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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教育一线 传递基层声音

AI+课堂

成为撬动学习方式变革的支点

“学生既感受到技术赋能的艺

术表达，又在AI音乐创作中深化了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近日，七中育

才学校教师蔡菁琳在一场“人工智

能+教学”研讨活动中带来七年级

音乐课《诗歌复兴计划——智能音

乐制作人》展示课。课堂上，AI 数

字人与 AI 音乐创作让学生理解到

了诗词的文学含义。

如今，这样的AI音乐课堂已在

七中育才学校的校园里成为常

态。“AI不仅是工具，更应成为撬动

学习方式变革的支点。”七中育才

学校教育集团校长藏玲说。

近年来，学校结合《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提炼出“智能素养

发展模型”，又进一步提出了聚焦

智能素养的初中人工智能课程框

架，涵盖 AI 科普、AI 应用、AI 实践

等课程。

“我们把人工智能知识作为教

学内容来推进，让学生懂得背后的

技术逻辑。”七中育才学校智慧教

育中心主任陈洋介绍，2020 年以

来，学校搭建针对初中阶段的人工

智能课程框架，如今，已形成基础、

拓展、创新三阶课程体系。

“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智能识

别农产品的应用？”七中育才学校

科技辅导员方威强以超市自助电

子秤“不自助”的情景构建了单元

内容，引导学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课上，学

生聚焦电子秤“自动识别农产品”

的功能实现，利用机器学习的原

理，现场进行农产品的图像数据采

集、数据标注和农产品分类模型训

练 3 个环节，制作出能够正确识别

农产品的模型。这种立足解决生

活实际问题的创新性课程越来越

受学生欢迎。

同时，学校在学生体育活动中

深度加入AI元素。AI的数据记录

功能帮助教师真正实现“关注每个

孩子”。陈洋介绍，在 AI 体育课堂

上，智能辅助设备可以判断学生在

引体向上等体育动作中是否达到

标准，在操行活动中判断学生运动

量是否达标，在跳绳等运动中捕捉

学生手臂摆动幅度等，开出“运动

处方”，为学生针对性开展力量训

练等提供帮助。

“AI 带来的课堂之变，惠及全

校学生。”陈洋说，近年来，学校陆

续开设人工智能基础与体验、自动

驾驶、AI 生活引领未来等课程，通

过项目式学习引导学生探索人工

智能应用，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此外，“AI学伴”的加入也打破

了原有的学习模式。在课堂上，学

生知识来源不再局限于课本和老

师，学校智慧教育中心引入“AI 数

字人”创设情景教学，这个“AI 学

伴”在课堂中成为师生之间的第三

方，让学生在课堂上“听到多元的

声音”。

AI+评价

创新“智慧场景”赋能教育发展

七中育才学校早在5年前就开

始尝试将人工智能引入作业检

测。“此前，我们将全校学生的作业

扫描录入系统，形成学生错题集。”

陈洋介绍，如今，“AI+监测”应用平

台从统一模板到精准适配，从错题

溯源到拓展训练均实现智能推送，

可以根据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进

行个性化指导。

目前，学校每周会通过班级智

慧系统，公布学生校园活动参与情

况等关键指标，帮助师生实时了解

学情。

从教师善用 AI 数据为课堂提

质，到提高学生在学科中“愿意参

与、喜欢加入”的主动性，教学中的

人机协同实现了“课堂+AI”的“蝶

变”升级。

2019年，七中育才学校拥有了

第一间“课堂智能反馈系统”智慧

教室，2023 年，学校建成第二间。

如今，两间教室成为青年教师赛

课、新进教师汇报课、全体教师转

转课和党员教师研究课等六大课

堂的必备“智慧场景”，实现了教学

评价与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深度

融合。

目前，学校借助能支撑AI教研

的智慧教室和搭载 AI 大语言模型

的智能教学反馈系统，探索“AI+教

研”赋能精准教研与课堂改进，构

建了基于 AI 的“三环六课”教研模

式。

“借助AI，课堂智能教学反馈系

统对师生课堂行为进行全方位采

集，包括教师的讲授、提问、板书、巡

视和师生互动，学生的听讲、举手、

应答、读写和生生互动等。一堂课

结束，AI能快速生成对这堂课的评

价报告，包括课堂热力图、教学行为

分析、课堂互动分析以及课堂建议

等数据。”陈洋说，AI深入分析教学

全过程，引发“课堂之变”。

教师也需要具备技术操作能

力、数据解读能力、人机协同思维

以及数字伦理意识等，才能有效

利用 AI 工具开展教学。在七中育

才学校，智慧教育中心定期以沙

龙的方式，邀请各学科教师交流

AI 主题的教学场景使用经验，该

中心每周还会专门安排两节课时

间，进行部门的“AI 教育教学专题

研讨”。

“我们作为智慧教育中心的老

师，只有自己做深研究，才能为学科

教师提供更好的专业意见。”陈洋

说，“人工智能时代技术飞速更迭，

智慧教育中心以创新性赋能教育发

展的角度，让AI技术更好地服务于

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中。”

本报讯（杜全广）近日，合江县

大桥初级中学校第二届校园美食节

火爆开启。校园里，30口土灶错落

分布，1200双手忙碌着，一场别具一

格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正在热火朝

天地开展。

早上 8 点，校园就变成一座充

满无限创意的工坊。八年级3班学

生张子轩全神贯注地砌着“火山熔

岩灶”，他巧妙构思，将灶台砌成了

流畅、优美的流线型，并把炭火区

与烹饪区进行了科学分隔。不一

会儿，放眼望去，30 个风格迥异的

土灶已基本成型：有将烤制与炖煮

功能合二为一的连体灶，有呈螺旋

结构的“太极灶”，还有用耐火砖堆

砌的“太空电梯灶”，别出心裁，让

人眼前一亮。

校园的另一角，切菜声、翻炒声

交织在一起。七年级的“川味江湖”

摊位前，学生李雨桐正一丝不苟地

按照奶奶的泡椒凤爪秘方精确制

作；九年级的“桥见美食”摊位前，土

豆香气四溢，引得评委纷纷驻足；不

远处的“物理烧烤组”，更是吸引了

众人目光，学生们自制双面烤架，通

过物理知识巧妙地调节杠杆高度，

实现对烧烤温度的精准控制。

由校领导、家长代表以及学生

评委组成的“美食特工队”，手持评

分表，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从团队

协作、创新指数、文化传承等维度进

行评分。九年级5班学生王梓涵站

在摊位前，自豪地指着中英双语菜

单介绍道：“我们卖的可不仅仅是美

食，更是一个个创意提案。就拿我

们的‘二十四节气糕点’来说，每一

款都配有相应的诗词解说，让大家

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传

统文化的魅力。”

15个学科摊位将知识融入一个

个趣味十足的挑战之中，吸引了学

生热情参与。物理组推出的“热力

学烧烤签”，让学生在烧烤的过程

中，直观感受热传递的原理；语文组

举办的“东坡肉诗词擂台”，将美食

与诗词巧妙结合，学生们一边品尝

美味的东坡肉，一边吟诵苏轼的经

典诗词；地理组的“‘一带一路’美食

地图”，则通过展示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特色美食，让学生在品尝美食的

同时，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教育，就应该这般热气腾腾、

充满生机。当孩子的手掌沾满泥土，

教育的根才能扎进大地。”活动总策

划、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富春表示，这

场教育实践活动看似随性，却藏着细

致的教育设计，期望劳动教育真正走

进学生的日常生活，让学科知识在生

活场景中焕发新生。

本报讯（云霞 郑涛）青神县，被

誉为“中国椪柑之乡”，其柑橘种植

历史悠久。日前，青神县高台镇河

坝子小学校学生开启了“春柑轻语，

童趣探秘”乡野科普行活动。

步入柑橘发展馆，学生仿佛打

开 了 一 部 立 体 的《柑 橘 百 科 全

书》。老师详细介绍了柑橘的起

源、发展以及青神县作为椪柑之乡

的独特之处。“青神县的柑橘种植

历史悠久，这里的土壤肥沃、气候

适宜，非常适合柑橘生长……”生

动的讲解，让学生们惊叹于家乡这

片沃土的神奇。

在柑橘博览园内，一面展示着

多达130种柑橘品种的墙吸引了学

生的目光，其中 50 种来自青神本

地。学生们在这里久久驻足，观察

着各种柑橘的形态与特点。

从柑橘发展馆出发，学生徒步

前往邻里百家。一路上，绿油油的

柑橘园尽收眼底，学生近距离观察

柑橘树的生长情况。在柑橘园边，

一架农业无人机正在为柑橘树施

肥，学生仰头注视，现代农业的智

慧在童真的眼眸里种下好奇的种

子。

来到柑橘园，学生分组进行柑

橘采摘。在采摘过程中，学生不仅

体验了劳动的乐趣，还通过观其外

形、闻其气味，进一步加深了对柑橘

的认识。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利

用风干的橘子、桂皮、血藤等材料制

作了精美的橘子风铃。

此次乡野科普行活动让学生

走出课堂、走进自然，在柑橘发展

馆触摸历史的脉络，在果园见证现

代农业的革新，在手工坊感受传统

技艺的灵动，不仅深入了解了家乡

的椪柑文化，为乡村科普教育注入

了新的活力，更在潜移默化中培育

了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

本报讯（梁小雨）近日，乐

至县石湍中学开展了一场以

“春日踏青·探秘农耕”为主题

的徒步拉练暨研学实践活

动。活动以“拥抱自然之美·
感悟春耕文化”为核心，全校

师生通过徒步拉练、农耕体

验、科学探究等沉浸式实践，

在“汗滴禾下土”的田野课堂

中体会劳动的价值，在“青山

绿水”的自然观察里领悟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本 次 实 践 活 动 结 合 生

物、地理学科知识，让学生通

过分组参与田间除草、农具

操作等，实地体验油菜花人

工授粉实验、土壤墒情检测

等农耕活动，同时结合节气

文化，开展“一叶知春”标本

制作比赛，使学生在身体力

行中了解到春季开花植物及

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与栽培技

术，加深了对农事活动、农耕

谚语等农耕文化的理解，激

发出学生探索自然奥秘的浓

厚兴趣。

此外，在6公里的徒步拉

练中，全体师生无一人掉队，

共同协作完成了“田埂迷宫”

定向任务，学生的意志得到磨

炼，团队意识得到提升，班级

凝聚力进一步加强。

活动尾声，全体师生变身

“环保卫士”，主动清理现场垃

圾，以实际行动积极兑现环保

承诺，实现了活动区域“零废

弃”。

本次春日研学活动通过

多学科融合的方式，让学生在

“行走的课堂”中，将珍惜粮

食、守护自然的观念转化为实

际行动，实现了劳动教育“知

行合一”的教育目标，为学生

的成长注入了绿色动力。下

一步，石湍中学将继续探索教

育实践活动方式，积极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接班人。

本报讯（郑婷 林杨）为深

化幼儿自然认知、促进亲子

情感联结，岳池县第二幼儿

园于近日开展“赴春天之约，

享自然之趣”主题亲子春游

活动。活动通过多元化的自

然探索与艺术实践，带领幼

儿感知春日生机，在寓教于

乐中实现成长。

亲子热身律动《感知成

长的神奇》拉开活动帷幕，迅

速点燃现场热情。集体游戏

“疯狂爬爬乐”拉近亲子关

系，幼儿在奔跑协作中感受

团队力量。

各班级以“自然+”为核

心，将手工创作与趣味游戏深

度融合，开展班级特色活动：

手工“非遗漆扇”让亲子共绘

传统纹样，感受文化底蕴；“敲

拓染”中，幼儿将植物脉络印

于布料，留下春的印记；“相框

春天”用干花与枝叶定格春日

剪影；“树叶面具”以自然为

材，激发幼儿想象力；“波波球

绘画”以色彩碰撞释放创造

力。游戏“桃花朵朵开”“数鸭

子”“丢手绢”等，考验亲子默

契，释放童真活力，欢声不断。

本 次 活 动 以 自 然 为 课

堂，通过多元实践激发幼儿

创造力与协作力，更以亲子

互动为载体，深化情感联结，

生动诠释“玩中学”的教育理

念。未来，幼儿园将继续探

索自然与人文融合的教育模

式，为幼儿成长注入更多鲜

活能量。

岳池县第二幼儿园

赴春天之约 享自然之趣

西充县
多举措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本报讯（王强 胥高）教师是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第一资源，近年来，西充县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积极构建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打造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

以德为先，夯实发展根基。西充县教育系统

坚持每月制订全县教职工政治业务学习计划，不

断提升教师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以新教师“启

航工程”、名教师“领雁工程”、名校长“卓越工

程”、上挂下派“培优工程”，精准打造教师成长

“多维赛道”。

以德设范，增强制度约束。规范教师资格申

请认定，完善教师招聘和引进制度，严格思想政

治和师德考察。落实教职工准入查询和从业禁

止制度，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育系统督查检查

的重要内容，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严格执

行责任追究制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落实师

德师风考核结果运用机制，将师德师风考核结果

作为教师聘用、评优评先、职称晋升、岗位聘用和

绩效分配的首要依据。

失德受惩，强化案例警示。定期查处违规办

班补课、违规订资料、违规收费等“教育三乱”行

为，定期清查体罚学生或以侮辱、讽刺、挖苦、歧

视等方式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每学期开展一

次师德师风警示教育活动，通过分析近年来教体

系统典型违规违纪案例，引导教师以案为鉴、举

一反三。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严重

师德违规行为，从严从重给予处理处分，对相关

学校和责任人落实师德师风建设责任不到位、造

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均严肃问责。

以德为荣，发挥榜样作用。持续开展优秀教

师选树宣传、教师风采大赛选拔等活动。深入挖

掘优秀教师典型，综合运用授予荣誉、事迹报告、

媒体宣传等手段，充分发挥典型引领示范和辐射

带动作用。

会理市鹿厂中学
构建三维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本报讯（石钰）面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多元化、

隐蔽化的现状，会理市鹿厂中学以“全人教育”理

念为指引，聚焦学生心理成长需求，创新构建“启

智—固本—疗愈”三维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通过

课程浸润、分层干预、艺术疗愈的有机融合，探索

一条适合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路径。

以“认知唤醒”为核心开发特色课程，邀请会

理市民族实验中学心理辅导专职教师程春燕执

教“我能面对生命变化”专题课，以生命孕育纪录

片为引，带领学生见证生命破茧成蝶的壮美。“生

命树承诺卡”上，学生用青涩笔迹镌刻青春誓言。

学校还构建“全域浸润+分层干预”机制，建

立“班级—年级—校级”三级防护网。学校两位

兼职心理教师深入32个班级开展创意辅导。通

过《压力变形记》情景剧、“情绪气象站”沙盘推演

等特色课程，将抗压锦囊、社交秘笈融入寓教于

乐的互动场域。针对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等七类

特殊群体，开发《心灵防护手册》，运用“能量手

环”“解忧漂流瓶”等教具，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搭

建成长阶梯。

针对筛查出的特殊需求学生，实施“3＋X”

艺术疗愈方案。在“心灵下午茶”专属时段里，

特殊需求学生获得精准帮扶。心理教师采用曼

陀罗绘画解码情感淤塞，借OH卡叙事梳理成长

迷思，以音乐冥想抚平焦虑褶皱。个案追踪显

示，92%的辅导对象通过“心灵成长档案”实现正

向转变。

鹿厂中学将持续深化“润心工程”，通过建立

动态心理档案、开设家长学堂等举措，搭建家校

社“三位一体”支持系统，构筑家校社协同育人生

态圈，以心育之光照亮青春成长之路。

通江县第二小学
建设校园全场景阅读生态

本报讯（何涛）为破解校园阅读场景单一、时

段碎片化等难题，本学期以来，通江县第二小学

创新打造“三维立体阅读体系”，通过全场景阅读

生态建设，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的日常习惯。

空间重构，流动图书馆触手可及。学校打破

传统图书馆物理边界，将阅读场景嵌入校园每个

角落。教学楼走廊设置开放式书架，按学段分类

陈列经典著作；43 间教室均设立“班级读书银

行”，学生自主管理、共享藏书；12处楼梯转角的

“漂流书箱”实行自助借还，形成“书籍在流动、知

识在传递”的阅读微循环。数据显示，学生日均

沉浸阅读空间时长增加30分钟。

时段规划，晨诵午读暮省成标配。在时间管

理上，学校构建“三段式”阅读链条：清晨20分钟

“晨诵时光”，以统编教材经典篇目为主，搭配诗

词联读，通过配乐诵读、师生对读等形式强化语

感培养；午间20分钟“静读时刻”实行“无铃声阅

读”，全校同步进入沉浸式阅读状态；晚上15分钟

“暮省笔记”纳入作业管理，学生通过思维导图、

批注式笔记等记录阅读感悟。

活动创新，多元载体激发阅读热情。学校设

计梯度化活动体系：开展“每日一读”打卡、“好书

我推荐”等日常活动；组织月度“读书分享会”、跨

班级图书漂流市集；打造“阅读点灯人”教师共读

计划。学校还将阅读表现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设立“阅读积分银行”，累计积分可兑换购书

基金。

AI赋能 教育变革

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

AI为教学变革注入创新“活水”
■ 本报记者 陈朝和

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师生探究自动驾驶原理。（图片由学校提供）

使用AI创设化学实验场景、生成多模态英语学习素材、打造“京剧

数字工作坊”……近日，在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以下简称“七中育才学

校”）一场青年教师研修活动上，教师们一一上台，分享“卷入式”投身AI

赋能课堂的探索，引发大家对教学与专业成长的强烈共鸣：“要借助AI

转变教与学，打造深度课堂。”

近年来，七中育才学校面对AI时代的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探索学

生智能素养的提升和学习方式的转变，构建了智能素养发展模型并开

设课程，以“课堂之变”“教研之变”“作业之变”等维度积极探索学习方

式的转变。

合江县大桥初级中学校

一场“热气腾腾”的美食节
乐至县石湍中学

春日踏青 探秘农耕

青神县高台镇河坝子小学校

开展柑橘乡野科普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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