎么吃、蓝鲸非凡
之处。

每个标题的正文不过两三句话。既无开篇段，
也无结论段。

这是我人生中看到的最简短、最有意思的论
文。不是问“吃什么”就是问“怎么吃”。

其实，AI更能漂亮地完成“蓝鲸鱼”。我随手选
了张在后院嬉戏的两只比特犬的照片，让AI写个故
事。几秒后，一教授与两只狗狗交流的小说完成
了。语句通顺、辞藻华丽，主题不俗。但是，你是愿
意AI帮孩子完成一篇美文，还是孩子自己写一篇

“四不像”？当然，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可能奢望孩
子能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论文；我们要的就是在
这篇“四不像”的、非常幼稚的论文里，埋下深究问
题的种子。

我们既不要对孩子的科研求全责备，又要警惕
一个隐藏得很深的陷阱——满足于培养进行收集
观点的孩子。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创造观点的
孩子。

收集前人的材料“研究”，儿子还做过不少。
如研究长城、漫画等。我知道，这是必然阶段（但
有很多人，包括研究生、学者，永远停留在这个阶
段，只不过做得更漂亮、更专业罢了）。但这仅为

过渡阶段，绝不能是永久阶段。我们要慢慢地把
收集观点的“小AI们”，引导上创造观点的道路。

像“AI自习室”一样，美国小学侧重通过孩子的
发问去收集材料；中学阶段，就要超越“AI自习
室”——提出问题后，去证实或证伪某个假设，进而
创造自己的观点。

七年级（初一）时，自然科学的老师要求学生自
选课题进行研究，课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可
以选，唯一的要求是不能重复前人的研究。

儿子想出一个异想天开的课题：测试白老鼠的
决策能力。只有孩子们才敢这样做，我这种“老油
条”想都不会想的。

两个月后，儿子完成了他的研究《老鼠有决策
能力吗》。

美国的学术论文有特定的格式：一是背景简
介，二是提出假设的论点，三是阐述研究方法和研
究过程，四是对新信息做统计分析，五是提出自己
的见解。

儿子的论文完全模仿“美版八股”，10页正文外
加3页分析表格，有条有理，是不折不扣的“创造观
点”的论文。

他的结论颠覆了我的三观：“老鼠没有作出复
杂决策的能力，但简单记忆和本能会影响它们作出
决策。”

学校展示了100多份研究报告，包括《音乐（古
典、乡村、摇滚）对植物生长的影响》《食物的色彩与

消费者的心理》《狗靠什么来决定和选择玩具》等。
校外评委评出一、二、三等奖，我儿子获动物组

一等奖。
许多人热衷“注疏解”式的研究——给经典

“注”，然后在“注”中“疏”，再在“疏”中“解”。
“AI自习室”注重培养搜集观点的孩子，很难

（甚至不可能）去培养创造观点的人。
AI会告诉你“1+1=2”。AI也可能出人意料

地告诉你，爱迪生会说：“1+1≠2。把两杯水倒
进一个杯子，是两杯吗？把两块泥捏一起，是两
块吗？”

然而，AI不会告诉你“1+1=3”，那是AI对“确定
性”的极限——再跨一步，可能是“不确定性”的雷
池。因此，我们要允许学生超出范围的发问，特别
是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否则，“AI
自习室”就成了收集观点的集散地。

我父亲说，写东西感觉发挥最好的时候，是（喝
了一些酒）看窗户模糊的时候……一开始我不解为
何“模糊”了，反而清醒。后来理解了，父亲当时是

“脱帽右派”，尽管都是研究英语语法现象的思考，
只有“模糊时”，才能放开来写。

要求“AI自习室”去培养创造观点的人，有些
苛刻，但避免缩小、限制、局限学生的思维、眼界、
胸怀……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需要给“AI自习室”
开一扇天窗。

（未完待续）

固态电池“风口”再起 技术创新还是营销噱头？
继800伏、超快充、城市导航辅

助驾驶争先“上车”以后，汽车行业
需要新的故事来提振士气，作为没
有明显短板、充电速度快、安全性
高、续航里程长、被视为电池“终极
技术”的固态电池被推到了台前。

近日，蔚来宣布150千瓦时半固
态电池包量产下线；上汽集团旗下
智己汽车宣布全球首次量产上车

“超快充固态电池”；广汽集团宣布
完成大容量全固态电池电芯研发，
将在2026年率先在旗下新能源品牌
昊铂上量产搭载。

固态电池的消息一波接着一
波，量产上车、超长续航、相关概念
股一度出现涨停潮。但固态电池真
的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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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
出货量同比增长7.8%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国际数据公
司IDC近日发布的全球季度移动电话跟踪调
查的初步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全球智
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 7.8%，达到 2.894亿
部。尽管行业还没有完全脱离困境，市场仍面
临宏观经济挑战，但这一数字标志着智能手机
出货量连续第三个季度增长，是复苏正在顺利
进行的有力指标。

从厂商份额来看，苹果2024年第一季度出
货量同比下降9.6%，三星凭借6010万部的出
货量及20.8%的市占率取代苹果成为第一。需
要注意的是，除了两大厂商争夺第一宝座，国
内手机厂商的份额变动也十分关键。其中，传
音在2024年第一季度出货量同比增长84.9%，
出货量较上年增长1310万部，而整体市场的增
量约为 2080万部。小米出货量增长 1030万
部，同比增长33.8%。

颠覆新能源汽车的下一代电池技术？

事实上，固态电池和液态电池均是锂电池的
分支，差别主要在于电解质的使用，分别采用固
态和液态电解质材料，半固态电池是液态电池和
全固态电池的折中方案。

与目前行业普遍搭载的液态锂电池相比，固
态电池在能量密度、安全性和工作温度等方面更
具优势，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电动车的续航里
程、减少当前液态锂电池存在的热失控和电池燃
烧等潜在风险。

“为什么要发展全固态电池？第一，通过用
固态电解质替代有机电解液，可显著提高锂电池
的安全性。第二，基于固态电解质的高稳定性，
有利于兼容更高电压的正极材料以及更高比容
量的含锂负极材料，可进一步提升锂电池的能量
密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八研究所研究员
肖成伟认为。

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主要分为三种：氧化物
路线、聚合物路线与硫化物路线。其中聚合物是
最早实现固态电池装车测试的技术路线，柔韧性
和界面接触性良好，与现有锂电池工艺接近，但
其劣势在于室温下离子电导率（锂离子在正负极
之间游动的速度）低，需要加热到60摄氏度高温
才能正常工作，但超过200摄氏度又会发生燃烧，
很难符合动力电池的安全性要求；氧化物的离子
电导率要高于聚合物，但仍不如液态电解质，且
还原稳定性略低，正负极固固界面接触差；硫化
物电解质离子电导率高，延展性较好，但化学稳
定性差，机械性能差，规模化量产难度较高。

目前日韩企业如丰田、三星SDI则押注硫化
物，欧洲企业侧重聚合物路线，国内电池企业如
清陶能源、北京卫蓝、赣锋锂电、重庆太蓝等普遍
选择氧化物路线。

纷至沓来的量产上车和落地应用让2023年
火爆一时的固态电池概念再次掀起风暴。

去年6月，卫蓝新能源宣布将360瓦时/公斤
锂电池电芯正式交付蔚来汽车；去年底，蔚来创
始人李斌直播实测了150千瓦时电池包行驶距离
达1044公里；今年4月，太蓝新能源宣布在“车规

级全固态锂电池”研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制备
出实测能量密度达到720瓦时/公斤的超高能量
密度体型化全固态锂金属电池；4月9日，广汽
集团官宣实现了全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达到400
瓦时/公斤以上，较当前量产的液态锂离子电池
体积能量密度提升52%以上，实现超1000公里
续航。

根据研究机构GGII预测，2024年将是固态
电池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年内有望实现
（半）固态电池的大规模装载应用，预计全年装机
总量将历史性突破5吉瓦时大关。

“固态电池的安全性好，能量密度高，是电动
交通下一代动力电池发展的重要方向。但大多
数固态电解质中的离子扩散速率与液态电解质
存在数量级差异、固固界面难以始终保持良好接
触、与锂金属和高比能电极材料的匹配性等问题
需要解决。”有业内人士表示，此外也需要大力度
推进固态电池产业化发展，除了应用层面，在源
头的技术研究更重要，可以从源头上设计更好的
电解质，做出性能更好的电池。

新能源汽车产业“内卷”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关于固态电池上车究竟
是创新还是噱头在业内引起热议。

智己L6上市前将“搭载行业首个量产上车的
超快充固态电池”作为重要宣传点，腾势汽车总
经理赵长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个时候宣传半
固态车用电池的就是在玩文字游戏”，随后这一
发言被删除。

业内人士认为，智己L6搭载的固态电池采用
固态电解质替代了部分液态电解质，提高能量密
度进而提高续航里程，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半固态
电池，全固态电池不该再使用电解液。

这也得到了清陶能源总经理李峥的印证（智
己L6搭载的固态电池由上汽集团投资的清陶能
源供应），他于近日表示，清陶能源的固态电池产
业化分为三步：第一代半固态电池在智己汽车上
装车量产；2025年会开发第二代固态电池；最终
实现的第三代固态电池才是全固态电池。

“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内卷’严重，各
车企宣布固态类电池上车、智能驾驶上车等，甚
至进行高管实测，一方面是电池等零部件的先进
技术有所进展，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吸引投资人或
消费者而给出的自选动作。”4月15日，车夫咨询
合伙人曹广平表示。

曹广平认为，以固态类电池来说，各家的技
术路线、供应商以及样品水平并不相同。但总体
而言，问题存在于固态类电池的界面阻抗、量产
工艺、样品寿命、能量密度指标以及价格等方面，
发展程度有所不同，有的还需要逐渐完善。

商业化难题待解

除了基础技术、制造工艺、锂枝晶抑制、固固
界面问题等技术难点之外，固态电池落地的另一
个核心挑战是成本高企带来的量产困难，短期内
难以实现规模化应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世刚在2024年百人会论
坛上表示，全固态电池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来自如
何进一步提升固态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与锂金
属和高比能电极材料的匹配性，以及构筑相对稳
定的固固界面。已经发展的各种提升固态电解
质性能的策略取得重要进展，但还需要加大力度
推进固态电池产业化发展。

“目前，固态电池一般搭载在价格相对较高
的车型上，固态电池的价格比传统三元锂、磷酸
铁锂都要贵，生产成本很高。另外，固态电池的
量产技术并没有完全攻关，生产线的技术没有完
全解决，废品率还很高。”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
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另有锂电产业链人士表示，由于固态电池需
要控制精密的温度和压力参数等，所以生产环节
工艺复杂，需要很多精密设备，成本自然更高。
考虑到全固态电池研发和加工门槛较高，固液混
合电池作为中间形态电池方案工艺门槛更容易
突破，短期内有望成为国内率先规模生产的主要
路线。

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时报》
宋豆豆 梅双/文

“电子围栏”系统
筑牢矿工安全屏障
近日，记者从中国煤科太原研究院获悉，

该院针对煤矿井下危险作业，深耕掘进工作
面人员接近防护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开发
出了一套掘进工作面人员接近防护系统。

据悉，该系统集精准测距、全工况成像及
AI识别技术于一身，采用多技术融合策略，并
结合掘进工作面实际生产工艺，具备启动检
测、分级双向报警、司机脱岗报警、远程无线
急停等功能。系统应用后可有效防范掘进
机截割头伤人、扒爪伤人、破碎机伤人等事
故发生，预防设备之间、设备与人之间移动过
程中的危险接近行为发生，提高矿井安全作
业水平。

“该系统结构简单安装便捷，目前已经常
态化稳定运行。”中国煤科太原研究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掘进工作面人员接近防护系统可完
全满足煤矿井下危险作业区域安设“电子围
栏”的要求，既能保护作业人员安全，又能吻合
生产工艺，不影响生产作业，让矿工在井下更
安心。

自2021年由中国煤科太原研究院自主研发
的全国首套人员接近防护系统在神东补连塔煤
矿成功应用以来，科研骨干长期跟踪产品井下
工业性试验情况，了解井下实际生产工艺。系
统经过多次迭代升级，现已能实现整个掘进工
作面多机联动作业下的安全防护。

该系统先后在神东、中煤、兖矿、陕煤等
国内各大煤炭企业成功应用，涵盖了掘进、锚
运、支护等多种装备。“我们将持续深耕井下
危险作业区域安全保障技术，为矿井安全‘站
岗放哨’，助力煤矿不断向安全、高效、绿色、
智能转型升级。”中国煤科太原研究院相关负
责人说。 据《科技日报》韩荣/文

站在AI肩膀上的素质教育
脑机对接是“医治病人”还是“制造超人”？

□ 黄全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