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3月6日 星期四 编辑 张海 版式 吕燕 校对 汪智博

新闻版 51

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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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学期，我国多地中小学校
刮起“AI风”，AI技术正以多种方式融
入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人工智能都能做什么？又给学
生们的课堂带来了哪些变化？

“AI风”中小学校园刮起
课堂有了哪些新变化？

新学期开学，

山东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物理老师

徐洋在开学第一

课中，借助自己的

AI 虚拟形象为学

生解答问题。“我

想通过人工智能

技术，主动建立一

些教学的、物理上

的模型，帮助学生

更好地去理解比

较抽象的内容，帮

助他们学习。”徐

洋说。

在湖南长沙

雷锋新城小学四

年级三班的美术

兴趣课上，美术老

师曾颖引导大家

使用 AI 绘画软件

作画。学生们手

持平板电脑，专注

绘制线条与色块，

随着手指滑动，一

幅幅充满想象力

的 草 稿 跃 然 屏

上。完成基础造

型后，轻点“AI 生

成”按钮，系统迅

速将草图转化为

风格多样的完整

作品。

曾颖说，生成

式 AI 系 统 的 引

入，使美术课堂在

“练画功”的基础

上，又拓展出了

“比创意”的新内

容。两者不是取

代关系，未来将会

动态共生。AI 系

统还可以记录学

生从构思到成品

的每个关键节点，

任课老师通过后

台管理软件能够

更加精准地掌握

学生的创意逻辑

与审美倾向，实现

个性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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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校刚刚引入AI，而
有些学校在人工智能教育方
面已经有多年实践。老师们
把AI定位为思维放大镜，引导
孩子们在 AI 的帮助下实现自
己的创意和探寻问题的解决
之道。学生熟练掌握 AI 应用
后，已经产出了不少成果。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一直探
索在项目式学习中融入人工
智能教学，不少学生收获了新
的发现。五年级的王嘉人热
爱自然，喜欢观鸟，尤其对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
鹭情有独钟。因为爱鸟，她关
注 到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的 重 要
性。在一次假期作业中，她用
不同的 AI 工具创作了一本科
幻环保绘本故事《超能小翼》，
讲述了师生们在学校实验室
孵化鸟蛋并抚养它长大的故
事。

王嘉人说，一开始她先想
了一个文稿，但是觉得写得不
太好，于是运用人工智能帮助
自己修改文稿，但创意还是自
己的。然后她用“豆包”AI 工

具画图，再用“可灵”AI生成工
具把这些图片变“活”。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集
团）党委书记、校长鲁江说：

“我们着力培养孩子们提出问
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有信息搜索的能力，让他们
掌握一些 AI 工具来赋能自己
的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
附属学校给同学们布置了项
目式学习假期作业，同学们需
要结合物理、化学、生物三个
学科的知识，解决环境保护领
域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其中，
从背景资料、相关文献的搜
集，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设计，
同学们都用上了AI。

智能分析、个性化算法等
AI技术可以让课堂“活”起来，
提 供 了 一 种 全 新 的 教 学 场
景。学生们不仅学习知识，还
能在 AI 的辅助下提供观察思
考、解决问题、表达观点的能
力。AI 在帮助学生提高创新
能力和科学素养方面，已经得
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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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教学生 AI 课程，需要

有什么样的标准？老师们对于AI

在校园使用又有什么样的建议？

新学期，北京市东城区板厂小

学全体一线教师的开学第一课是

学习AI赋能专题讲座。记者注意

到，不少一线教师对目前校园AI软

件的使用提出了需求和建议。

面对未成年人使用的场景，安

全、健康是学校使用AI的“红线”。

如何让AI做好帮手，又不能当“枪

手”。去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发布

了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其中

就明确，未成年人要在教师、家长的

引导下合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信息中

心副主任唐亮说：“面向未成年

人、青少年学生的人工智能大模

型，要避免直接给出答案，要通过

推导式、启发式、探究式的方式，

一步一步引导孩子去掌握背后知

识点，去进行逻辑思路的推理，然

后一步步接近最终答案。”

当人工智能技术不断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不少人担心学生会

产生依赖。在使用AI时如何扬长

避短并发挥最大效力？

专家指出，除了学校和社会，

不断探索孩子和AI正确相处方式

的过程中，家长也要参与其中。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朱仲敏说，在AI使用方面，家长要

和孩子共同制定一些规则，共同

认识AI的作用，包括它的积极作

用和消极影响。大家达成共识之

后，可能就会产生共同的认识、共

同的思考。

文图均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湖南长沙雷锋新城小学美术老师曾颖指导学生使用AI绘画软件作画。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五年级学生王嘉人在介绍自己用AI作画的过程。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集团）党委书
记、校长鲁江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