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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技术在教育里
软着陆
□徐梦娇

去往合肥的路上，细雨蒙蒙。立
夏后的天气，一如既往的黏腻，皖南也
难逃潮闷。车窗外的景色由城市的高
楼逐渐变为葱郁的绿意，仿佛预示着
此行将要遇见的，是一场传统与未来
的奇妙交融。

抵达合肥后，安徽站的记者向我
们介绍，此行探访的合肥市第四中学
是一所“旧校新办”的老校。

站在学校科创中心的走廊里，智
能造物教室、3D 创客教室、HPM 实验
室……各种充满科技感的教室依次排
开。一群穿校服的学生正围着一台跳
舞机器人调试代码，指尖在平板电脑
上快速滑动。除了科技味满满的场
景，最让我意外的是智木工坊的课堂，
学生们几人协作，正在共同制作鲁班
锁，听教师介绍，“咱们古代的榫卯技
艺所蕴含的结构逻辑与空间思维，为
现代 3D 建模技术提供了深厚的认知
基础”。我忽然意识到，在这所学校
里，科技与传统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
融合；教育创新不是推翻重来，而是让
千年智慧与未来科技在新时代的课堂
里携手前行。

如果说高中阶段的AI教育重在引
导学生探索科技前沿，那么对小学生
而言，AI则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融入
日常学习。

站在芜湖市中江小学的校园里，
这里的AI技术如同阳光和空气，自然
地流淌在每个角落。在 AI 助教小悦
与学生讨论《丑小鸭》的童话结局时，
我看到的不是人机对话的科技现象，
而是学生眼中闪烁的思考光芒；在另
一间教室，通过AR投影，韩非子的影
像穿过课桌椅“走”到学生中间；体育
课上，每个学生佩戴的智能手环能实
时监测心率，一旦数据异常，教师的平
板电脑会立即弹出提醒。技术在这里
不是冷冰冰的监控，而是守护成长的
保卫军。

这所建校仅6年的学校的特别之
处，或许正在于他们懂得：真正的教育
科技，不在于使用了多么“潮”的技术，
而在于蹲下身来，与学生的视角平
齐。当很多学校还在比拼硬件配置
时，他们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如何用AI
激发教育教学的潜能。

返程时，雨已停歇。望着车窗外
渐行渐远的校园，我想，AI进校园的意
义或许就在于此：不是用机器替代教
师，而是让技术成为传承与创新的桥
梁；不是用技术禁锢思维，而是为每个
学生打开更广阔的认知疆域。这才是
技术赋能教育最动人的模样。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廖钗勤

这个学期，芜湖市中江小学三（2）班学生孙懿轩发

现课堂上多了一个“新同学”——小悦。这个扎着俏皮

丸子头、穿着校服的“女生”，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温暖

的笑容，乍看与其他学生无异，却拥有令人惊叹的“超能

力”：她能即时解答学生们天马行空的所有问题。无论

是课上还是课后，“小悦小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小

悦，《拇指姑娘》这个故事真有意思，再给我推荐一些类

似的童话吧”的呼唤声此起彼伏。面对学生们的一箩筐

问题，这个AI学伴总是热情又耐心地一一回应。

作为教育部首批认定的184个中小学人工智能教

育基地之一，中江小学精准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响应教

育数字化转型号召。学校充分考虑小学生的认知特点，

通过构建多维数字化场景，为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

沃土，呵护他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智能学伴走近身边
AI学伴小悦的诞生，源于教师周健的巧思。今年

年初，她和学校信息科技教师合作，借助豆包这个支持

多模态交互的AI助手，打造出小悦这一AI智能体。小

悦的形象设计独具匠心——周健观察到班里学生包雨

沫活泼善良、热爱分享，深受同学喜爱，便以她为原型，赋

予小悦相似的外观和性格。“这样能拉近学生与智能体的

距离，让他们更愿意敞开心扉交流。”周健解释道。

“如果丑小鸭变不成白天鹅，它的人生是不是就没

有意义了？”阅读《丑小鸭》时，孙懿轩向小悦问出了心中

的困惑。小悦坚定地回应：“当然不是啦！就算它没有

变成白天鹅，也还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同样可以活得精

彩……而且后来它也收获了友谊和幸福呀！”周健观察

到，在与小悦一问一答的交流中，学生对文本观点的思

考更加主动和深入了。

AI萌伴守护成长心事
六年级学生孔德韫有个小秘密——她总爱在课间

溜进悦心坊，与一只名叫“毛毛”的毛绒小熊说悄悄话。

这个有着柔软身躯和大眼睛的AI萌伴，会耐心地倾听

学生的心结，并轻声细语地给予回应。“小熊内置了AI

交互模组，能够与学生实时交流，还能记住他们的倾诉

内容。”心理教师董瑾分享道。尽管学生人手一台平板

电脑，但董瑾认为，在心育方面，AI萌伴能够提供一种

平板电脑无法替代的治愈力量。毛毛的引入，正是为了

让识字不多的低年级学生也能轻松与AI交流，疏解那

些他们不愿对大人言说的心事。据董瑾介绍，未来AI

萌伴将覆盖全校各班，帮助学生零距离缓解压力、调节

情绪。

AI在心育上的赋能不只是日常陪伴，也融入到了

更专业化的心理活动中。5月29日，中江小学三、四年

级学生体验了一次奇妙的自我探索之旅。在心理教师

指导下，他们在纸上画出房屋、树木和象征自己的小

人。完成作品后，AI工具通过分析画作中的房屋结

构、树木形态、人物位置与比例，为每个学生生成专属

的“心灵报告”，帮助他们看见潜藏的情绪感受、对自身

与他人的认识，以及身体里的无限潜能，赋予他们成长

的力量和信心。

而在心理课上，AI智能体的参与能够更生动地

模拟情境，活跃氛围。在开展挫折教育时，董瑾创设

了AI智能体佳佳，并为她打造了这样一个“人设”：

她是一个因表演失误、当众出丑而伤心哭泣的小丑。

董瑾请学生想办法安慰佳佳。学生们纷纷分享自己

的失败和尴尬经历，用亲身感受告诉佳佳：挫折不可

怕，不妨当作趣事看待。在真诚的安抚下，佳佳情绪恢

复，学生们也在讲述中领悟了挫折的意义。

“传统课堂里，学生往往只会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样的套话。”董瑾对比道，“但在AI创设的情境中，他

们更愿意打开心扉，分享真实感受。”这种改变提升了学

生的课堂参与度，更深化了他们的情感表达。AI的赋

能让心育课堂真正走心。

AI赋能未来创造力
除了创设多种多样的AI学伴，中江小学还着力培

养学生运用AI技术的能力，为童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插上翅膀，夯实人机协同素养，培养未来竞争力。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学校鼓励二、三年级学生运用

AI工具制作活动推广海报和好书推荐卡。喜爱绘画的

二年级学生汪添珩先手绘草图，再与豆包对话，发出指

令：突出阅读主题，呈现马克笔效果。最终，他得到了一

幅色彩斑斓的海报：一本大书如房子般矗立，书上开着

一扇五彩窗户，窗内男孩正捧书畅读。“色彩很鲜艳，虽

然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很满意！”汪添珩说。他还

分享了自己使用AI工具的心得：“我们的创作不能只靠

AI，还需要自己多动手，多调整。”其他作品同样充满想

象力：书籍化作翅膀助人翱翔，书本搭起未来之桥，哪吒

与敖丙以书为舟破浪前行……“学生在与AI工具的持

续对话和自主探索中，赋予了海报浓浓的儿童味。”教导

处干事张菁菁评价道。

负责Scratch编程教学的张晶晶则以《西游记》中

孙悟空吹毫毛变猴的经典情节为引，指导学生通过图形

化编程制作动画，还原这一场景。学生在趣味实践中掌

握了循环语句、条件语句和顺序语句等编程基础。

作为“央馆人工智能课程”规模化应用试点校，中江

小学在四、五年级开设了每周一节的人工智能课程。课

上，学生通过编程让机器人小飞成为英语纠音帮手，制

作“水果切切乐”小游戏，在任务中熟悉编程、理解AI原

理、锻炼逻辑思维。学校确立了低年级感知体验、中年

级理解原理、高年级自主设计的培养路径，致力于培养

具备AI素养的数字时代公民。校长林蓉展望道，“我们

将校准育人方向，坚守教育初心，秉持开放而不盲从的

姿态持续探索”。

合肥市第四中学：

当千年书院遇见AI

②图为芜湖市中江小学四年级试点班学生正在
上“央馆人工智能课程”。 （学校供图）

①①图为芜湖市中江小学学生使用平板电脑，感
受常态化智慧课堂。 （学校供图）

图为合肥市第四中学机器人社团学生正在调试探索小车图为合肥市第四中学机器人社团学生正在调试探索小车。。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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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强调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人

工智能是推进中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焕发教育活力的重要引擎。4月至5月，沪浙皖苏四省市教育报刊总社（教育宣传中

心）共同开展了主题为“AI时代的学校教育教学”的联合采访，今日刊登安徽省中小学校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学的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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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钗勤

5月29日，合肥市第四中学高一（11）班的历史课

堂上演了神奇一幕：敦煌莫高窟第112窟《伎乐图》中静

止千年的伎乐天，在AI技术的“点化”下翩然起舞——

她裙裾摇曳，反弹琵琶，臂钏叮当，尽显敦煌壁画雍容

典雅的神韵……“为了更真实地还原壁画场景，我用AI

工具提升了清晰度，还让人物动了起来。”学生杨静雅介

绍道。

这场跨越时空的“复活”，正是合肥四中拥抱AI浪

潮的生动缩影。校长毛晓斌用“既古老又年轻”来形

容这所最早可追溯至唐朝会昌年间的学府。如今，它

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积极构建覆盖教学、评

价、管理、服务全场景的数字化生态，驱动着教与学的

深刻变革。

AI赋能教学全流程
“有了AI技术的帮助，备课高效了很多。”对于数学

教师张笑磊来说，备课效率的提高是最直观的感受。张

笑磊向记者展示了使用AI备课的流程，在准备《直线与

平面垂直》一课时，他将前一课学生的练习数据导入AI

模型。AI迅速生成详尽的学情报告：班级总体表现、易

错题分布、个体问题及教学建议一目了然。报告明确指

出了“学生的向量与几何能力薄弱、立体几何得分率低”

等问题。张笑磊随即将分析结果导入畅言智慧课堂，并

输入指令：“结合学生在练习中暴露出的问题，生成一份

预习案。”半分钟后，一份包含重点、难点及教学建议的

完整教案便呈现在眼前。课后，他还借助AI针对学生

薄弱点生成个性化变式练习，原本两三小时的备课，现

在半小时就能完成。

英语教师尤彦君则告别了作文批改的繁重负担，她

的秘密武器是一台智能批阅机。将作文答题卡放入机

器，短短10分钟，全班作文的扫描、批阅、生成个性化意

见及打印工作便自动完成。这位AI“阅卷老师”明察秋

毫，铁面无私。高一学生吕博发现，在自己收到的批阅

意见中，一个误用的介词被“揪”了出来，“谈论具体日期

应用‘on’而非‘in’，建议将‘in May 20th’改为‘on

May 20th’”，智能批阅机细致地给出了修改原因。

在合肥四中，AI的创新应用已渗透至各学科：政治

课上生成人物情境，直观感知民法保障；地理课上构建动

态模拟图表，深化空间理解；化学虚拟实验室模拟铜丝与

硝酸反应，快速锁定最优方案，降低试错成本……“AI技

术支持下的课堂，打破了传统资源限制，构建起沉浸式学

习场景。”合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侯新旺评价道。

跨学科项目锻造AI思维
合肥四中不仅用AI赋能教学，更致力于培养未来

的AI技术人才。自2020年开设人工智能校本选修课

以来，学校已构建起包含人工智能基础、3D打印、AI天

工造物、智木工坊等在内的特色课程体系。

一个源于校园生活的项目颇具代表性。2021年，

学校推行垃圾分类，数据资源中心主任高晨馨带领学生

思考：能否用AI破题？学生从设计智能垃圾桶起步，搭

建金属框架，加装电子元件、摄像头和舵机，通过训练语

音和图像识别模型，让垃圾桶能自动识别垃圾种类并开

启对应桶盖。

在AI天工造物课堂上，高二学生赵晨旭正调试着

模拟月球探测的探索小车，这项任务融合了硬件搭建、

编程控制、环境感知和决策算法。学生们在训练避障、

识别颜色、优化参数的过程中反复磨合，有时一颗小螺

丝松动就会导致履带运行不一致。高晨馨坦言，这是个

磨炼耐心的项目，需要成百上千次调试。赵晨旭和同学

们常主动申请课后加练，对AI技术的兴趣驱动着他们

不知疲倦地探索。

用技术传递人文温度
在合肥四中，AI不仅是效率工具，更成为传递人文

关怀的桥梁。心理教师陈园园对此深有体会：“AI提升

了心育效率。”这一认识，她是从一组简单的对比数据中

感受到的。以往，完成全校600多名学生的心理测评分

析工作需要一周时间；而现在，学生通过平板电脑上的

“AI减压星球”完成测评，几秒内即可生成详尽报告。

AI还能有效识别异常数据，及时向班主任和心理教师

发出预警。

一次测评后，预警名单中的一个名字让陈园园感到

意外——文静乖巧的学生小文呈现出焦虑抑郁的心

理特征。陈园园立即警觉，联合班主任密切关注，最终

发现小文与父母存在严重冲突，甚至萌生了极端念头。

得益于及时发现与多方疏导，小文逐渐恢复了活力。

AI的帮助使陈园园得以从机械性工作中脱身，专

注于更具温度的人文关怀。她增加了面对面咨询的接

待次数，更投入于学校“青葱对话”心育平台，逐条查看、

回复学生留言。高考前夕，面对学生在平台上的倾诉，

她及时送上鼓励。去年高考后，有些学生在平台上留

言，希望能够保留他们的账号，想再回顾一遍高中三年

的成长轨迹，还想把大学录取通知书分享到平台

上。陈园园的工作，使这个平台有了令学生

依赖的温度。

毛晓斌对此有着深刻洞见：

“技术解放的是重复性劳动，而

非教师的核心价值。腾出的

时间应聚焦于更具创造性

的工作——设计个性化学

习方案、深化师生情感互

动、开展跨学科教研，以

及提升自身专业素

养。”在合肥四中，技

术与人文并非此消

彼长，而是相辅相

成，共同勾勒出智

慧教育温暖而高效

的未来图景。

芜湖市中江小学：

AI融入课堂，守护童真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