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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学前 奠基未来

5月的操场被阳光晒得发烫，跑道

边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却盖不住孩子

们此起彼伏的加油声。当我在终点线

后举起相机时，突然出现戏剧性的一

幕：小语和可欣交接接力棒时，橘色的

木棒“啪”地掉在地上，后面的队员趁

机超过了他们。

“都怪他们！”“早知道换别人上

了！”比赛结束的哨声还没消散，队员

们的抱怨声已经炸开。小语和可欣蹲

在草坪上哭泣，小语的辫子散了，把发

绳缠在指间绕来绕去；可欣把接力棒

紧紧抱在怀里，下巴抵着膝盖，眼泪大

颗大颗地砸在鞋面上。

班长匆匆跑来办公室：“老师，她

们哭得好厉害，大家都在怪她们……”

我心里一紧，快步走向操场。远远看

见两个小小的身影被围在中间，周围

的孩子有的叉着腰、有的红着眼睛争

论，像一群炸了毛的小兽。

“疼吗？”我蹲下来，轻轻握住可欣

攥着接力棒的手。她抬起头，睫毛上

挂着泪珠，嘴唇动了动却没出声。小

语忽然指着自己的掌心：“刚才捡棒

时……磨破了。”我这才看见她虎口处

淡淡的红痕。“知道吗？老师小学时

参加接力赛，把棒扔给队友后自己摔

了个屁股蹲儿。”我卷起裤腿，露出膝

盖上淡淡的疤，“当时全班都笑我，后

来才知道，我是太想跑快一点，才会

不小心跌倒。”小语抬头看我，眼泪还

在眼眶里打转，却慢慢坐直了身子。

我转向围观的孩子们：“你们觉得，

接力赛最重要的是什么？”“赢！”“拿第

一！”七嘴八舌的回答里，我看见可欣的

肩膀又缩了缩。“不对。”我摇摇头，“接

力赛的意义不是‘第一’，而是我们曾一

起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这份想为班级

努力的心，比名次更珍贵。”

班会课上，我把那根接力棒放

在讲台上。“如果这根棒会说话，它

会说什么？”我问。小林举手：“它会

说‘谢谢你们愿意带我跑’。”小雨小

声说：“它可能想告诉我们，摔疼了

没关系，站起来还能接着跑。”“真正

的团队不是从不失误，而是失误时

有人愿意说‘没关系’。”我拿起接力

棒，在每个孩子手中传递。“你们看，

这根棒上有汗水、有眼泪，更有我们

一起努力的痕迹。比赛会结束，但

互相包容的情谊不会。”当木棒传回

小语手中时，她轻轻摸了摸棒身，嘴

角微微扬起。

5月的风掠过教学楼顶，把操场边

的彩旗吹得猎猎作响。那根接力棒躺

在我的办公桌上，上面的便利贴在阳

光下轻轻翻动。我忽然明白：教育的

意义从来不是规避失误，而是让孩子

们在跌倒时，学会用温暖的目光扶起

彼此。

如今再看那场掉棒的接力赛，分

明是成长路上最珍贵的“交接”——孩

子们要懂得：真正的强大，不是永不掉

棒，而是掉棒后依然愿意牵起彼此的

手，笑着走向下一段旅程。这或许就

是教育最美的模样：在阳光灿烂的日

子，我们有一起接住棒子掉在地上的

勇气，并将它重新递向更辽阔的远方。

（文中学生均系化名）

在近期学校的英语教师基本

功比赛中，一位教师展示的自制教

具——“手动电视机”引发了热烈讨

论。这个创意十足的教具通过转动

手轴呈现连续画面，如同开启知识

盲盒，成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思维活力。这件看似简单的教

具，为课堂教学增添了一抹亮色。

当下，多媒体教学已成常态，AI

技术也已经进入了课堂，许多教师

逐渐忽视了传统教具的价值。诚

然，多媒体技术能够呈现动态画面，

但其转瞬即逝的特点往往难以在学

生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反观教师

基本功比赛中的教具运用：数学课

上全等三角形的剪纸，语文课堂的

苏州园林立体模型，物理教学的纸

杯传声实验，化学课上的净水系统

剖面展示……更有教师将山地车搬

进教室，通过转动车轮直观展示圆

与线的位置关系。这些教具将抽象

概念具象化，与教师的肢体语言形

成了良好的互补，使教学难点迎刃

而解。

作为教师，不仅要善于从身边

收集展示素材，还要敢于创造教具，

让更多的教具出现在课堂的舞台

上，引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的观察

分析能力。因此，一名教师应当具

备以下三种教具运用能力：

一、“素材发现力”
教师要善于从生活中挖掘教学

素材。如在化学教学中，讲授“水的

净化”时，我摒弃了教材中食盐与沙

子的简单混合，改用真实的河水样本

进行实验。这种贴近生活的教具不

仅让学生直观理解净化原理，更激发

了他们课后自主探究的兴趣。在生

物教学中，有教师利用市场上的新鲜

猪血与放置一段时间的猪血作比较，

让学生直观了解血液的组成。实物

的教具往往就在身边，但学生的生活

经验往往不够丰富，对许多生活中存

在的实物不一定认识或了解，再加上

教师因其“麻烦”或“耽误时间”不愿

在课堂上展示，让学生凭空想象，增

加了知识的抽象性。因此，优质教具

不必追求高科技，关键在于贴近学生

生活，制作简便而效果显著。

二、“多维创造力”
教具创新需要教师具备跨学科

思维。英语教师制作的“手动电视

机”来源于孩子在家里的画本。为了

激发孩子读书的兴趣，该教师在家里

把每一页画放大，让孩子边看边说，

竟然让孩子乐此不疲。教师把这个

教具用在了课堂上，让学生有了不一

样的感受。生物教师利用不同颜色

的毛线来制作肾单位，让学生有了实

物感受，但是有些老师利用打吊瓶的

针管，编织成肾小球与肾小管的结构

图，注入不同颜色的墨水，使每一种

成分与功能更加立体和形象，让学生

根据液体的变化与结构特点对其功

能进行解说，让学生与知识进行“零

距离”接触。这些案例启示我们：教

具设计要突破学科界限，将生活现象

转化为教学资源。通过多角度研究

教材和生活，教师才能创造出举一反

三的教学工具。

三、“教具管理力”
教具的价值在于持续使用和改

进。许多精心制作的教具往往是在

一些比赛中使用一次后就被束之高

阁。我们也看到许多学校购买的或

教师制作的教具往往被放置在“遗

忘的角落”，在平时讲课时，教师又

想不起来，一些结构学生只能对着

图像辨识，哪有实物教具来得真实、

记忆深刻？建议学校或学科教师建

立教具档案，在使用后根据教学反

馈不断优化，让教具真正成为课堂

教学的“装备库”。

在信息化教学盛行的今天，我

们更应认识到：技术手段与传统教

具各有所长。教师要以专业眼光发

现素材，以创新思维开发教具，以务

实态度完善教具，让课堂教学因

“具”而生动，因“具”而精彩。让我

们用教具为线，织就课堂教学的锦

绣画卷。

今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第五十六条规

定：“幼儿园应当以学前儿童的生活为

基础，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发展素质教

育，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

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

习，促进学前儿童养成良好的品德、行

为习惯、安全和劳动意识，健全人格、强

健体魄，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

等各方面协调发展。”《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指出：“农村有着丰富的教

育资源，教师要充分开发利用农村的各

种资源，以促进幼儿的发展。”与城镇幼

儿园相比，农村幼儿园尤其是边远乡村

的幼儿园，获取乡土资源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有效

运用乡土资源进行学前教育，既是提质

乡村幼儿园绿色质量的有效支点，亦是

遵守学前教育法的有效举措。

◆破解农村教育资源不足难题
农村幼儿园普遍存在硬件设施、玩

教具资源相对匮乏的现象，一味追求城

区幼儿园昂贵的设施设备是不现实的，

甚至可能陷入资源不足的焦虑。如果

让农村办园条件过度追求城市标准，这

无异于离开土壤追求“空中楼阁”。于

此，我们便将目光投向广袤的田野、绵

延的大山，那些随处可见的玉米芯、麦

穗、石头、松果、树叶、鸡蛋托等便成了

我们的资源。这些此前曾被他人视为

“废品”的东西，变成了缩小城镇资源差

距的有效教具。

学前教育法第五十七条指出：“幼

儿园应当充分利用家庭、社区的教育资

源，拓展学前儿童生活和学习空间。”我

们携手家长、幼儿、社区共同收集乡土

资源，晒干的玉米芯、粘贴好的牛奶箱、

闲置的板凳、打磨好的竹筒等，孩子们

用它们搭建房屋、城堡、桥梁，在一定程

度上破解了过去保教资源相对不足的

困局，为保教提质打下了有效的资源基

础。

◆为乡土美育拓展教育空间
学前教育法第十三条规定：“学前

教育应当坚持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

则，给予学前儿童特殊、优先保护。”该

法并在第五十一条规定：“ 幼儿园应当

把保护学前儿童安全放在首位，对学前

儿童在园期间的人身安全负有保护责

任。”这要求我们运用乡土资源一定要

以有利于儿童为前提，以安全健康为基

础，形成下述生动场景。

我们与孩子们一道，以力所能及

为原则，常态化收集并安全处理与使

用乡土资源。以树叶为例，我们带着

孩子们，在园内和周边收集形态各异、

色彩缤纷的树叶或者落叶。孩子们自

主分工，完成落叶清洗、压平、分类，他

们自由拼贴、拓印、绘画。小雨用不同

形状的落叶拼贴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

鸟，兴奋地讲述她观察到的鸟儿飞翔

的姿态；小凯用红色的颜料拓印出枫

叶的形状，制作成书签，和我分享说这

是送给他妈妈的礼物。诸如此类的生

动个案，无一不彰显出儿童在大自然

的馈赠中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的神

奇功效。

这种源于乡土的美育，是最贴近

生活、最能滋养农村孩子身心健康的

美育举措，也是农村幼儿园保教提质

的动态过程。

◆实现尊重孩子的“绿色发展
学前教育法第十四条指出：“实

施学前教育应当从学前儿童身心发

展特点和利益出发，尊重学前儿童人

格尊严，倾听、了解学前儿童的意见，

平等对待每一个学前儿童，鼓励、引

导学前儿童参与家庭、社会和文化生

活，促进学前儿童获得全面发展。”尊

重学前儿童，既要尊重其身心成长规

律，更需要尊重其当下的合理要求与

建议。

我们进行了“自主游戏1+X”迭代

与改进，倾听孩子们的反馈，以1种主

材料+X种辅助材料按需投放，尊重孩

子们的想法，也促使孩子们在游戏中自

由而自主地探索、交流、合作。在乡土

材料的收集与运用中、在乡土美育的实

践里，当竹节筒变成搭建的材料、当牛

奶纸盒用作堆叠工具、当玉米芯成为摆

放的装饰，乡土材料便完成了从“物质

存在”到“教育价值”的华丽转向，乡村

幼儿园的保育提质有了保证，更走向了

“绿色发展”。

教育人工智能＋
教育叙事

巧用乡土资源 助力农村学前教育提质
■ 重庆市开州区中和镇中心幼儿园 陈爱思 重庆市开州区教师进修学校 程先国

掉棒的勇气
■ 湖北省松滋市实验小学 赵梦

教法探究 课堂因“具”而精彩
■ 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第二实验中学 王祥海

一、技术赋能，“美育+AI”驱动
教学范式变革

1.虚拟教研室——教研迈向云

端协同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构建虚

拟教研室，从线下现场教研转变为

线上线下结合的教研路径，基本实

现教研方法从基于经验到证据与经

验相结合的跨越，研究起点从理论

验证式到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跃

迁。比如，以义教阶段音乐课为例，

通过每期 4 次的四川网络云教研，

以国家教材内容为本，依托数字化

转型，发挥课程教材培根铸魂、启智

增慧的作用，推动优质美育课程资

源21个市（州）全域覆盖。

2.数字非遗数据库——启动传

统文化的活化引擎

我们建立“唱家乡的歌”民歌数

据库，不但从知识传播的角度，回应

“巴蜀音乐研究何以创新性传承和创

造性发展？”还从知识传承的角度，回

应“我们应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

些什么？”在课程资源开发中，我们设

计了通过扫码听歌曲、观看专家讲解

视频，以图片加音视频的形式，让学

生了解文化背景、演奏技巧等；在课

堂教学中，通过AR情境链接课堂情

境与真实场景，通过AI技术辅助学

生探索声音与音乐、进行即兴表演和

音乐编创。在与AI互动中，使用AI

进行创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

础上创作现代作品，推动非遗音乐创

新传承。如成都七中育才华兴分校

教师陈华珑执教的“清音工坊：AI辅

助的曲艺创编”，使用AI结合传统伴

奏乐器的音色进行即兴表演，用音

乐+曲艺文学（语文）+机器学习（信

息技术）的跨学科点，用智能伴奏系

统进行编创，探索了清音艺术的当代

创新。

3.智能艺术创作工具链——降

低门槛与提升素养

智能音乐课程中，AI编曲软件

辅助学生创作多元风格音乐，软件自

动生成乐器音色与和弦伴奏，提供节

奏和声优化指导。“智能助教”通过生

成式AI分析学生作品，提供优化建

议，实现“踮脚够到目标”的分层学

习。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

校教师何啸执教的“诗意音画之绝

句”，结合古诗词中的平仄交替、押韵

严格等基本特点，使用AI工具生成

旋律框架，提升编创效率；利用AI创

作，把歌曲的诗意音画用时空对话、

音韵联觉等方式进行可视化表达，让

学生在课堂情境、生活场景的虚实交

融中沉浸式感受、体验、表达和创造，

多感官体验音乐，让学生积极表达身

体动作、语言描述或线条色彩，在玩

中学、动中学、乐中学。

二、课程融合，“三阶进阶”深化
育人价值

1.基础层——沉浸感知激活审

美体验

在美育课堂探究中，通过与AI

互动、使用 AI 创作，提升学生的审

美感知和艺术表现素养。如，在“阿

坝夜会”课堂中，学生借助VR技术

置身草原场景，聆听AI智能生成的

声效，跟随数字人“格桑”领略舞蹈

文化。AI实时分析学生动作并给予

精准反馈，沉浸式环境深化了学生

对民族音乐的情感共鸣与律动理

解，激活了学生主动探索的热情。

这样的实时反馈，实现了艺术教学

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型。

2.融合层——学科融通孕育创

新思维

如果说AI互动、使用AI 创作是

基础层，那么管理AI、驾驭AI，借助

美育+STEM+AI，强化学生学习自

主权就是很重要的融合层。比如，

省教科院附小教师龙欣悦执教的

“编织非遗梦——李庄草龙舞”，以

音乐学科为主，巧妙融合音乐、劳

动、戏剧等学科。通过学科融合，学

生撰写草龙舞感悟，AI据此生成“音

乐—劳动—文化关联”热力图。同

时，教师将劳动号子转化为现代电

子节奏，助力学生实现从文化感知

到创意表达的跃迁。

3.高阶层——项目实践锤炼综

合素养

AI 设计是与 AI 互动、使用 AI

创作、管理 AI 的基础上的高阶层。

在AI美育课堂的探索中，成师附小

锚定“川剧变脸数字化传承”项目，

将非遗文化传承与数字技能培养深

度融合。比如教师罗薇执教的“川

剧变脸”一课中，学生分组完成文化

调研（访谈传承人、绘制脸谱）、技术

体验（利用定格动画模拟变脸、图形

化编程制作互动音效）及传播设计

（策划挑战赛、设计简易 AR 卡片）

等任务，最终产出脸谱动画集、AR

互动展等可视化成果。设计川剧

AI 变脸项目为高阶目标，以“感知

文化—实践创造—设计分享”为主

线，在简化技术操作、拆分小微任务

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引导学生通过

动手实践领悟非遗价值，唤醒文化

认同，同时锤炼合作意识与问题解

决能力，达成塑造文化自信与启迪

创新思维的双重育人目标。

三、场景创新，“三维空间”重塑
美育生态

1. 智能物理空间——数据驱动

的精准教学

智能音乐教室配备的 AI 钢琴

陪练系统，能实时纠错学生指法，自

动生成个性化练习曲；情绪感知美

术馆的墙面传感器可捕捉学生停留

时间和表情变化，向教师推送热门

展品分析，优化布展方案。

2. 延展虚拟空间——突破时空

的沉浸实训

通过 VR 眼镜打造的“敦煌虚

拟画室”让学生在虚拟洞窟中临摹

壁画，AI实时比对原作笔触并给予

建议；AI戏曲动作捕捉剧场则让学

生穿上传感器服装，模仿川剧武生

动作，系统自动生成 3D 动画并评

分，解决了传统戏曲教学中动作细

节难以捕捉的问题。

3. 联动混合空间——城乡资源

普惠共享

“城乡美育云课堂”用互联网连

接城市与乡村学校，实现远程互动

教学；“城乡美育云走廊”利用5G网

络连接城市和乡村学校，实现成都

市与凉山州学生同步学习彝族歌

舞；通过“跨校艺术云展览”，偏远地

区学生作品得以展示在全省虚拟展

厅。这一系列行动推动美育从“竞

技场”转向“文化场”。

综上，美育“未来课堂”变革指向

育未来学习之人，目标是让学生学习

成为未来的主人。“三翼协同”真正实

现“技术为翼、课程为体、场景为用”

的深度融合。这种创新实践正推动

教育的深层次变革：当技术从辅助工

具转变为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学

习空间从物理场所拓展至数字世界，

美育便突破了传统时空的边界，在传

承中创新的同时，更为每个学生架起

通往未来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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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徐伟 成都市建设路小学 万莹喆

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的时
代背景下，美育课堂也面临数字化
转型和生态构建需求。我们在艺术
课标的引领下，推动构建“技术赋
能、课程融合、场景创新”三翼一体
的美育新生态，通过人工智能实验
室集群、三阶课程体系、全息场景
矩阵的协同发力，为美育课堂改
革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实践案例。

成都市石室天府中学附属小学的孩子在“当AI遇见四川童谣：
《胖娃歌》智能谱曲与唱游实践”课堂上。（图片由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