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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教育》，近
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把教育摆
在更加突出的优先发展战略地
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和完善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作出了重要部署。城
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而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
在于促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
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其中教
育均等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也是推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的必然要求。

教育均等化作为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提
升农村居民教育水平、促进城乡
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公平和减少
城乡差距的重要手段。通过实现
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有助于解
决城乡教育资源供需矛盾问题，
可以让更多农村孩子享受到与城
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从而提

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水
平，也能减少因教育不平等带来
的社会不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为城乡融合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

实现教育均等化是回应人民
群众期盼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
切需要。立足新形势、新阶段，笔
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关注教
育发展，推动更好、更快地实现这
一目标。

一是要加强统筹规划，优化
提升乡村学校。虽然乡村教育在
发展水平上整体落后于城市教
育，但乡村学校在空间条件、小班
教学、自然和社会实践等方面有
自身的优势。教育部门要立足本
地实际，加强统筹规划，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空间布局、人口数
量等，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乡村
学校发展规划，以方便学生就近
入学为原则，对学校撤建、学校规
模、办学用地、教育标准、制度建
设等方面一体考量，进一步优化
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校园环境、教
育设备、信息技术设施，通过提升

办学质量吸引学生回流，进而疏
解县城教育压力。同时，要引导
乡村学校立足自身历史人文资源
和自然条件等，办成让人民满意
的“小而精”乡村学校。如江苏南
通如皋红军小学立足本地作为中
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诞生地的优
势，深入开展红十四军精神和革
命传统教育，以红色精神指引和
激励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把学
校打造成小而精、小而美、小而优
的乡村学校。

二是要强化激励保障，提高
师资队伍水平。城乡学校教育的
差异很大程度在于师资力量的差
异。随着教师回城逢进必考、择
优录取，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流
向了城市。如何让优秀教师下得
去、农村教师留得住、教得好，是
全面提升农村教育水平，推动教
育均等化的关键。因此，要留住
优秀的师资力量，教育部门和学
校要从选拔任用、评先评优、职称
评定、教育培训、交流轮岗等方面
进一步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加快
实现县域内学校间师资均衡配

置、合理流动。同时，要聚焦课程
内容、教育方式、信息化技术运用
等内容，定期组织教师队伍开展
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教育培训
和实践锻炼，全面提升教师队伍
的综合素养。对于那些扎根农村
一线、表现突出的教师，要积极传
播他们的先进事迹，引导社会各
界关注和支持乡村教育事业发
展。如张桂梅扎根云南贫困山区
40 多 年 ，在 她 不 懈 努 力 以 及 政
府、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创建了中
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帮助一
大批女孩走出大山，圆梦大学校
园，有效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
发展。

三是要强化技术支撑，实现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随着数字化
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教育数字
化、信息化已成为推动教育现代
化的重要手段，能有效拓宽城乡
之间、学校之间、家校之间的教育
交流渠道，让教育资源薄弱的学
校也能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对
于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缩小
城乡教育差距、达到教育均衡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大力
构建数字化、信息化教学平台，建
立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机制，向学
生提供更优质课程、更广阔的知
识领域。同时，加强城乡教师的
教研交流，通过双向挂职的方式，
让县城学校向乡村学校输送先进
的教学模式，提高乡村教师教学
水平。近年来，茂名通过推进专
递课堂 、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
堂“三个课堂”常态化应用，有效
推动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此
基础上，应持续深化推进教育数
字化行动，参照江苏省强化智慧
教育平台建设，针对学生、教师、
家长等不同群体的实际需要，通
过“三个课堂”、苏 e 直播平台等
提供系列化、精品化优质资源，让
优质教育资源得到更广范围的共
享，以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义务
教育城乡一体化。

四是要加大资金投入，优化
乡村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离不开资金的投入，特别
是乡村学校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制约了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政府应从经费、设施、师资等方面
持续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力
度，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教育
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推
动乡村学校在基础设施建设、教
学设备配备等方面与城市学校保
持同步，让乡村孩子都能享有平
等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同时，
通过社会各界参与乡村教育的改
善和发展，培养乡村发展所需的
人才，促进乡村产业升级和经济
结构优化，为乡村教育发展提供
物质基 础 。 如 化 州 市 杨 梅 镇 积
极引导杨梅籍外出乡贤支持家
乡教育事业，推动成立化州市第
一中学杨梅空港校区教育发展
促 进 会 ，共 筹 集 促 进 会 资 金 约
1200 万元，把教育高质量发展作
为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力抓
手、重要支点，为学校提供更加
优越的办学条件，为学子争取更
加优质的教育资源，以优质教育
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
和智力支撑。

（作者单位：化州市委社会工
作部）

教育均等化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
梁媛婷

历史上，粤西地区各时代有不
同的冯家村。如电白区霞洞的唐冯
家村（今大村），高州长坡旧城村的
元冯家村。各地冯家村都有史料作
证，并非凭今人空口臆说。霞洞唐
冯家村从国家总志到县志都有明确
记载。《大清一统志》卷三百四十七
载：“冯家村，在电白县境，以冯盎
家于此，因名。”清乾隆《高州府志》
载：“冯盎为夫人之孙，唐时家于良
德，即霞洞堡地。”清道光《电白县
志》卷十六“古迹”载：“越国公（冯
盎）故里在县西七十里霞洞堡。据

《唐书》列传载：冯盎良德人，今城
西七十里下博乡霞洞堡，即旧良德
地。”这些史志记载并得到 1983 年和
1987 年发掘冼夫人第五代孙媳妇许
夫人墓和第六代孙夫妇合葬墓出土
的墓志铭的验证。长坡元冯家村也
有《高凉冯氏族谱》记载的实证。

据传霞洞唐冯家村是城郭型的
大庄园，盛极一时，遐迩闻名，朝野
一直称之为冯家村。冯盎拥有的奴
婢就达一万多人！至于电城镇山兜
丁村冼夫人故里，古省、府、县志均
有具体明确记载，并经考古勘察得
到证实。

然而，时至今日，霞洞唐冯家
村遗址的大村没有冯氏居民，山兜
丁 村 冼 夫 人 故 里 也 没 有 冼 氏 居
民。因此，有人便据此否定唐冯家
村是在霞洞大村，否定丁村是冼夫
人故里（出生地）。这是他们不懂
什么是人类社会学的规律，形而上
学地以现在有无冯冼氏居民来确
定一千多年前此地是否冯冼氏居
地，这是错误的，逻辑上也是站不
住脚的。霞洞大村原唐冯家村今
无冯氏，电城山兜丁村今无冼氏主
要原因有二：

一、从理论上说，此两地无原住
居民是人口社会学客观规律使然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世
间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社会历史，
人口居住情况也是如此。人类社会
生活及其发展规律不仅包括社会结
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还包括
社会关系、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变迁
的规律。人口变迁就是社会变迁的
一种主要形式。自南北朝以来，经
历多次改朝换代，沧海桑田，社会
环境，人口居住情况的变化是巨大
的，居民后裔不可能一直待在原居
地不变。现在的居民的祖先古时不
一定就是居住在此地，多是从别的
地方迁来的；古时居此地的人往往
迁往别处。就我们广东而言，现住
居民多是从福建迁来的，这从各姓
氏的族谱得到充分反映。就今高州
雷垌冼氏来说，按他们的《冼氏族
谱》记录，也只是于明成化年间从
别处迁来的，此前还没有村庄。不
说古代社会动乱因素，就是今天我
国社会安定，但自改革开放后，一
些人进城居住，不少山区的村庄也
已无人居住。

二、霞洞大村（唐冯家村）今无
冯氏、山兜丁村无冼氏居民直接原
因是受冼夫人第五代孙冯君衡案株
连的结果

这不是主观臆测，而是有冯家
的墓碑记第一手材料证明。据张
燕公《赠广州大都智冯公神道碑》
记载冼夫人第五代孙冯智玳的儿
子 冯 君 衡 于 武 则 天 圣 历 间
（698-700 年）死去时：“子幼家难，
丧 礼 盖 阙 ”，意 思 是 说 ，冯 家 遭 劫
难，冯君衡死时，儿子还幼小，连丧
礼都无法办。是什么原因造成他
家如此悲惨的劫难的呢？史实上
不是因盗贼洗劫杀人。而是因冯
君衡遭遇“犯天条”的奇祸，受到朝
廷的抄家灭族的惩处，他是被唐朝
廷杀死的。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
充分的史料根据的。据《唐故开府
仪同三司兼内侍监赠扬州大都督
陪葬泰陵高公神道碑并序》载：“使
有辀轩按察者，不知承式，高下在
心，因以矫诬罪成，于乎裂冠毁冕，
籍没其家。”按现代汉语的意思是：
来巡察的使者中有位坐大夫级车
子的，冯君衡态度傲慢冷漠，不晓
得按仪节接待，从而得罪了朝廷派
来的使臣大官。过去，在高宗时，
冯君衡的堂哥冯子游对朝廷使臣
傲慢无视的表现，在朝廷中留下了
极坏的印象。如今，冯君衡又重演
冯子游的故事。然而，冯君衡所处
的时代环境已完全不同于唐高宗时
代了，此时是武则天当政，她起用
酷吏严刑。当时“属徐敬业作乱，
及豫、博兵起之后，恐人心动摇，
（武则天） 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
吏，务念深文，以案刑狱。长寿年
（692-694 年） 有 上 封 事 言 岭 表 流
人有阴谋逆者，乃遣司刑评事 （掌
律法的官） 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案
之，若得反状，斩决。国俊到广州
遍召流人，拥之水曲，以次加戮，
三百余人一时拼命。然后锻炼曲成
反状，乃更诬奏云：诸道流人多有
怨望，若不推究，为变不遥。则天
深然其言，又命摄监察御史刘光
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处贞、屈
贞筠等，分往剑南、安南、岭南等
六道，按鞠流人。光业所在杀戮，
光业诛九百人，德寿诛七百人。其
余少者不减数百人，亦有杂犯远年
流 人 ， 亦 枉 及 祸 焉 ”（见 《旧 唐
书·刑法》）。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唐
朝廷听到了关于岭南粤西冯氏的流
言，武则天派大臣到冯家调查。也
该冯君衡倒霉，撞在武则天手里，
不能像其堂兄冯子游那么幸运，他
敢于对武则天派来的使者“高下在
心”，冷漠对待，使这位使臣怒火中
烧，便指控冯君衡“心怀怨望，袒护
族人，图谋不轨。”武则天相信了使
臣的奏报，于是关于冯君衡勾结流
人谋反的“矫诬”罪名成立。冯君
衡是被“矫诬”为《唐律疏议》“十
恶”的“谋反”罪，按此律规定要“毁
裂冠冕”，“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
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岁以下
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
兄弟、姐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
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
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
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即

虽 与 犯 人 不 同 一 户 籍 ，得 罪 皆
同）。”武 则 天 派 讨 击 使 李 千 里 率

“讨击军”来到岭南粤西，处置冯君
衡案。结果，冯君衡被撤职，并在
潘州城（今高州镇）就地被诛，家口
财产被籍没，其少子冯元一（即高
力士）和女儿冯媛被掳往京城。事
发 当 天 ，恰 好 冯 君 衡 妻 麦 氏 及 大
儿 、二 儿 子 外 出 不 在 家 才 逃 过 一
劫 ，后 麦 氏 流 落 泷 州（罗 定）乡 间
（见《高州府志》）。元一沦为太监，
并改姓高，冯媛充后宫为才人，后
不屈，乞身为尼。后来，高力士富
贵后，多方寻母迎至长安，母子初
见不敢相认，母出示力士幼年物证
始认之，相抱痛哭（新旧唐书·高力
士传）。可见，当初是骨肉离散，互
不相顾的（见光绪《电白县志》卷二
八）。这是发生在唐武则天圣历元
年（698 年）的事。

圣历元年冯家事变，不但使冯
君衡一家遭大祸，而且牵连了冯冼
家族遭受沉重打击。被绞的绞，被
没的被没，被流放的流放了，能逃
的当然也逃了。结果，霞洞堡冯盎
的故宅被毁，讨击军火烧冯家村，
从此城堡型的霞洞冯家村变为废
墟。普通的冯氏百姓本来与此事无
关，不受牵连，但在此环境下，心惊
余悸难平，因此也迁走一空，冯家
村从此变为无人烟的荒野。直至北
宋真宗咸平至景德年间（998-1007
年），署灵山知县崔本厚任满举家
返闽，路经电白浮山岭脚冯家村遗
址，见到此地风光好，大片平原，土
地肥沃，然而荒废无人居住，“遂居
电白良德乡”（《电白县乡士志·氏
族》），后来繁延为大村，至今仍无
冯氏。

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的王法，
使身为冯氏祖婆冼夫人的母家冼氏
也受株连。讨击军到山兜毁了冼夫
人墓城，负碑赑屃被击断。要不然
几吨重的赑屃龟趺石怎能轻易打
断？是人多势众力大的士兵才能把
这巨石击断，百姓很尊崇冼夫人世
代相传，是不会干这天怒人怨之事
的。也不会是盗贼或农民义军所
为，如果是，后代地方志一定会明
确记载。但是朝廷干的，地方志就
不好记了。由于受株连，冼夫人故
里丁村冼氏大多都人逃村废了。冯
冼氏直系宗亲大多逃到海南及广西
山区去了。山兜丁村不少冼氏居民
改姓埋名。直至现在，丁村及附近
村庄有邱冼佳、周冼全、崔冼忠、黄
冼 佳 等 人 ，这 些 都 带 冼 字 的 他 姓
人，有可能是当年冼氏改姓埋名演
变而来的。

山兜丁村原住民冼氏迁走后，
由宋元间从庄垌迁来的黄姓和蔡
姓居民填补定居于此。冯君衡的

“矫诬”谋反案导致冯家村覆巢，并
株连冼氏，这就是霞洞大村（唐冯
家村）今无冯氏，山兜丁村无冼氏
的直接原因，这是符合历史客观实
际的。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
员、茂名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

霞洞大村及山兜丁村
冯冼氏故里为何今无

冯姓和冼姓居民？
郑显国

冼夫人文化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
断迭代升级，人工智能的应
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对英语
教学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深
刻。因此，基于人工智能的
技术应用，探索高职英语教
学改革和创新就显得十分
必要。

当前，高职英语教学在
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
教学模式。一方面，传统的
教学模式往往过于依赖固
定教材和方法，忽略了学生
的实际需要和兴趣，缺乏创
新性和适应性，限制了学生
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的培
养。另一方面，高职院校的
英语教师普遍面临信息化
教学能力不足的问题，这就
限 制 了 教 学 方 法 的 多 样
性。此外，高职院校学生英
语基础普遍薄弱，直接影响
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成为制约高职英语
教 育 发 展 的 一 个 主 要 因
素。同时，教学内容存在着
与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实际
需求不匹配的可能性，导致
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所学知
识难以满足岗位需求。传
统的教学手段与人工智能
的融合度较弱，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教学效果和学生
学习效率的提升。然而，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
网的普及，学生的学习方式
和需求正在发生变化，对传
统教学模式提出了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高
职英语教学，对于打破传统
教学模式的局限性至关重
要。在高职英语教学领域，
采用人工智能辅助的翻转
课堂模式正成为一种创新
的改革方向。这种模式打
破了传统教学的框架，通过
调整学习时间的分配，鼓励
学生在课前进行自主学习，
构建高职学生英语学情模
型。课堂则转变为一个互
动和讨论的平台，人工智能
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
色，它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
习惯、能力和需求，为学生
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资源，包
括实用交际、翻译训练和口
语互动环节，利用智能对话
系 统 和 VR/AR 技 术 ，为 学
生创造了沉浸式高职英语
学习环境。在课堂上，教师
的角色转变为引导者，激励
学生参与更深层次的讨论、
合作项目和角色扮演等活
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此过
程中收集并分析课堂互动
数据，辅助教师优化教学策
略；设计跨文化交流的口语
训练，模拟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交流情景，使学生的跨文
化交流能力得到加强。这
种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翻
转课堂模式，在提高学习效
率的同时，也为推动学生全
面成长做出了贡献。

以智促学，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促进学生英语学习
能力的提升。人工智能技
术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应
用正逐步展现其巨大潜力，
以智促学成为新的教学趋
势。通过构建智慧翻译教
学平台，将传统线下课堂教
学与线上教学有效整合，不
仅拓展了教学空间，还深化
了教师、学生和学习环境间
的交互合作，营造技术与智
能并存的全新学习环境，促
进高职学生英语学习成果
的输出。同时，人工智能技
术能够自动匹配学习资源，
丰富英语学习内容，满足学
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例如，
学生利用慕课平台进行课
外拓展，根据个人实际选择
相应的个性化学习资源，解
决了学生课后缺专业指导
的问题，使课堂教学在时空
上得到了延伸。

以智促教，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辅助提升高职教师
的教学能力。人工智能在
高职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正
逐步深化，为教学带来了全
新的机遇。通过创设“虚实
相通”的英语教学情境，AI
有效克服了传统语言教学
受时空限制的缺陷，帮助学
生在深度学习、实践探索中
实现英语综合技能的全面
提升。教师结合学生英语
学 习 数 据 画 像 ，利 用 智 能
APP 与学生进行无障碍的听
说语音训练，开展智能批改
作业、人机交互个性化学习
辅导，构建智能化环境下的
小组协作探究、人机交互课
堂，促进英语实践性输出。
具体来说，AI 能够自动记录
教学过程、引导学生自主测
评学习结果，助力教学目标
的实现。同时，AI 技术还能
够深度挖掘翻译教学资源，
丰富英语翻译教学内容，有
效减轻教师教学负担，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为高职英语
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以智促评，通过人工智
能 技 术 完 善 教 学 评 价 体
系。人工智能在高职英语
教学中的应用正逐步深化，
主 要 体 现 在 以 智 促 评 方
面。以师生合作评价为主，
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和机器
评价等多种方式结合的评
价方法，能够较完整地评价
本堂课的授课效果。通过
学生自评的方式评估学生
的自主学习和作业完成情
况，通过线上平台评价学生
的参与度和学习成绩。高
职英语课程的教学评价，主
要包含智慧学习平台的即
时评价、教师给予的延时评
价。智慧学习教学评价，鼓
励小组成员共同建立英语
学习成长档案。此外，借助
iWords 背单词小程序、iWrite
写作批改、iSmart、Unipus 软
件等，建构动态评价体系，
总结反思教学目标的达成

度，实现教学评价的可视化
呈现。从总体上说，通过智
能分析系统，AI 能够实时跟
踪学生的学习表现，提供更
全面更系统的评价体系，让
学生获得即时的学习反馈，
从而帮助学生及时纠正错
误，提升学习效果。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给教
学带来了积极影响，但也伴
随着一些挑战。首先，人工
智能技术为英语教学带来
了积极的变化，如提供个性
化的学习目标和拓宽课外
学习路径，但在听力技能提
升 方 面 的 应 用 相 对 较 少 。
此外，作为一种新兴技术，
人工智能的成熟度尚不足
以支撑大规模应用，其长期
效果和可持续性也是需要
关注的议题。这意味着，虽
然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应
用前景广阔，但其在实际应
用中的效果和价值仍需进
一步验证。其次，教师在应
用人工智能技术时面临着
角色转型的挑战。许多教
师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
工具，如语言学习应用工具
和聊天机器人等，但他们的
态度并不统一，对人工智能
的潜在影响持中立或担忧
态度。教师普遍认为他们
需要更多的人工智能专项
培训，以发展相关素养来适
应这一变革。此外，虽然人
工智能拓展了外语学习空
间，改变了外语学习范式，
促进了外语教育的多元化、
智慧化、精准化和公平化，
但它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
外语教育模式，对外语教师
角色产生了冲击。同时，由
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和
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许多
高职院校在实际应用中遇
到了诸多挑战，如教师对人
工智能技术的掌握不足、学
生对新技术的适应问题以
及教学资源的匮乏等。为
了应对这些挑战并推动教
学 改 革 ，需 要 采 取 多 项 措
施。这其中包括加大对教
师的人工智能技术培训，促
进其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完
善教学资源和平台，以适应
人工智能技术；有效的教学
模式和教学策略的探索，如
翻转课堂、自主学习等。

基于人工智能的高职英
语教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需要教育界、技术界
和 政 策 制 定 者 的 共 同 努
力。通过不断探索和优化
教学方法和技术应用，可以
实现更高效、个性化的英语
教学。同时，也需关注并解
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挑
战，确保教学改革能够顺利
进行并达到预期效果。

基于人工智能的
高职英语教学发展思考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张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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