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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纯纯

“如何用生活废弃物蛋壳制作有

机肥料？”嵊州市三江小学的一堂土豆

种植课从向DeepSeek提问开始；浙

江师范大学附属嘉善实验学校亭桥小

学通过编程智控和机械臂系统，实现

了校园农作物的自动采摘；在杭州市

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学生在“AI助

教”的帮助下，为校园中的鸟儿设计了

一个温暖的家……随着AI技术蓬勃

发展，这股强劲的科技之风，也吹进了

浙江中小学的劳动课堂。

AI带来劳动课教学方式变革的

同时，也催生了不少新的思考：AI在

劳动课上究竟能扮演哪些角色？又

会给教师教学带来哪些新挑战？带

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访了省内多

所中小学校。

“最佳帮手”赋能劳动
4月下旬，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学生毛靖军像往常一样前往校内的

太空智慧农场查看自己种植的番

茄。信息大屏上的一条信息引起了

他的注意：“长方形种植坑2所种植

的番茄在2025年4月7日发现病虫

害红蜘蛛，上次防治时间是4月8号，

当前已超过防治周期，建议使用薄荷

醇按1∶1000的比例兑水进行正反叶

面喷洒。”

毛靖军连忙仔细观察番茄的叶

片，果然在叶背上发现了多只红蜘

蛛。他利用之前在劳动课上学到的溶

液配置知识，顺利完成了防治工作。

在背后扮演“农场医生”角色的，

是南浦实验中学自行研发的一套农

场作物管理系统。平时，学生会将农

作物的生长周期、浇水频率、土壤湿

度、日常农事操作事项等信息输入到

系统中。基于这些丰富的数据源，该

系统会运用AI算法模型，为每个种

植区智能生成每日的操作建议，涵盖

施肥、病虫害防治、采摘等方面。

“不同学生种植的作物不同，生

长情况也不同。有了这个系统，就

能够更加精准地指导学生，提高课

堂效率。”太空智慧农场负责教师陈

正豪说。

当AI进入劳动课堂，让其成为

学生的“思维伙伴”、教师的“最佳帮

手”，正在成为不少学校的共识。“在

劳动教育中，人工智能是师生教与学

的辅助工具，不能替代学生的劳动实

践行为。”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劳动教育指导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杭州市富阳区教育局党委委员

章振乐表示，AI可以帮助师生进行

数据分析、提供丰富的劳动知识和资

源、创建虚实融通的劳动场景等，构

建起独具特色的劳动教育新模式，赋

能未来新农人的培养。

让更多师生感到开心的是，有了

AI的帮助，劳动教育也有了私人定

制版。诸暨市陶朱街道西湖小学教

师赵春娟介绍，借助GAI（生成式人

工智能），可以结合不同的关键信息，

高效为学生定制差异化的劳动任

务。例如在开展家庭种植计划时，根

据学生家中环境差异，会分别给出

“阳台迷你菜园种植计划”“桌面绿植

养护指南”等任务。

个性化也同样延伸至评价端。

嘉兴市长水实验学校有个劳动成长

档案系统，会将学生平时记录的劳动

数据转化为可视化图表，涵盖“校园

劳动任务”“家庭劳动责任岗”“社区

劳动服务”等多个维度，直观呈现每

名学生的强项与短板。如果学生在

“校园劳动任务”板块得分高，而“家

庭劳动责任岗”参与少，那么系统就

会自动推荐“清洁小能手”任务包，引

导学生多做家庭劳动。

“这种‘千人千面’的智能化评价

模式，让劳动教育从统一标准迈向因

材施教。”嘉兴市长水实验学校劳动

教研组组长顾芳芳说。

（下转第2版）

科技之风刮进劳动课堂——

当“泥土香”“体力活”沾上AI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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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江 晨）4月25日，

浙江省教育厅召开2025年一季度政治

生态建设状况分析暨全面从严治党专

题例会，分析厅领导班子、厅机关及教

育系统政治生态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

状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阶段工作。省委

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陈春雷主持会议并讲话。

陈春雷充分肯定了一季度全省教

育系统政治生态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抓实学习教

育，推动走深走实。开展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坚持以上

率下，厅党组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带头

学；抓好责任落实，突出协同联动，形

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工作格局；切

实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对照“两张清

单”查摆问题，持续抓好整改落实；坚

持实事求是，杜绝形式主义，推动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要强化全面从严治

党，落实责任到位。强化政治引领，严

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实际行动做

到“两个维护”；扎实党建基础，织密基

层组织体系，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进风

腐同查同治，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

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让

纪律规矩成为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

事创业的自觉遵循；加大专项治理力

度，深化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确保治理工作

取得实效，同时善于总结浙江专项治

理经验，推动经验推广落地见效。要

严控风险隐患，守住安全底线。各地

各校要层层压实责任，明确职责分工，

做到强化政治安全，梳理意识形态风

险，守住思想阵地；加强校园安全，做

好食品、消防、交通等风险隐患排查，

切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

保障师生安全、维护校园稳定。

会议听取了2025年一季度全省教

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信访

工作等情况。会上，厅领导班子成员报

告了履行“一岗双责”情况，分析了分管

领域一季度政治生态建设情况和全面

从严治党工作情况，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和改进举措。

省教育厅召开一季度政治生态建设状况分析
暨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例会

□本报见习记者 刘桐青

日前，在青田县腊口镇中心幼儿园

大一班的教室里上演了一场“荷塘盛

宴”。几个小身影端着簸箕来回穿梭，

将晒干的莲子研磨成粉；大桌旁，幼儿

们把莲子包进揉制好的糯米团中，准备

制作莲子蒸糕；教室后排飘来清甜的香

气，系着围裙的幼儿们在教师指导下，

制作着可口的藕粉……幼儿们正在为

即将开始的义卖活动做最后的准备。

这场义卖是幼儿园持续1个多月

的“爱莲说”主题活动中的一个子活

动。“幼儿园经常会开展与自然教育有

关的主题活动，用游戏的方式激发幼儿

们的好奇心，培养他们合作分享的意识

和动手的能力。”腊口镇中心幼儿园教

师麻桂芳说。

这是青田县在学前教育阶段探索

自然教育的缩影。近年来，青田县开展

以“自然育人，育自然人”为核心理念的

自然教育，抓住作为丽水市绿谷游戏核

心试验区的契机，以“生活化感知、游戏

化推进、情感性交融、文化性探索”为抓

手，以“资源激发、体验探究、游戏展开、

评价反馈”为路径，构建起一套完整的

自然教育运行机制，致力于让幼儿们通

过自然朴素的游戏方式实现知情意行

的全面发展。

在青田县教育教学研究室教研员颜

艳看来，自然教育不是隔着玻璃看风景，

而是要让阳光晒红幼儿们的脸蛋，让溪

水漫过幼儿们的脚丫。“在调研中，我们

发现不少乡村幼儿园在教育性和自然性

上很难兼顾，提供的自然环境大多经过

成人的加工改造而缺乏真实性，幼儿缺

乏与自然环境的真实互动。”颜艳说，幼

儿园应当拆除无形的围墙，与自然资源

有机结合，建立可触、可感、可互动的教

育生态，让幼儿们感受自然的脉搏。

腊口镇中心幼儿园就是一所把自

然生态“搬到”园内的幼儿园。走进园

内，只见道路旁是荷塘，一群小鸭子正

欢快地在水中玩耍；教学楼边是花圃，

里面种满了草莓、黄瓜、向日葵等植物，

每块花圃都插上了展板，上面是幼儿们

涂鸦的植物画像和手写的生长指南；教

学楼西侧的土坡则是动物乐园，每到课

间幼儿们就会到这里给鸵鸟、孔雀等动

物喂食。“我们精心打造了‘一园、四区、

五坊、六馆、七场’等自然教育场域，让

幼儿们在野趣中激发潜能，在体验中感

悟生命。”园长谢巧萍说。

在青田县高湖镇中心幼儿园副园

长徐婷婷看来，除了要让幼儿走进真实

的自然环境，还要丰富实践形式，激发

幼儿感知自然的兴趣，享受与自然相处

的时光，让教育回归本真。

为此，高湖镇中心幼儿园构建了

“自然·田园”课程，按照春、夏、秋、冬4

个季节设计了“春之语”“夏之趣”“秋之

韵”“冬之美”4个主题课程，让幼儿们

在四季变化中感受自然。教师叶晨萌

告诉记者，根据不同的主题课程，幼儿

园策划了相应的主题活动，就拿已经开

展了半年多的“‘蔗’里有故事”主题活

动来说，幼儿们会参与甘蔗从播种到收

获的全过程。她回忆道，种下甘蔗后，

每周都会让幼儿们记录甘蔗的生长状

况；等到甘蔗成熟时，会举办“开镰节”，

教师带着幼儿们一起唱着歌谣采收甘

蔗，并用蔗糖制作棒棒糖。

与高湖镇中心幼儿园不同的是，腊

口镇中心幼儿园探索出“主题+项目”

的实践形式。在这种实践形式下，幼儿

园引导幼儿在观察与实践中，发现动植

物的生长规律、自然物的特性及天气的

变化。

自然教育的实践，带来的不仅是幼

儿们的成长，更是教师的成长。近年

来，丽水积极探索自然教育，莲都、青

田、缙云等地在开展自然教育实践中开

发了“自然游戏”“小农夫”等多门课程，

其中7个教学成果被评为省精品课程。

青田：让孩子在自然生态中快乐成长

四川招募优秀浙江退休教师
支教帮扶

本报讯 近日，四川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浙江

省驻川工作组发布《关于招募2025—2026学年“常青

藤”计划浙江优秀退休教师的公告》，四川省计划公开招

募200名浙江优秀退休教师赴川开展支教帮扶工作。

据了解，本次招募岗位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

骨干教师为主。要求年龄一般在65周岁（含）以下，政

治可靠、遵纪守法、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身

体健康、甘于奉献、不怕吃苦、作风扎实，教育教学经验

丰富，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身体条件能

适应岗位相应地区工作和生活。

参加支教帮扶的退休校长可担任受援学校副校

长，指导参与学校管理工作；退休教师可根据专业特长

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主的讲学活动，根据受援学校教育

教学需求进行听课评课、开设公开课、组织研讨课、举

办专题讲座等，通过传、帮、带等方式指导青年教师，带

动提升受援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

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服务区域为浙江

与四川结对帮扶的12个市（州）有关县（市、区）。参

加支教帮扶的退休教师按月发放工作经费，每学年5

万元，主要用于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等。同时纳

入国家银龄讲学计划，每学年补助2万元，主要用于

往返交通费、意外伤害保险、个人体检费用等。受援

县（市、区）将为退休教师提供周转宿舍，配备必要的

生活设施。 （本报记者）

杭州推进职普融通试点

本报讯（记者 童抒雯 杨 倩）近日，记者从杭

州市教育局获悉，将新增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等4所

学校为杭州市高中阶段职普融通试点校，今年杭州市

区也将增加职普融通试点班和综合高中试点班两类

招生。

其中，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和杭州市源清第二高

级中学将合作开设职普融通试点班，开设电气设备运

行与控制、环境监测技术两个专业，录取后按专业分

班。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和杭州第九中学合作开设职

普融通试点班，开设会展服务与管理、社会文化艺术两

个专业，录取后高一第一学期混班学习，第一学期结束

后以学生意愿为主按专业分班。

以上职普融通试点班均设有两次融通机会，分别

在高一第一学期期末和高一第二学期末。第一学期从

职校融通至普高的人数不超过试点班学生总数的

50%。高二开始不再接受融通申请。

此外，杭州市美术职业学校将开设综合高中试点

班，专业为绘画。录取后，学生注册为普通高中学籍，

高一以普通高中课程为主、职业教育课程为辅。高一

学年和高二学年结束时，学生可自愿选择学习侧重方

向。试点班学生3年内有2次流动选择机会，学生可自

愿选择转到艺术设计、服装设计、服装表演等专业方

向，参加浙江省单独招生考试。

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孙青峰表示，将持续推动中

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融合发展，持续扩大长学

制人才培养规模，畅通人才培养通道，推动升学途径多

元化，更加科学、有效地把选择权还给学生。

敬告读者

本报5月2日、5月6日休刊，下期出版日期为

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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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zjjyb1@163.com 责任编辑：汪 恒 电话：0571-87778077 版面设计：余江燕

全国教育报联盟
第11次年会在成都召开

本报讯（记者 邵焕荣）4月22日至24日，全国教

育报联盟第11次年会暨联合采访活动在四川省成都

市举行，全国10家教育媒体齐聚一堂，交流研讨媒体

发展经验。

会上，各成员单位围绕“AI时代，教育媒体何去何

从”主题，交流分享教育媒体发展经验。浙江教育报作

了题为“让讲道理这件事变可爱”的交流发言。去年以

来，在省教育厅的指导和部署下，浙江教育报大力推进

“真理的味道”大思政宣传平台建设，通过搭建全媒体

矩阵、举办思政文化系列活动、开设专业科普栏目等一

系列举措，持续推动理论宣传入脑入心。

会后，各成员单位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高

校“招生—就业—培养”联动机制建设等选题，前往四

川省眉山市、西南石油大学等地联合采访。

据悉，全国教育报联盟于2015年在四川成立，今

年正值联盟成立10周年。10年间，各成员单位组团

走进河南、江苏、上海、浙江、甘肃、山东、陕西、天津等

地，深入采访各地教育的亮点特色，促进省级教育媒体

间的交流与互动，共同提升教育媒体新闻舆论传播力、

影响力和公信力。成员单位也由最初的4家发展为如

今的9家，包括《教育导报》《教育时报》《江苏教育报》

《甘肃教育报》《东方教育时报》《浙江教育报》《山东教

育报》《教师报》和《天津教育报》。此外，今年特邀《海

峡教育报》参加相关活动。联盟第12次年会暨联合采

访活动将于2026年在江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