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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

当数智之光照进校园

在AI时代
守护人文内核
□郭诗语

1843 年上海开埠后，徐

汇公学成为“西学东渐第一

校”，在办学上“崇尚科学，文

理兼重，中西贯通”。上海的

教育，和这座城市的经济文化

一样，无疑走在时代前列。上

海这两所被授予“人工智能教

育基地”的学校，都有着一个

共同的强烈理念——科学育

人，人文立魂。

黄浦区承载了上海700余

年建城史和180余年开埠史，

万国建筑和摩天高楼诉说着

宏大的历史叙事，梧桐树的光

影下藏着市井烟火与琅琅书

声。于闹市中取静，上海市卢

湾高级中学便坐落于此。学

校有着浓厚的AI氛围，在各类

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机器人

竞赛中收获累累硕果，学生的

课题和项目已经展现出面向

未来思考的能力。

全息技术打造的元宇宙

沉浸式空间仿若一个艺术长

廊，令人或置身于梵高的夜间

咖啡馆，或仰头看见星月夜。

跳舞的机器人背后是翠绿的

苔藓墙，教师自豪地强调“这

是会呼吸的苔藓”，科技与自

然在数智化学习区达成了一

种奇妙的平衡。平衡又何止

于此。学生带着社会心理类

课题参加上海市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关注数字技术对人

和所生活社区的影响；在心理

咨询室，学生可以选择向机器

人倾吐心事……这是珍贵的

科技向善，以人为本。

“科学精神育人，人文素

养铸魂”的办学理念就刻在中

科院上海实验学校最显眼的

地方。这是一所位于嘉定区

的年轻学校，除了AI被很恰当

地融入各学科教学之中，令人

感触更深的是，学生和AI“玩

得很愉快”。

说起《中科食堂阿姨喊你

来吃饭》《你要写中科》这两首

歌曲，师生们都笑容满满。这

两首歌曲是由文生音乐社团

的学生用AI工具创作出来的，

广受喜爱。此外，校内还有文

生文、文生图、文生代码等社

团。在这里，大模型不再是高

高在上的科技，而是与学生共

舞的最佳拍档。

在这个轰然到来的 AI 时

代，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总

有些东西应该被精心守护。

科技是树，人文是根，只有根

深蒂固，才能枝繁叶茂。

□本报记者 陈嘉琦

5月28日上午，在上海市卢湾高级中

学心理辅导中心，一位特殊的“心理咨询

师”早已等候记者多时——那是一台外形

接近真人的人形机器人。“我和妈妈闹矛盾

了，该怎么办呀？”当把问题抛给眼前的机

器人，短短几秒后，她柔和的声音便从金属

外壳中传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给自己

一些时间冷静下来……”这是一台能够解

答学生心理困惑的AI机器人，它常驻心理

咨询室，能倾听学生们的种种烦恼。

这台机器人咨询师的“上岗”，成为学

校AI元素无所不在的鲜活注脚。自2018

年起，卢高在AI教育方面启动探索布局，

持续推进“5G+AI”智慧高中建设。“通过在

教育多场景融入AI元素，我们希望培养的

不仅是具有AI素养的学生，更是拥有不可

被AI替代的核心竞争力的时代人才。”校

长何莉说。

数智场域点亮学习新图景
一走进卢高，校内的综合楼就伫立在

不远处。这栋教学楼的外观虽是常见的红

砖样式，内里却别有洞天：在卢高学子心

中，它是公认的数智化学习天地。

“欢迎光临卢高，这是我们富有科技感

的大厅长廊……”当到达6楼的智慧图书

馆，机器人小阅率先承担起导览的任务。小

阅的主体是一块竖直的显示屏，底部是可移

动的圆形底座。图书馆馆长叶翼介绍，小阅

最主要的功能是帮学生找

书、借书。学生只需告诉小

阅书籍的名称，它就能快速

定位到相关图书点，带领学

生前去拿取。

记者继而登上7楼，一

间元宇宙教室令人印象深

刻。在元宇宙沉浸式互动

空间里，大型建筑、工程、

设备等建模可被导入三维空间，供学生在

场景中检视在现实中无法展示的角度，透

视其内部结构。此外，它也可以被注入人

文味。在采访中，记者就走进了一幅梵高

的名画。梵高笔下徘徊于街道的路人，也

在场景中变得活灵活现起来。

楼层愈往上，AI科技味也愈浓。9楼

的“立芯·展翼”AI实验区，是诸多具有科

创兴趣的卢高学子最爱去的地方。机器人

足球社团基地在此占据一隅。在科技总辅

导员张晓骏的记忆里，时常有社团成员聚

集于此，用自行购买或3D打印的零件组装

机器人，并反复加以调试。除此之外，在

MR体验区，只要戴上MR眼镜，学生不用

出校门就能拆解C919大飞机模型，认识涡

轮等引擎零件。一间5G全息教室也被应

用于思想政治、地理等学科，为师生提供跨

时空、沉浸式的远程互动教学环境。

AI课程群绘就育人新图谱
2018年，何莉便开始思索学校科学教

育的发展方向。在决心将AI融入科学教

育体系后，学校就在梳理、优化原有特色课

程的基础上，开发了一系列“AI+”课程

群。现如今，学校以培养学生“H·AI”（H

为Holistic首字母，代表全人发展）素养为

目标，构建起“AI基础课程域”“AI+学科课

程域”“AI+城市课程域”“AI+审美课程

域”“AI+情感课程域”“AI+创意课程域”

等六大领域的“AI+”课程群。

在介绍校内的AI课程时，何莉特别强

调了“全人发展”的育人理念。“在AI时代，

技术能力固然重要，但人的情感体验、审美

感知与创新思维是机器无法替代的。”由

此，卢高的AI课程群高度关注对学生审

美、情感的培育，其中就有一门课程“‘巴比

伦’的奇迹回归”，令学生通过AI技术来美

化校园实景，在技术运用中自然融入情感

表达。

AI课程开起来了，提升教师们的数字

素养自然也得同步跟上，因此火花学院跨

学科团队应运而生。在该团队，各学科教

师积极分享习得的最新技术、教学经验。

在火花学院的研学机制下，有越来越多年

轻教师能将AI技术自然融入学科教学

中。刚入职不久的地理教师黄译萱便在讲

解喀斯特地貌的知识点时，利用“AI+VR”

全景技术让学生实景观察万峰林、织金洞

等地的特色地貌，并使用AR模拟技术重

现了地貌在千百年来的演变过程。黄译萱

明显感觉到，有了AI的助力，学生们更能

体会到地理学科的魅力所在。

“数智学谷”解锁学习新可能
和机器人比拼棋艺；利用生成式AI进

行课题探究学习……在学校的“数智学

谷”，以上学习场景都能成为现实。学校课

程研发部负责人张燕静告诉记者，为给学

生打造个性化创意学习新平台，学校依托

智能化学习场域，构建起自主学习生态圈

“数智学谷”。学谷以“大社区+小部落”的

模式组织学习，形成“学生部落自治”核心

机制。学校现设有“AI未来社区”“科学与

实践社区”“乐活社区”和“新视界社区”4

大主题社区与30个学生学习小部落，为

学生搭建起充满科技感与创造力的成

长舞台。

作为AI教育的汇聚地，AI未来社

区拥有无人驾驶、机器人足球等多个

前沿科技小部落。高二学生李秋豪既

是机器人足球社社长，也是该部落成

员。每到星期二，他便与伙伴一同来到9

楼的AI实验区，全身心投入足球机器人的

编程与设计。托了小部落的福，李秋豪察

觉到，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与编程能力得

到了明显提升。

“数智学谷”学习模式的推行，犹如投

石入湖，激起层层涟漪。经过一年试点探

索，何莉惊喜地发现，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与创新思维正悄然萌芽。日前，在针对全

市初中学生及家长的校园开放日上，卢高

学子在小部落里专注学习的模样令人赞

叹。更让人欣喜的是，当逐渐掌握自主深

度学习的能力后，不少学生开始敏锐捕捉

生活中的技术痛点，并尝试运用所学技术

进行创新性改良。

在卢高探索AI教育的路上，各个小部

落见证着师生的共同进步，而学生的成长

速度尤为惊人。在投身AI教育的这些年，

张晓骏有一个深切的体会：“给学生一碗

水，教师要有一桶水”这样的教育理念，已

不适配当下的AI教育。在他看来，教师除

了要拥有一桶水，更要指给学生一片汪洋

大海，让他们自己去闯。

□本报记者 陈嘉琦

“腹内鸣如鼓，思食心难驻……”在中

科院上海实验学校，《中科食堂阿姨喊你来

吃饭》这首曲子人人都能哼唱。它的诞生

来自学校文生音乐社团某个学生的灵光一

闪：将食堂菜单导入一款AI音乐创作工

具，并设置好音乐流派、音乐风格等选项，

一首独特的歌曲便新鲜“出炉”了。

这一首由AI辅助创作的音乐作品，正

是学校大力推进AI教育的生动体现。自

2017年建校以来，学校就将AI教育融入

办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学校基础设施、

课程架构，还是社团活动等文化建设，科技

元素都自然融于其中，为学生的科创之路

筑基赋能。

AI课程点燃科创思维
“这是一个关于苹果和伟大发现的故

事……”在学校数智中心，一堂有趣的

AIGC绘本课正在进行。授课教师傅夏一

首先以牛顿的绘本故事引入，接着，鼓励

学生利用AIGC工具创作出独属自己的

科学家绘本故事。没过多久，袁隆平等科

学家的动画形象便在学生的电脑屏幕上

相继跳出。

副校长王亮告诉记者，这堂AIGC绘

本课是学校的AI选修课程之一，同类课程

还包括“VR全景与虚拟互动场景搭建”

等。为全面推进AI教育，学校现已构建起

“普及、选修、提升”3个层级的课程体系：六

年级学生全员在信息科技课程中学习编程

基础，七年级通过AI选修课进行实践；科

技社团则助力学生更深入理解AI的实际

应用。

小组协同制作以18世纪科学家为原

型的智能对话体；学生们在小科生态园

体验“AI+物联网技术”如何赋能作物种

植……得益于校内丰富多彩的AI课程，学

生的科创思维被激发，实用性和创意性兼

备的科创作品层出不穷。

康佳睿是在学校AI课堂及相关讲座

中了解到智能体的。在学校去年的AI智

能体设计大赛中，她与班里3名同学制作

的“运动会报名与成绩统计系统”智能体因

能快速完成运动员成绩排名，夺得了“最佳

设计”奖项。“参与这项比赛不仅让我们加

深了对知识的理解，还解决了学校的实际

难题。”康佳睿笑着告诉记者，今年，这个智

能体将在运动季正式投入使用。

校长夏红梅表示，学校构建AI课程体

系，旨在培养AI时代的新型科创人才，“学

校将竭力为学生搭建多元化、创新性的科

创成长平台，倡导对科创怀揣热忱的学子

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实践”。

AI融入多样课堂
“学校不止构建了完备的AI课程体

系，还大力提倡教师将AI技术融入各学科

教学。”——只要在校内各班走一圈，夏红

梅的话便能得到印证。

在AI技术的加持下，课文《木兰诗》能

拥有哪些富含新意的教学方式？在七（7）

班的语文课堂上，教师蒋辛瑶给出了答

案。只见她给学生下发了一张学习单，要

求学生借助校内私有AI大模型，比较后

世作品与《木兰诗》在人物形象、情节设

置、主旨等方面的异同。学生狄子杨选取

的作品是徐渭的杂剧《四声猿·雌木兰替

父从军》。在通过AI了解到这部作品的

创作背景等基本信息后，他与小组成员合

作进行对比，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木兰

诗》强调木兰忠孝两全的美好品质，而徐

渭更强调木兰作为女性的反抗精神。”在

蒋辛瑶看来，将AI适当融入语文课堂，有

助于进一步拓展学生思路，加深其对文本

的理解。

AI在语文课上扮演辅助课文学习的

得力助手，在体育课上则摇身一变为经验

老到的跳远教练。当七年级学生王天启在

开放式体育空间的测试区朝着摄像头举

手，随着人脸识别完毕，平板里便传来“王

天启，请开始运动”的机械女声。当他完成

跳远后，早就有一张AI开具的运动“处方”

在等着他了。平板上不仅显示了跳远距

离，还录下了王天启跳远的全过程，并附上

摆臂幅度、起跳角度等关键指标的数据。

授课教师告诉记者，有了AI的助力，学生

不仅能根据“处方”自主练习，教师也能更

有针对性地进行运动指导。

在中科实验，AI系统在各学科课堂出

现的频率已经越来越高。王亮认为，通过

将AI技术融入课堂，不仅能让课堂更生

动、高效，也能持续激发学生对AI的探索

热情。

AI重塑教学全流程
如何让AI深度赋能教育？中科实验

亮出自己的“秘密武器”——自主研发的

“中科智核”教学全流程数智协同平台。教

学副校长孙兰兰介绍，该平台覆盖“资源建

设—教案设计—课堂教学—师生评价—学

业辅导”全流程，既能实现师生智能交互、

教师协同共享，又能驱动学生个性成长，让

AI成为立体化育人的智能引擎。

孙兰兰打开平台，边演示边说：“这就

像口袋里的教学助手，能助力年轻教师更

快站稳讲台。”在平台的“教案设计”模块，

教师撰写时可随时对照课标要求，若思路

卡壳，还能请求AI提供教学灵感。更特别

的是，平台还能智能扫描课堂录像并与电

子教案进行匹配，自动生成一份课堂分析

报告，给出课堂优化的精准建议。而学生

既能在平台接收到教师推送的课后作业，

也能通过智能体随时进行化学式书写等知

识训练。

事实上，校内教师对AI技术的应用不

仅依托于“中科智核”平台，运用多种AI

模型来辅助课前、课后的教学环节已成常

事。对八年级英语教师苏雅婷来说，AI

可谓帮了她大忙：在备课环节，能运用AI

生成相关语料，用以锻炼学生的英文阅读

技能；在课后，AI能辅助评价学生的项目

化作业，作为教师教学评价的补充。然

而，苏雅婷对AI的过度使用也抱有警惕。

她坦言：“AI终究无法替代教师的深度思

考，若因此放弃主动思辨，将不利于教师的

个人发展。”

图为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学生借助校内私有大模型平台辅助课
文学习。 （学校供图）

图为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学生正在探讨自研机器人的结构图为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学生正在探讨自研机器人的结构。。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图为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学生在上“非遗遇上机器
人”特色课程。 （学校供图）

特别报道
责任编辑：陈嘉琦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232

E-mail：jcjyb4@163.com4 2025年6月17日 星期二

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长三角校长论坛联合采访································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上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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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刊登上海市中小

学校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学的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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