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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咨询最新考试  http://www.huatu.com/z/zixun/ 

查看当地更多课程   http://bm.huat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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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概况 

8 月 29 日，澎湃新闻获悉，江苏南京的中国药科大学在部分试点教室安装

了人脸识别系统用于日常考勤和课堂纪律管理。学生进教室后自动识别个人信息，

系统自动签到签退，全程监控学生上课听讲情况，就连你发呆、抬头低头、打瞌

睡和玩手机等动作行为都能被识别出来。目前，学校仅在两间教室试点安装了人

脸识别系统，后期，学校将根据教务部门反馈意见，视情况而定是否在所有教室

都安装人脸识别系统。此事连日引发关注与热议。 

国内已有学校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如苏州中学园校区、深圳市福田区香竹

中学，及东莞理工学院等，但大多用于门禁刷卡、食堂支付等场景，监控学习状

态的功能并未普遍应用。上个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闵行蔷薇小学将人脸识别

带入校园，通过智能课堂评价系统、智能环境分析与控制系统和智能教师培训系

统这三套“AI+学校”系统，对学生和教师进行监控。此举同样引发了不小的争

议。 

人脸识别走入教室并非中国独有，近日，瑞典一所高中用人脸识别监测学生

出勤，被罚款 20 万瑞典克朗。此案引发了关于在教育机构中进一步应用 AI 技

术问题的讨论。 

各方观点 

新京报：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学习主动性的提高，都以学生人格尊严得到

充分尊重为前提，在相对开放活跃的环境中，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这才是现

代教育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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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山（央视网评微信公号）：在简单粗暴的技术思维背后，可能是对大学

教育的错误理解。这种技术监控手段，和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自主发展的理

念背道而驰，其关注重点是学生有没有“听话”、有没有按照老师的指令行事。

我们需要培养的不是课堂表现好、善于速记的人，而应该是有独立思考和见解的

人。 

光明网-时评：对于大学管理者而言，或许还是应该尊重学生们自主选择学

习方式、学习节奏的权利，对其自觉自律的意识和能力保持起码的信任。教室内

过于“发达”的人脸识别系统，从根本上破坏了大学的教学文化和人文传统。 

南方日报：“管理思维”和“教育思维”缺一不可。既要善于向科技借力，

提升管理的效率，让学生对学习重视起来；同时也不能过度依赖管理，要着力于

提高教育质量，让学生更主动地学习。就这点而言，课堂人脸识别可以采用，但

应该注意使用的分寸，能满足基本管理目标、不伤害学生自尊为好。 

深度分析 

（一）人脸识别系统用于课堂管理的原因： 

1.当前存在大学生自律不够、学风不浓的问题。 

2.人脸识别技术一定程度上可以高效率地进行考勤，还可以发现和捕捉学生

的学习情况，有助于激励和鞭策学生回归自己的角色定位，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

上。 

3.高校从事学生管理的干部压力大、任务重，他们多半已经形成“管理本位”

思维，力求能对学生进行有效约束，保证不出事、自己不担责，对有利于提高工

作效率、减轻工作强度的管理措施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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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数据分析、“互联网+教育”的大趋势，AI技术的发展。 

（二）人脸识别系统用于课堂管理的危害： 

1.管理系统的数据如果只用于教师和管理人员掌握学生动态，或许并不侵犯

隐私。但系统把学生一举一动都纪录在案，会无形中增加学生个人相关信息泄漏

的风险。 

2.教学管理滥用科技手段，缺乏人性化。 

3.引发学生对课堂的反感，影响学习的积极性，最终损害学生健康人格的培

养。 

（三）人脸识别系统用于课堂管理引发争议，我们从中能得到的启示： 

1.校园管理应坚持审慎谦抑的规则底线。教育管理是有边界的，不能打着

“为你好”的旗号为所欲为。 

2.教育管理者们要改革理念、与时俱进、加强学习，集思广益，检讨和反思

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的缺位，不断提高法规意识与科学管理的水平，扭转学风。 

3.教授教师们调整教育方法，提高课程质量与管理水平，提高讲台上的魅力。 

4.科技企业坚持正当性、数据隐私保护等核心原则，接受社会的广泛建议和

监督。 

5.完善法律法规，进一步厘清隐私和效率的权衡、学生隐私保护的边界。 

参考文章 

全程监控学生上课？别把人工智能用错地方 

继上海一小学计划启用人工智能系统，对学生打哈欠等进行监控后，澎湃新

闻又报道，位于江苏南京的中国药科大学正在部分教室“试水”安装人脸识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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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学生进教室后自动识别个人信息，系统自动签到签退，全程监控学生上课听

讲情况，就连你发呆、打瞌睡和玩手机等动作行为都能被识别出来。 

加强课堂教学管理，严抓教学纪律，的确是高校的责任。必须明确，大学生

逃课、“替同学答到”等现象在各地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现

实。放任学生不来上课，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学校管理者的失职。在全面

振兴本科教育的背景下，改变“快乐的大学”，当然就必须严格教学管理。因此，

包括家长在内的公众都对学校加强课堂教学管理持支持态度。 

但关键在于，学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强管理。安装人脸识别系统全程监

控学生上课听讲情况，“学生是否认真听讲，课堂上是否抬头低头，抬头低头了

几次，抬头低头了多长时间，低头是否在玩手机，是否闭眼打瞌睡，都逃不过人

脸识别系统的‘法眼’。”这恐怕不是打造高效课堂的正确姿势，而是让教室变

成令人窒息的监狱。全程监控学生的上课情况，恐怕只会让整个教学活动变为表

演。管理者或许能得到理想的教学数据，却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师如果过度

依赖监控数据来评判课堂效果，也可能沉浸在虚假的数据中，而忽视了学生的真

实课堂体验。 

教育是非常专业的事，利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一些教育试验不是不可以，至

少要经过必要的论证程序。就这个人脸识别系统而言，这是哪个部门、什么人决

定引进的，花了多少钱，经过了怎样的论证程序，都有必要交代清楚。随着我们

国家教育投入增加，现在很多高校的经费相对比较富裕，但是怎么花好这些钱，

却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议题。高校“三公”经费公开这些年有所推动，但整体还

是比较粗糙，不利于师生和公众监督。就人脸识别对教育的利弊，如果能更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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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征询师生代表的意见、进行公开的论证，也许就可以避免这种先试水再说的现

象。所以，人脸识别系统引进课堂的争议也再次提醒，大学的很多决策应该有更

透明、更专业的决策程序。 

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使命，“互联网+教育”也是教育

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切莫让校园信息化、智能化，变成了校园监狱化。教育需要

灵魂和情感，教育技术手段的创新必须尊重学生人格、尊重基本的教学规律，而

最基本的一条便应该是把学生当学生，激发他们的学习自主性，而不是总想着用

监控的方式把学生拴在课堂，让学生目不转睛盯着教师。否则，“互联网+教育”

就可能走向歧路。 

（来源：光明网、央视网评，有整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