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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
数据大会”11日至12日在京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相关单位正筹建

“智能化基础教育评价系统”，以期为
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
价制度和机制提供支撑。

今年10月印发的《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指出，要

“创新评价工具，利用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开展学生各
年级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
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在会上
表示，我国传统教育评价多以纸笔测
验为主，偏重知识和技能、信息模态
较单一，且缺乏过程性数据，反馈滞
后，难以实现总体方案所提目标。而
现代科技发展为建立科学的教育评
价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人工智能、大
数据和教育的深度融合，有望在教育
评价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大数据与各类分析技术可
对学生知识掌握情况、能力水平差异
情况及学生的行为特征、性格特点等
进行有效诊断和分析反馈，帮助老师
更好地因材施教，帮助学生解决学习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董奇介绍，目前教育部基础教育
质量监测中心、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
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基础
教育大数据应用研究院等多家单位
正致力于建设“智能化基础教育评价
系统”，希望通过5年至10年努力使
系统取得成果。

该系统建成后将具智能化的数
据采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诊断能
力、反馈能力、改进效果评价能力，具
有全样本、信息多维多模态、真实化、
伴随式、个性化、反馈即时等特点，高
效服务学生健康成长，减轻师生负
担。

董奇表示，该系统的建成还需教
育行政部门、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尤
其是一线中小学老师、校长紧密结
合，加大对智能化教育评价研究与应
用的支持，推动成果转化与技术创新
及区域应用示范。 （新华社）

2008年，香港树木管理工作引
起社会关注。

那年8月，赤柱一棵老树倒塌
压死了一名年轻女子。媒体报道
后，全港一片哗然。有人组织抗议
活动，声讨树木管理工作的缺失。

2010年，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
成立树木管理办事处，专门统筹协
调各个部门的树木管理工作。但
树木管理办事处只能发挥“协调”作
用，没有被赋权规管树木管理工
作。政府各个部门对树木护养的
安排仍有不足之处，在树木管理的
分工上，也存在分歧。

香港没有统一的树艺师注册
制度。不少树艺师证书由国外树
木学会颁发，这些学会要求申请者
有树木管理工作经验。拿到证书
后还要积累数年工作经验，才能“持
证上岗”，给树看病。

“参加我课程的学员大概有一
半会加入树艺行业。”如今，李国文
的身上有更多标签：香港树木学会
课程导师，雇员再培训局树艺课程
导师，树艺及园艺业行业培训咨询
委员会委员。

除了香港树木学会，雇员再培
训局、香港职业训练局、香港浸会大
学等机构和院校都开办了树艺相
关课程，旨在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2016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树
艺及园艺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为
树艺行业建立一套行业标准，也为
将来引入树木管理人员注册制度
做准备。

2019至2020年财政预算案
中，特区政府建议投放2亿港元设
立“城市林务发展基金”，鼓励学生

修读树艺课程。
记者问，香港树艺行业还要多

久才能发展成熟？李国文说，至少
十年吧。

今年5月初，中环红棉路美利酒
店前，一棵百年古树节果决明开出了
红粉相间的花朵，花朵随风飘落，市
民们站在古树前，发出了惊叹声。

“美丽！”这是李国文常用的形
容词。树艺师的幸福，就在于引导
人们发现树的美丽吧。

（新华社）

香港“树医生”李国文：治愈树，被树治愈
2009年的一天，一群人聚集在香港观塘玛丽诺书院

里一棵树龄70多年的南洋杉前，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反对
砍树”的口号。

树艺师李国文被人围住，根本无法靠近那棵树，他是
当天负责砍树的人。警察很快赶到现场维持秩序，20多
米高的南洋杉最终结束了生命。

“树艺师最不想做的事就是砍树。”李国文说，那棵南
洋杉根部受损严重，流淌出像胶水一样黏稠的树液，随时
会倒塌，危及行人安全，学校才决定移除。

但树艺师更多时候是给树看病，他们也被称为“树医
生”。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数据显示，香港注册树艺师有
1000多人，有超过100万棵树需要管理。

“树其实跟人一样，也有脾气和性格”

长期在户外工作，李国文的皮
肤黝黑，但饱满的精神状态丝毫没
有显示出他已经63岁了。他有一
套树艺师工作装备：安全帽、护目
镜、攀树绳、电油链锯等。

“树艺师的工作并不轻松，经
常日晒雨淋，树上还有蛇虫鼠蚁。
但当你认真投入就会发现其中的
趣味。”李国文说。

给树看病，李国文会“望闻问
切”，观察树干、树皮、树叶，闻闻树
的气味。有的树叶子卷曲发枯，树
液比正常的少，可能遇到了病虫害。

“树其实跟人一样，也有脾气
和性格。”李国文说，春天是树木最

活泼的季节，到了冬天，很多树木
落叶后变得光秃秃的，更适合修
剪。敲击树干时，年轻健康的树声
音浑厚，老树、病树的声音则软弱无
力。

一名合格的树艺师，至少要
认识两三百种树木。只有足够了
解树木品种，才知道哪些树木坚
韧、哪些树木柔弱而容易感染真
菌。

香港树艺行业里，有树艺技
工、攀树师、树艺师等工种。树艺技
工和攀树师主要负责修剪和处理
树木，树艺师则为树木的生长提供
方法和建议，工作内容包括树木危

险评估、健康状况检查、处理树木伤
口、撰写评估报告等。

李国文曾是香港市政局的公
务员，有着多年的树木管理工作经
验。2007年，他成为国际树木学
会注册树艺师，开始扎根香港树艺
行业。

退休后，李国文创办了香港
树木学会和树木护理公司。有人
找他砍树，他评估后发现那些树
木没有潜在风险，为此推掉送上
门的生意。“我和树木打交道20
多年，把它们当成朋友。”

协调人和树的关系

“如果一个树艺师不懂攀树，
只能算半个树艺师。”他说，帮树
木看病很多时候要攀爬上去才能
找到病因。

李国文也是一名专业攀树
师。小时候趁家人不注意，他经
常偷偷爬上自家果园的龙眼树和
荔枝树。八年前，李国文打破了
自己的攀树纪录，攀爬上一棵位
于美国的80多米高红杉树。

“年轻时跑步十公里，游泳四
公里，我还会攀岩。”说话间，他搬
来一个五六十斤的铁架，拿起一
块十几斤的木头放置在铁架上，

准备演示用于修剪树枝的电油链
锯。

除了给树看病，树艺师还要
协调人和树的关系。有人投诉树
木根部挤爆了水泥路，有树艺师
到现场检查后发现并不是树木的
问题。有工程要挖路，树艺师要
施工人员保证不会伤害到路上的
树。公路两边种树，树艺师建议
选择树冠窄、树身高的树，以方便
来往车辆通行。行人路种树，树
冠不能太低，否则行人路过会撞
到头。

香港最初并没有统一的种树

标准，不少树木种植得过于密集，
树木竞争生长后，因为空间不够
而变得很细，不健康。“香港树木
管理已经有了改善，但仍需重视
这些问题。”他说。

李国文记得在大屿山西北部
的沙螺湾，有一棵400多年的老
樟树，六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抱
住树干，他特地去见过那棵树。
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选定了约
500棵树木编入《古树名木册》，不
少百年古树位列其中。

在他看来，人和树的关系应
该是亲密的。

发现树的美丽

我国将建“智能化
基础教育评价系统”
助力科学教育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