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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场景中的教学模式是什

么样？未来智能化教学会给学习者带

来哪些福音？国内首个终身教育领域

里的“元宇宙+AI应用场景”，近日在

2024数字化终身学习国际会议开幕

式上亮相。学习者可通过终端设备进

入虚拟教室，体验360度全景教学环

境，在全新的教育生态系统里享受更

自主、更快乐、更高效的学习。

虚拟场景 真实教学
安装在上海开放大学的这套元

宇宙教学场景，既有理工科的虚拟

实验室，也有人文学科的互动课

堂。在教学模式上，元宇宙平台支

持“体验式、游戏式、实训式”三大模

式，通过互动式的虚拟环境，学员们

可沉浸在体验式教学中，参与虚拟

实训室的操作，或者通过游戏化任

务来增强学习的趣味性。

该校民生学院院长范军现场示

范了养老专业的元宇宙教学。在大

屏幕上的虚拟场景中，相关专业的

学员选择照护人员、家属、志愿者或

社区工作者等四种身份，走进小区、

家庭、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接受元宇

宙里类似“游戏闯关”的挑战。当智

能体遇见一位独自走出家门的失智

老人后，立即与老人互动，询问并搜

索老人的住址和亲人，协助他找到

回家的路。范军介绍，传统教学环

境里，像这样的失能老人是无法配

合完成教学任务的，而元宇宙教学

空间则是利用虚拟技术，让学员无

需依赖“真人”就能轻松了解他们的

现实状态和需求，也能规避掉不少

教学伦理的困境。

“数智技术正在推动知识的生

产、传播和消费一体化、普及化、便

捷化。”校长贾炜在作主旨报告时

说，2022年中国知识付费市场规模

为1126.5亿元，较2015年增长约70

倍。预计 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

2808.8亿元，用户规模有望达到6.4

亿。智能时代赋予教育的命题就是

“开放、智能、创造”。

智慧学习 有情有趣
数字化终身学习国际会议上，

不少专家的发言都指向一个“世界

难题”——终身教育正面临着诸多

挑战。比如，成人学习者往往需要

平衡工作和学习的矛盾，且时间和

精力有限。再比如，在教育需求方

面，成人学习者需要更加公平、包容

的培养模式，满足他们情境化、游戏

化的智慧学习需求。

当天会上发布了一款由上海开

放大学开发的“基于智能体的教学应

用AI助手”，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

趣。以“成人英语AI助手”为例，它具

备多智能体功能，涵盖词汇助手、语

法助手、听力助手等多个模块，协同

为学习者提供全方位的英语学习支

持。比如其中的“词典精灵”，它就像

一个热情的学习伙伴，与学习者友好

交流，并通过多种方式呈现单词的记

忆方法，让学习充满乐趣。这种拟人

化的设计，使得智能体不再是冰冷的

机器，而是能够与学习者建立情感连

接的学习助手。又如在语法学习环

节，当学习者对某些语法知识点不太

了解时，智能体会从基础知识开始引

导学习，通过举例、讲解和练习等方

式，帮助学习者逐步掌握语法规则，

并学会运用这些规则正确表达。

“人工智能赋予学习者更多的

好奇心，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创设更

多的学习情境，激活学习者的思维

和对问题的兴趣。同时，人工智能

还会赋予学习者更多好胜心，通过

游戏的方式激发大脑更多地分泌多

巴胺，让学习变得更有动力。”贾炜

说，未来的终身教育凭借教师、学生

和机器的协同，会催生出一系列的

教学新样态。

本报记者 王蔚

上海开发首个元宇宙教学场景 打造“热情”的智能体——

助失能老人回家 让学习充满乐趣
“侬有800多分啦？”“勿

算啥，最高额同学有1200多

分！”日前，上海市终身教育学

分银行的杨浦专区积分激励

活动“开张”了，长海路街道社

区学校一片热闹——“充电”

劲头十足的“60后”学霸们拿

着学分兑换心仪奖品，体验着

“学无止境，成果有价”。

65岁的朱永兰阿姨在这

里学习了14年，总积分高达

1112分。她从零开始学习钢

琴，如今已经能流畅弹奏《致

爱丽斯》，家庭聚会常常“露

一手”。“我从小喜欢文艺活

动，社区学校的声乐课帮助我

提升歌唱技能，走秀课常常去

表演锻炼了自信，现在随时可

以表演。”

在社区学校的舞蹈课帮

助下，61岁的王利丽阿姨重拾

年轻时的兴趣爱好，如今还成了

舞蹈队队长。书法和舞蹈似乎都

有气韵相通之处，王阿姨在书法

课上也找到天赋和乐趣，如今已

经考过7级。

小孙女学书法畏难，奶

奶就拿出以前练习的草稿给

她看，光是一笔“横”都练了

上万次，孙女看了也明白了

要静心积累的道理。“学习让

生活变得很充实，发展了兴

趣，思维也变得豁达。家里

的小辈看到我们老有所学也

很受感染。”王阿姨还把老伴

也拉到社区学校上课，没想

到钻进英语课的爷爷一下子

成了双胞胎孙女的好学伴，

全家学习劲头都足足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中老年

人走进申城的课堂。今年长

海路街道社区学校秋季班开

设44个班级，覆盖17门课程，

学员总数达1258人，吸引40

岁到80岁不同年龄的中老年

人报名学习。课程包括艺术

修养、实用技能等，教学方法

也注重体验和练习，丰富学员

的闲暇生活。

不过记者发现，兑换大厅

里还是“女同学”更多，一批奖品

很快兑换一空。阿姨们说，上海

阿姨学习热情高涨，相比之下，爷

叔们好像总是很难迈出第一步。

本报记者 易蓉

一名初中生，因课堂纪律问题，

被老师多次批评并要求：请家长到

校，在教室陪读一天。学校的本意是

让家长更直接参与课堂教育，观察孩

子表现，体会教师苦衷。此外，家长

坐进教室，对学生也有一定约束力，

让他们更守规矩。如此陪读，或可治

标，恐难治本。

一方面，转移矛盾，不利于家校

沟通。把孩子的纪律问题转移到父

母身上，隐含“家长要为孩子所有行

为买单”的逻辑。教育本是学校与家

庭的共同责任，简单“转移”可能会让

家校之间产生新矛盾，结果事与愿

违，更打击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家长

请假一天，既影响工作，又影响心情，

也容易导致家校更难沟通。

另一方面，头痛医头，不利于解

决问题。请家长陪读，或许能让孩子

立刻安静下来，但通常只是表象。要

么家长一走，故态复萌；要么孩子对

家长监督产生依赖，削弱了自我管理

能力。更重要的是，不针对学生心

理、情感和行为习惯，深入分析并干

预，就无法真正培养自律能力，只是

“头痛医头”。

无奈之举背后，也反映了学校管

理的无力感。教师面对所谓“问题学

生”，缺乏有效的教育手段，只好寻求

外部力量，即家长的帮助。将部分责

任“外包”，没有真正解决教学管理中

的根本问题，反而激化家校矛盾。

如此陪读，还折射出当前学校

教育在某些方面的缺失。比如，心

理健康教育不够重视。学生课堂表

现不佳，可能源自家庭问题、学习压

力或人际关系等困扰。仅靠外部惩

罚或家长陪读来施压，忽略了深层

次原因。又如，教学呈现方式不够

丰富。在相对陈旧、枯燥的课堂上，

学生往往缺乏足够动力和参与感，

容易走神。

教育子女，家长责无旁贷，应当

与学校密切沟通，积极参与家校合

作，双方共同关注孩子的内在需求，

携手制定教育计划，帮助孩子健康成

长。某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浮于表

面的管理手段，慎用。

慎“罚”家长陪读

本报讯（记者 曹博文）记者从

上海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本月底

150个社区微型消防站即将建成。

与此前设在居村委办公室“消防器材

装备箱”式的简易微型站不同。新建

的微型消防站采取了更严格的建设

管理标准，将在未来发挥对火灾

“打早、灭小、救初期”作用。

目前全市现有城市消防站198

个，平均辖区面积27.8平方公里，救

援响应压力较大。据统计，在外环以

内，消防车平均到场时间为8分40

秒，距离“城区5分钟、郊区10分钟”

的灭火响应要求还有差距。除此之

外，全市还有22个站年出警超过800

起，常年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增强

末端消防力量，提高火灾预防扑救速

度，迫在眉睫。

据了解，此次社区微型消防站建

设，上海市消防救援局印发实施方

案，明确社区微型消防站站房面积不

少于170平方米、配备1辆消防车、至

少4人24小时值班备勤，有效提升城

市消防安全韧性水平。

本市将建   个社区微型消防站

特写

宝山罗店美兰西湖公园（一

期）正式开园迎客。该园整体设

计以罗店最具代表性的“三湾九

巷十八弄”水乡街市为灵感，在景

观小品构筑物、节点铺装等细节

上融入罗店花神、彩灯等文化元

素，展现罗店地域人文特色。公

园分为东、西两园，点缀赏樱林、

阳光大草坪、绿影长廊等景点，花

溪桥居中跨河而立，沐香亭临水

而设，成为公园的一道亮丽风景。

杨建正 王建民 摄

美兰西湖公园开园迎客

新民随笔

本报讯（记者 解敏）今天上

午，上海交通大学崇明校区项目正

式启动。该校区位于崇明区陈家

镇教育园区地块，距离建设中的轨

交22号线站点约2公里。项目首

期规划占地约350亩，预计将于

2026年底前完成建设和首批招生。

建成后，崇明校区将入驻国

际农业与生态学院、未来农业中心

等办学科研机构。规划全日制在

校生2000人，其中本科生500人、

硕士研究生1200人、博士研究生

300人，拥有一定数量的高质量学

位留学生，教职员工800人。

上海交通大学校区建设指挥

部副总指挥、崇明校区专项工作

组组长周培介绍，上海交大崇明

校区将围绕“低碳、智慧、国际化”

建设成为新型碳中和化校园。重

点建设世界一流农科，以及生态、

健康、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大

生态学科群。探索农业与医学、

工程、理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的体制机制，培育新的学科生长

点和特色前沿方向；产生具有重

大影响力的原创成果，构建国际

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杰出师资队伍。

该校区将发挥交大学科优

势，结合崇明生态禀赋，融合人才

培养、文化传承、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为一体，打造符合上海世界一流

城市定位的国际化校区，凸显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特色，建成为全

球首个碳中和国际示范校区，打

造世界一流农科教育新地标。

将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大生态学科群
上海交大崇明校区项目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