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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在美术馆上美术课
让中小学生面对面感受名家大师原作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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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美术课的魅力
“美术馆现场教学课”系列课程是中华

艺术宫发挥国有美术航母引领作用，积极打

造“社会大美育课堂”，面向全市中小学各年

龄段开设的美术公共教育特色课程。

今天推出的首场“美术馆现场教学课”

由中华艺术宫和虹口区教育局合作策划，7

堂别开生面的现场课程共迎接400余位中小

学生参加。教学内容既有品读热门重点展

览《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

传播工程成果展》《艺术百年 ·光风霁月——

上海近现代美术作品展》经典作品，又通过

美术为主线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综

合素质。

中华艺术宫“美术馆现场教学课”将艺

术宫展览与学校教学大纲融合，由艺术宫专

业人员和学校老师共同打造。课程根据低、

中、高三个学年段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由

浅入深针对性设计美育课程，满足不同学年

段的教学要求。课程板块包括美术馆基本

职能的普及、艺术宫场馆文化元素介绍，也

充分发掘中华艺术宫经典常设展览、热门临

展和馆藏大师级作品，与学校教学大纲紧密

结合，让师生在美术馆现场教学课中完成既

定的教学目标，开创全新的文教结合模式。

在现场，学生们饶有兴趣地参与了美术

创作、版画拓印等互动体验课程。五年级学

生李佳玥神采飞扬地表示，“这是第一次在

美术馆里上美术课，非常有仪式感。”在她看

来，美术馆里不仅能看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

作品细节，更有专业老师的讲解和指导，让

自己了解到许多生动又深刻的艺术知识，同

学们都非常喜欢“现场美术课”。

来自两会代表的建议
“一个月前，我通过新民晚报发出的呼

吁：希望在春暖花开时，孩子们能够到中华

艺术宫实地学习、沉浸式打卡，没想到在

2023年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就实现了。”上

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虹口实验学校校长温

静说，“不仅是我们学校，整个虹口区的中小

学生都能到中华艺术宫来上美术课了。”

在今年的上海两会上，不仅是温静代

表，上海市人大代表、本报文化新闻部主编

朱光也呼吁在文化场馆为学生开设沉浸式

课程。她们的建议得到了上海市政协委员、

中华艺术宫馆长陈翔的积极回应。

“现场美术课教育课，让孩子们在高雅

的艺术场景中，面对面感受名家大师原作的

无穷魅力，不仅是对于美术作品的欣赏，美

术知识的传授，也不仅仅是课堂教育的延

伸，更是结合了特定场合的礼仪教育。”陈翔

说，特定场景的文化熏陶，是沉浸体验感极

强的综合教育。这不仅仅可以培养孩子们

的艺术兴趣，也是陶冶情操、提升修养、塑造

品格、完善德性，从而引导孩子们去追求真

善美的更高更好人生境界的有效途径。

据中华艺术宫党委书记王一川介绍，中

华艺术宫“美术馆现场教学课”系列课程将

以经典常设展览、热门临展和馆藏大师级作

品为基底，通过美术史讲解、经典作品鉴赏、

实践体验和定制研学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形

式，将美术馆打造为第一教学现场。课程将

在未来几年中常态化开展，并在全市义务教

育领域广泛推广。

此外，中华艺术宫还将进一步满足市民

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围绕“社会大美

育课堂”，打造全新公共教育品牌项目“中华

艺术大家说”，力邀曾成钢等美术各领域名

家，联合各大艺术机构和艺术院校为观众呈

现讲座、论坛等多种形式的公教活动，为市

民呈现缤纷多彩的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十几秒“写”出上百字
“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我要给大家分

享一下我们上海的开学情况。开学那天，我

们都穿上了新衣服，拿着新书包，满心期待

地走进了教室……”和中小学生写作文都要

深思熟虑一番不同，ChatGPT接收到记者“以

‘上海开学’为主题，以三年级小学生的口吻

写一篇小作文”的请求时，几乎是“不假思

索”就下笔了，十余秒就写出了一篇近300字

的小作文。随后，记者又发出了多个写作请

求。在不提出字数限制的情况下，ChatGPT

少则10来秒，多则30多秒，就能写出一篇

400—500字的作文，一小时内就写出了近20

篇“开学作文”。

ChatGPT写作速度超群，记者却发现，如

果在“命题”过程中不提出细致的要求，

ChatGPT写作其实有一定的“套路”，比如，无

论是以天真烂漫的小学生口吻，还是以知识

丰富的高中生身份，这些开学作文时常以

“迎接挑战”“拥抱机会”等作为结束语。

ChatGPT玩家“madfish”是一名大数据

工程师。去年底，他就注册了ChatGPT的账

号，并时常与之“交流”。他说，作为一款人

工智能产品，ChatGPT是基于海量数据训练

的大语言模型，它能给出的“答案”或者说写

的“作文”是基于训练的数据。“它被训练来

识别从互联网上获取的大量文本中的模式，

并在人类的帮助下进一步学习，以提供更有

用、更好的对话。这就意味着，你要不断地

对它提出精细的需求，以提高它的回答精

度。比如，可以要求它写作风格‘天真烂

漫’、使用更多的成语等，也可以先丢一篇范

文让它‘学习’。”

不过，几位语文老师在阅读了ChatGPT

写的十多篇小作文后认为，仅做简单提问的

作文，大多只能做到语句通顺、主题明确，但

文字、句子还经不起推敲。

会“模仿”名家文风写作
记者又尝试着“邀请”ChatGPT模仿不同

文学名家的写作风格，来写一篇关于“2月上

海开学”的作文。当它模仿文学大家鲁迅的

时候，它写道：“2月15日，上海开学了。此

时，春节的喧嚣早已经过去，城市重新恢复

了它平静的面貌。许多人在这个时候又开

始了新的征程，学生们重新走进校门，继续

他们的学业……”2023年春季，上海八年级

下的语文教材进行了调整，最突出的内容

为，在“名著导读”部分，将《傅雷家书》替换

成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当记者向ChatGPT

提出，是否能模仿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文风

写一篇开学作文时，ChatGPT在成文前纠正

了记者提问的“不严谨性”。它认为，朱自清

所写的《经典常谈》并不是一篇作文，而是一

本经典文集，但它仍然“可以模仿朱自清的

文风来作文”。

随后，ChatGPT又在记者的“要求”下，开

始模仿科幻作家刘慈欣展开创作，它的“文

字”也确实发生了变化：“在未来的某一天，

当我们回首往事，想起那个寒假即将结束，2

月15日上海开学的时刻，我们会发现那是一

个重要的节点，标志着我们回到了学校，继

续启程前行……”有意思的是，按要求模

仿热门电影《流浪地球》的原著文风来进

行写作时，它居然会“自由发挥”，创作了

一篇关于“未来的2月15日开学日”的科学

畅想作文。

自认是“没有情感的AI”
在ChatGPT和记者的“聊天”中，它多次

“提及”：自己只是一个“没有情感的AI”，没

有特别的喜好，不会感到喜欢或厌恶。不

过，看似“机灵”的ChatGPT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作为语言模型，ChatGPT提供的答案

并不是百分百准确，而且，受数据源所限，它

无法保证信息的时效性，比如，它会提供过

时的开学政策，疫情相关的信息也相对滞

后。后者也得到ChatGPT认同：“作为一个

AI语言模型，我不能提供最新的实时信息。”

尽管“没有情感”，ChatGPT仍然为上海

中小学生送上开学祝福，希望学生们，“能

够有一个好的开端，学有所成，收获满满。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要勇敢面对，

不断努力，不断进步”。

本报记者 马丹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正在举行的
《艺术百年 ·光风霁月——上海近现代美术作品展》展览现场一早
就迎来了一批兴奋好奇的小观众，作为中华艺术宫全新推出的
“美术馆现场教学课”首批学员，来自上海市虹口实验学校八年级
的同学们徜徉在艺术的殿堂里，直面吴昌硕、任伯年等海派大师
真迹，在国家级美术殿堂里认真地聆听新学期第一堂美术课。

1小时写出20篇“开学作文”ChatGPT
语文老师点评：文字和句子还经不起推敲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
ChatGPT在全球爆火。“ChatGPT上线2个月活跃用户破亿”“ChatGPT能写论
文”等话题不绝于耳。今天，上海市中小学校经历了“超长寒假”之后迎来了新
学期开学，而有关ChatGPT与中小学生教育交叉的话题也开始受到关注。
那么，ChatGPT是怎么“看待”开学这件事的？如果本报邀请

ChatGPT以不同文风写一篇“开学作文”又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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