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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高科实验小学注重寓教于乐培养孩子探究能力

■ 曲阳四小的孩子在和机器人聊天

  

开发课程

引领数智学习
基地学校自行开发了一系列特

色课程，有的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

内容，还有的是将人工智能知识融

入到其他学科之中。

“老师您看看，我这样操作比较

器芯片进行信号放大对不对？”“对

的，别着急，看仔细了。”这是位育中

学“芯梦飞翔”科技社团活动时，学

生和指导老师的一段对话。2020

年，位育中学对标国家战略和区域

布局，首创“芯片教育”特色课程，学

校从数学、物理、生物、化学、计算机

等不同学科选派优秀学科骨干教

师，与中国科学院专家组共同组建

了芯片教育导师团队，共同完成课

程的开发和实施。

物理教师伍琳毕业于复旦大学

物理系，拥有博士学历，为了学习芯

片制作及融合课程，她在一年时间

内每周至少两次去松江的科创走廊

学习，挖掘学科元素，还亲自调配实

验设备器材，有时在企业里一待就

是一整个周末。如今，位育中学在

多个年级分层开设通识普及课程、

兴趣选修课程、探究专项课程和线

上互动慕课，打造四级课程图谱；在

科技教育中引导学生关注科学精

神、家国情怀的融合发展，培养青少

年肩负历史使命、致力科教兴国的

责任感。“FPGA集成电路（芯片）设

计与仿真”课引领学生学习数字逻

辑、电路搭建、程序语言。

此外，人工智能教室还会开放

比较器芯片控制舵机电路设备、电

动纸飞机设计放飞、人工智能鉴别

植物标本等学习项目，这些项目不

仅面向位育学子，而且还面向区域

内的其他高中和初中学校。位育中

学校长王亦群说：“通过学校和老师

的努力，希望通过这些丰富的课程

学习，让‘芯’青年从位育出发。”

在卢湾高级中学综合楼7楼，

时常传来机器狗和机器人的“问候”

声，AR和VR技术构建起沉浸式虚

拟空间，学生既可“走”入古建筑和

复杂机械的结构内部，也能“穿越”

到历史文化故事场景。大小不一的

工作间和教室则构建出一个以AI

技术为驱动的高中生自主学习生态

“数智学谷”，学生获取知识、探索未

知的路径和方式正在悄然发生改

变。校长何莉介绍说，这是相对于

传统的班级授课制提出的一种理想

的未来学习样态，营造开放、包容、多

元的学习氛围。数智时代，社会对人

才的需求已经从单一的知识型向复

合型、创新型转变。这里采用的是

“创造性学习+创业式实践”“大社区+

小部落”的学习方式和组织形式，既

培养了学生的自主能力，又促进了学

习社群的繁荣与发展，使学习成为一

种社会化、协作化的过程。

与此同时，卢湾高中打造了覆

盖三个楼层的AI体验空间。无人

驾驶、无人机飞行、智能足球机器

人、智能篮球机器人、智能救援、无

人快递……每周五的社团活动时

间、周末和节假日，这些AI实验室

跃动着科创少年的身影。“这样的学

习方式变革，可以使学生更具内驱

力，更具协作性，更具创造性，更具

使命感。”何莉说，这种学习环境不

仅促进了学生的知识获取，更激发

了他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拓展空间

重构学习模式
为孩子们再造一个“智慧空间”，

这是基地学校都在进行的探索——

打破原有学习场地的空间限制，将

更多AI技术赋能到校园生活的每

一个角落。

在曲阳第四小学，有一个“智慧

图书馆”，通过引入射频识别（RFID）

技术，实现了图书的智能化标识和

高效管理，显著提升了借阅的便捷

性和效率。“智慧图书馆通过后台管

理系统，对师生的借阅数据进行实

时统计和分析。这些数据不仅揭示

了师生的借阅习惯和阅读兴趣，为

图书的采购和更新提供了有力支

持。同时，也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

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学校信

息中心主任唐泽说，学校希望能通

过云计算、大数据、虚拟化、物联网、

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技术，将这些

阅读数据融合，提升教学科研、成果

管理、师生阅读效率等。

将AI体验营请进校园。“今天

将由我带大家参观梦幻列车。我们

的梦幻列车一共分为5节车厢，每一

节车厢代表一个学习主题。现在大

家进入的是森林寻梦——地球之肺

车厢……”四（2）班的王庆云是学校

“梦幻列车”的讲解员。“南船北车”在

曲阳四小有着近十年的景观特色口

碑。“南船”即操场南侧的古船楼，被

评为上海十大校园景观；“北车”即操

场北侧教学楼一楼的梦幻列车。“梦

幻列车”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学

习场所，一共拥有五节车厢，每节车

厢都是一个主题科技空间。

唐泽介绍说，学校对于人工智

能融入教育教学的行动路径主要分

为两块，一是将人工智能与不同学

科进行融合，让同学们逐渐熟悉和

了解人工智能技术，二是依托信息

科技课和社团活动，将AI体验营请

进校园，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知识的

普及和兴趣的培养。比如，梦幻列

车的内容经常会更新迭代，已经成

为孩子们了解先进技术的沉浸式空

间。此外，曲阳四小还努力发掘品

牌项目“红领巾科学院”的吸引力，

与机器人研究院、上海电科院、航天

技术物理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国航

海博物馆等合作，举办“AI在身边”

人工智能科技节和人工智能作品展

等活动，邀请家长、科学家等共同参

与，引导学生探索并解决身边的科

学真问题。

同样，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

也将学生的人工智能学习空间拓展

到了真实的研究场景里。结合中小

学生特点，学校在新学期里将推出

多类AI主题体验活动，如新生的

“走进AI”普及体验、“大手牵小手 ·

AI+医疗”科普日、新年AI游园会

等，提供丰富的寓教于乐平台。学

校还将深化与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

技术学院、复旦大学信息科技与工

程学院等机构的合作，依托“复旦大

学基础教育创新人才共育基地”，挖

掘更多资源。继续举办名师讲坛和

家长大讲堂，邀请专家讲座，拓宽学

生视野，激发AI兴趣。

培育师资

深化智能教学
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师

资从哪里来？现有的学校教师能胜

任吗？经记者探访，这些问题在各

基地学校都有很好的解决策略。

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师的数智化

能力，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在新学

期成立了“中科数智中心”。这个平

台不仅为教师们提供持续的技术培

训和支持，还将汇集校内外的教育

和技术专家，共同开发适应各学科

的教学工具和资源。比如，语文组

的张晔老师正与专家团队合作开发

AI辅助阅读的项目化学习，学生们

能够在自主阅读过程中获得个性化

的引导，提升理解能力并加深对文

本的分析和感悟。学校与中国科学

院上海分院以及上海师范大学等专

家团队密切合作，定期为教师们提

供AI技术应用的专项培训。

信息科技学科的周洋阳老师正

是这一培训项目的受益者，在专家的

指导下，她设计并实施了“小科生态

园”课程，通过AI辅助物联网监测并

控制草莓的生长过程，实现了劳动教

育与科技教育的完美融合。英语教

研组长徐悦将AI深度融入日常教学

中，在“英语AI听说课堂”中，通过AI

技术贯穿课堂的三个阶段：课前预

习、课堂互动、课后巩固，能够实时分

析出学生的学习数据，精准判断教学

目标的达成情况，徐老师说：“AI不

仅提升了课堂的互动体验，也为我

的教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浦东新区张江高科实验小学组

建了一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究团

队”，依托浦东新区相关师训资源，

邀请专家团队给青年教师做技术指

导，重点任务是探索如何更好地运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教学设

计、作业设计、师生互动等。同时，

该团队还肩负“智能体”的研究与开

发，借助大模型开发个性化的微应

用，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形成学

校智能微应用群。

围绕学科教研团队，学校在今

年暑假里开展了“人工智能小妙招”

征集活动，鼓励教师们寻找生活中

与学科相关的各类智能应用，并在

教研组内进行分享。此项活动得到

校内教师响应，并发现多个具有潜

在价值的智能应用。例如，在美术

课上，可以通过扫描手绘的作品，快

速生成艺术文创产品的样态；在科学

课上，运用AI技术可以让师生们更

好地观察天文现象；在英语课上，使

用了智能语音对话功能后，同学们在

口语对话中可以及时发现自己语音

语调存在的问题。此外，围绕“智慧

学习教室”空间，学校组织各科教师

开展研修活动，学习运用大模型平

台开展教学活动的方法，目前已经

在道德与法治、美术、科学、信息科

技等学科中形成了多项课例。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马丹

“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实施方式，以
中小学信息科技、通用技术等课程为主
要依托，丰富教育教学资源，满足师生
高质量线上线下融合学习需要……”
这是教育部在遴选中小学人工智能教
育基地时提出的要求。经过全国范围
的推荐与评审，上海共有6所学校入
选，分别是：卢湾高级中学、位育中学、
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虹口区曲阳第
四小学、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张江
高科实验小学。
近日，记者走进这些新近被命名

的基地学校，探访他们是如何扩大人
工智能教育覆盖面和受益面，带动区
域人工智能教师专业化水平和中小学
生数字素养不断提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