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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丹）

昨天，2024年上海市全民

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闭

幕式暨成果交流活动在绿

地外滩中心举行。记者从

主办方获悉，今年上海市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

月期间，全市共组织活动

3136场，线上线下参与人

数近2000万人次，各项活

动覆盖青少年、老年人、残

疾人等各类重点群体，通

过东方社区数字苑进行展

播，触达全市215个街镇。

活动通过开设提升月

“地铁文化专列”，在人民

广场、徐家汇等大客流地

铁站投放公益广告，覆盖

人流近千万人次，在全市

营造起数字素养与技能提

升的新热潮。

今年提升月期间，各

部门、各区、各级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发挥

各自资源优势，携手开展

了丰富多样的特色活动，

包括举办提升月主题论坛

普及前沿科技动态，组织

AI数字绘画大赛，进行区

块链社区应用，开展数字

职业体验；开设校园游戏

素养课、“数字生活家”等公益课程，组织青少

年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科普漫画大赛；推出

“红色露天博物馆数字体验行”“数字安全科

普展”等；围绕老年人、残疾人、退伍军人、来

沪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残疾人信息无

障碍培训”、老年人智能技术应用培训、“田间

课堂”智慧农业技术培训以及“建设者小镇”

务工人员数字应用培训，组织老年人短视频

征集活动，组建“智暖银龄”大学生志愿者服

务团队，有力提升市民数字适应力、胜任力、

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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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生活安排表上，除了休息、学习、运

动，你还会列上什么？昨天，静安父子阅读联

盟发布2024年夏季阅读推荐书单，荐书专家

们呼吁：暑假里，每天都要留点时间给阅读，

信息时代，孩子们太缺“深阅读”“深思考”。

据了解，本季书单年龄跨越幼儿园至高中学

段，共包含35本主题多元的图书，涉及探寻

自我、成长心事、爱与成长等关键词。

别忙着“刷题”
“暑假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不怕同学

是学霸，就怕学霸放暑假”……还未放暑假，

自媒体上就开始传播“焦虑情绪”。静安区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陈小文说，与其急吼吼

地把暑假用“刷题”“补习”安排得满满的，不如

多给孩子“放空”的时间，让他们从繁重的学习

中脱离出来，享受一下生活，发现生活之美。

陈小文说，把读书重点跳脱出应试需求，

能够释放孩子巨大的想象力。蒲蒲兰绘本馆

出品的《小花厨》“诞生”于创作者对生活的热

爱。作者刘玉峰和薛雯兮是一对夫妇，他们从

鲜花饼和云南品种繁多的植物中获得灵感，

搜集各种植物、中药、绳子、易拉罐等，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各种“破烂儿”变成一

个个精美的道具，还亲自布景和拍摄，最终完

成这本制作精美的绘本。“跟着‘小花厨’做鲜

花饼，可以是暑期劳动教育的素材，也可以是

语文学科的一次写作练习，让孩子记录下一次亲

子活动，而亲身体验则能让文字充满真情实感。”

“深阅读”开启思辨力
智能化时代，要让孩子屏蔽种种信息轰

炸，进行沉浸式阅读、深度阅读，尤为困难。针

对青少年阅读的痛点，陈小文说，与短视频、直

播与电子游戏争夺孩子的注意力，不仅是成年

人的挑战，更是成年人自己和“浅阅读”的“战

斗”。“但只有‘深阅读’，才能让思想更丰富、思

考更深入。”

在静安父子阅读联盟的夏季书单中，有不

少书值得孩子们仔细阅读、深入思考。曾获得

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的小说《尼姆的老鼠》，除

了故事富有趣味外，还让孩子进一步思考：人

类是否有权拿小动物来做实验？而给初中生

推荐的《植物的战斗》除了讲述关于植物演化

的故事，其实作者更想强调的是，植物演化同

样蕴含着生存和竞争。“养成深阅读的习惯，需

要时间，也需要引导。一方面，成人为孩子筛

选经典书，在亲子阅读中多加入问答，启发思

维；另一方面，也鼓励孩子主动表达。”陈小文说。

在作品中寻找自己
优秀的儿童文学，不是孩子的“专享”，同

样也适合成年人。“成年人读儿童文学，可以

反思很多现实话题。”市西小学的语文老师欧

雯是书单的选书人之一，她推荐的小说《我想

成为你的骄傲》聚焦当下青少年群体中常见

的心理健康问题。“现实生活中，许多家长爱比

较，爱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联盟

推荐这本书，就是希望更多的大人关注到‘比

较’带给孩子的压力，理解孩子，别让‘比较’伤

害了孩子。”

优秀的作品还能引起人的共鸣，让人在作

品中寻找自己。比如，给小学中低段孩子推

荐的《做最了不起的自己》，讲述的是一粒不

满足于现状的小沙子不断探寻自我的过程；

给初中生推荐的《怕说真话的十二岁》聚焦一

群12岁少男少女的成长心事。欧雯说：“通过

阅读这样的故事，孩子们可以从中照见自己，学

会勇于正视自己、接纳自己。” 本报记者 马丹

“秒回”专业答案
发布会现场，可以现场体验该模型的

内测版本。互动中，它说：“我掌握专业运

动知识，了解各类体育数据……我可以帮

你提升运动认知，科学安排训练计划，并

分享运动康复心得体会，您有什么问题想

要与我交流吗？”

记者尝试着输入一个提问：“运动减

肥该注意些什么？”它略微“思索”两秒，专

业的答案便来了：“运动减肥重要的是注

意营养机制……一日多餐，更有助于维持

体能，避免脂肪堆积……每天的热量摄入

不应少于30kcal/kg体质量。”

再输入“脱水如何影响间歇性短跑？”

它回答：“当脱水达到体重2%时，就可能

出现口干、头痛等症状；达到体重4%时，

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医学问题。”

解决难点痛点
“大模型+体育=？”AI的出现和发展，

无疑为解决体育领域的难点痛点问题提

供了契机。上体先后与百度、上海大学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了“上体体育

大模型”。该模型结合前期基础、行业需

求和现有资源，确定优先研发体育文献、

动作识别与技战术分析、多模态等三个垂

直大模型，并在百度文心智能体平台上搭

建20个智能体。

体育文献垂直大模型通过学习国内

外体育文献资料，融合体育训练专业知识

和经验，能够对体育问题进行更加专业、

系统性的回答。

动作识别与技战术分析垂直大模型能

够自动解析体育训练的视频与图像，输出

检测、分割、人体姿态的二维与三维解析结

果，以及距离、速度、高度、角速度等量化指

标，有助于更深入的生物力学分析。

多模态垂直大模型有效融合了文本、

语音、视频、3D的信息，以及前两个大模型

的分析结果，会同时输出专业的体育问题

回答与当前技术动作的分析结果，并在此

基础上进行AI解说、个性化课程生成。

“上体体育大模型”及其智能体现已

应用在体能训练、足球、羽毛球、网球等场

景中。同时，上体与百度的联合科研团队

正在服务跳水、游泳、田径、体操、蹦床、攀

岩等多支国家队的日常训练和奥运备战，

通过AI技术及系统，助力运动健将在奥运

赛场上争金夺银，再创佳绩。

AI助力中国健儿提升成绩具体是如

何实现的？上体教授黎涌明举例，比如跳

水、游泳训练，以前只能通过摄像机拍下

运动员训练时的场景，回去后再分析数

据。如今有了AI技术系统，运动员入水出

水的一刹那间，分析数据已为教练员所掌

握，由此极大增强了训练效果。

黎涌明表示，这个AI平台当然也关注

普通百姓的运动健康需求。在今天发布

的“上体体育大模型”1.0版本基础上，进

一步拓展服务功能。

赋能人才培养
“上体体育大模型”的发布将有力推

动国家体育科技创新发展，为体育产业的

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动力，更好助力上海建

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近年来，上体大力推进教育部、国家

体育总局、上海市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重

要研发创新平台建设，尤其是AI平台建

设。2023年9月，上体与国内AI头部企业

百度合作，成立了“上体-百度飞桨智慧体

育技术创新中心”，中心围绕可穿戴设备

与运动算法、动作识别与技战术分析、体

育大模型与AI教练、物联与智慧运动空间

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产

业转化。上体方面表示，将不断对“上体

体育大模型”进行更新迭代，让AI更大范

围和更大程度赋能学校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同时助力该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体育大学。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国内首个体育行业AI大模型在沪发布

上体“百晓生”助力奥运备战
只要是体育方面的问题，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日常健身，它都无所不晓，而且

皆有专业数据支撑，就如同古龙小说里的百晓生。今天，国内首个体育行业AI大
模型——“上体体育大模型”在上海体育大学发布。

静安父子阅读联盟发布夏季阅读推荐书单

“深阅读”需要时间与引导
教育新观察

昨天下午，来自上海多所学校的20余位同

学们共同敲开了生命科学探究的大门，化身“皮

肤健康小卫士”，在临床医学、药学专家的陪伴下，

共同探索特应性皮炎（AD）的疾病原理及药物研

发过程，体验了一次医药科研从业者的日常。

每年的6月26日是特应性皮炎关爱日，今

年又正值辉瑞成立175周年之际。为此，新民

晚报社携手辉瑞，联合开展了关于皮肤健康的

小记者体验营活动。活动旨在通过AD疾病教

育主题课程、互动体验、交流对话等丰富的活动

内容，激发青少年对医药学兴趣，培养科学探索

思维，提高自我健康守护意识。

小朋友们集合后，换上代表当日身份的“融

媒体小记者”马甲，共同前往上海辉瑞中国研发

中心参访体验。

到达后，依次挂上辉瑞工作牌，并写下活动

寄语，小记者们收获了来自辉瑞中国研发中心

的高级别“礼遇”，辉瑞中国相关部门负责人及

员工代表，对小记者们的到来表达了由衷而热

烈的欢迎。

在参访过程中，小朋友们通过现场设置的

多个互动站点，了解到如“皮肤的面积多大？”

“皮肤的重量多少？”这类对皮肤的基础认知；又

如“痒是怎么回事？”“皮肤生病了怎么办？”这类

对AD疾病原理的思考；更有“治疗特应性皮炎的

关键点在哪儿？”“创新靶向药物的作用是什么？”

等这类具有深度探索意义的医药研发课题。

“原来我们的皮肤这么有趣，这些在课本上

都没有学到过，来这里参加活动就好比看了很

多关于皮肤的课外书。”一位刚参加完科普抢答

的小记者开心地说道。

理论离不开实践，小记者们通过使用显微

镜模拟观察细胞，描摹细胞结构，学写观察笔

记，加深了对皮肤疾病的思考。

带着对生命科学的好奇心，20多名小记者

们围坐在一起进行了医药学专业知识课程的学

习。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伍洲炜教

授，用生动的语言，对特应性皮炎疾病特点，令

患者不堪其扰的“痒”的发病机制和当前治疗领

域中创新药物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吕晓希教授，

则带领小记者们回顾了既往科学家们如何克服

重重困难，实现了最新创新药物高选择性JAK1

抑制剂研发突破的攻坚旅程。小记者们个个聚

精会神，认真记录，为采访环节做着准备。

“特应性皮炎的痒和一般的痒有什么区

别？”“得了特应性皮炎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也想成为您这样的专家，作为学生的我应该

储备哪些知识？”小记者们踊跃提问，其中不乏

一些高质量的问题，让大专家们欣喜不已，积极

回应。

回程途中小记者们依然在积极讨论着各自

的收获，相信本次活动也为青少年们种下了一

颗守护健康的种子。 （文/潜山）

解密生命科学“皮肤健康小卫士”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