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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璐璐

眼下，随着DeepSeek（深度求
索）火爆出圈，多地启动了大模型
技术在中小学教育教学应用的探
索，上海市虹口区即是一例。

今年初，虹口区“数智虹教”
云平台上线了首批100个教育智能
体，涵盖名师数字分身、学科教
学、协同育人等多个领域。春季开
学，全区115所中小学具备了应用
智能体开展教育教学的能力。

教育规模化与个性化之间的矛
盾，是学校教育长期存在的难题。
虹口区将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技术
装进了一个个细微的、在特定教育
场景下使用的智能体，为师生教与
学提供了实时的、个性化、启发式
服务，同时也是对个性化教育规模
化开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从“没方法”到“方法多”

智能体让师生用
上大模型技术

“下雨可降低空气污染指数，
那你们还知道哪些环境污染？有什
么方法可以减少污染？大家可以和

小浪花讨论一下。”在虹口区曲阳
第四小学四年级语文课堂上，教师
张俊逸正引导学生使用学校自建的
学科学习智能体——小浪花，开展
自主学习。

“水污染”“垃圾污染”“噪声
污染”……教室的大屏幕上实时滚
动着学生与小浪花的“对话”。

“噪声污染如何减少？”小浪花
给出答案：“可以通过吸音材料、
隔音材料等降低噪声。”

“这些专业材料，家里什么东
西可以代替？”学生继续提问。小
浪花回复：“你的问题很棒！家里
的窗帘、衣物、书架，你认为哪个
更合适？”小浪花进一步引导学生
思考。

张俊逸告诉记者，不同于简单
接入大模型，小浪花融入了虹口区
本地的教育数据库，使教学更有针
对性，“所以每名学生的提示词是
不同的”。

2023年初，随着大模型技术快
速崛起，虹口区教育信息中心主任
徐扬调研发现，大模型技术在中小
学应用存在“两难”：“一是精准
难，大模型不了解学校的具体教学
要求，如教学进度、命题难度总对不
上；二是训练难，因为对技术的陌生
及缺乏针对性指导，教师不知道如
何训练大模型用于自己的教学。”

哪里薄弱就在哪里发力。虹口
区以智能体全面推动大模型技术在
学校教学中“双向服务、全流程融
合”。横向上，聚焦教学微场景，
依托大模型平台创建教育智能体，
连接大模型技术和学校教学；纵向
上，理顺“区域—专员—学校—
教师”的工作网络，学校、教师亮

出“需求”清单，区域教
研员、信息化专员与学
校、教师互联互动，
实现智能体共建
共享共用。

“目前，多
数大模型平台
都 支 持 教 师

‘一句话创建
智能体’，但
优 秀 的 智 能
体必须凝聚教
师的智慧，需
要不断训练。”
徐扬向记者介绍
了 智 能 体 应 用 的

“1∶9 定律”，“一句
话创建，花 9 分力气训
练。所谓的训练，就是需要
通过多轮对话，告诉智能体你要
它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等等。”

如何让教师快速学习使用智能
体？从去年9月起，虹口区发挥人
工智能专员队伍作用，在全区推行

“快闪式”培训，即针对某一教学
需求，教师提出使用和训练智能体
的具体问题，专员用3到5分钟现场
演示如何解决，从而补上教师的技
术短板。

“接入大模型不难，但用好大
模型挺难。”在上海市教委信息化
工作处处长韩崇虎看来，虹口区通
过“以师育师”快速推动教师全员
参与，实现了智能体共建共享共
用，加速了大模型技术在日常教学
中的深度应用。

从“要我用”到“我要用”

智能体给师生带
来获得感

如何让师生喜欢用智能体，并
让智能体在大规模个性化教学上持

续发力？经过探索，虹口区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多智能体协作。

何为多智能体协作？虹口区第
二中心小学教师陈小鱼给记者举
例：“确定上课主题后，我就开始

‘召唤’多个智能体，设计教案和
教学活动时，调用1号智能体；课
堂记录和分析时，使用 2 号智能
体；课上学生学习和课后复习时，
再调用3号智能体。”

陈小鱼所说的3号智能体，正
是她创设的“小学英语生成性文本
助手”。该智能体可以根据学生口
语表达情况，选择不同语速，并根
据学生的提问，围绕核心词汇生成
不同难度的儿歌、语段等，协助她
高效完成指导学生背诵单词的教学
任务。 （下转第三版）

上海市虹口区以智能体推动大模型技术在中小学教学中普及应用

一场个性化教育与规模化发展的突围

本报记者 禹跃昆 通讯员 雷四维

长江，在重庆蜿蜒600多公里，冲出了
山地丘陵面积占比高达98%的特殊地形，塑
造了9000多个村落。

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近年来，西
南大学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和教师教育办学优
势，扎根祖国西部，积极推进卓越研究生培
育探索实践，把学问做到乡间田野、将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

创设“乡村振兴”专项
人才培养实现精准滴灌

“大家知道吗，1933年创办的四川乡村
建设学院正是西南大学的前身之一……”在
西南大学强农兴农百年成就展展厅，该校乡
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正在向学校
首届“乡村振兴”专项硕士研究生讲述学校
的光辉历程。

现场，该校国家治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2024 级硕士研究生唐艺恬听得格外认真。

“作为‘乡村振兴’专项的学生，我希望循
着先辈的足迹，用行动在乡村建设的征程中
留下自己的印迹。”

“学校依托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和相关
科研团队，专门设立了‘乡村振兴’专项，
为的就是培养更多立志投身乡村振兴的卓越
人才。”西南大学党委书记张卫国介绍，目
前招生专项聚焦乡村治理赋能，对标乡村
所需所盼，在农村发展和社会工作两个专
业进行专业化、订单式培养。“我们采取

‘1+2’的分段方式进行培养，从入学第二
年开始，学生的学习生活就紧紧围绕学校的
乡村振兴科研项目展开，他们能真正走进乡
村，甚至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在深度服
务乡村建设发展中得到历练成长。”

因而，与大多数同学不同，唐艺恬的学
习“主场”是比校园更加广阔的乡村土地，
跟着导师团队四处“走村串户”，是她这一
年多学习生活的日常。

在历史的轴线上回望溯源，服务乡村
发展始终是西南大学这所西部高校锲而不
舍的办学宗旨——

曾经，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近
代乡村建设运动先驱，在这里探索乡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改良与推广等。

今天，又有一群像唐艺恬一样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在新时代广袤的乡村沃
土上辛勤耕耘……

“在坚守与传承中，乡村建设在新时代有了更加生动的表达。”张卫国介
绍，目前，除了“乡村振兴”专项外，学校还设立了“科技小院”专项、“种
质创制”专项等特色研究生人才培养项目，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更加精准、
更有针对性地为乡村振兴培养高层次人才。

——专业升级换来真实力。学校加强专业动态调整，推进农理、农工、农
文、农经交叉融合，布局建设生物育种科学、智慧农业等新兴专业，开办智慧
园艺、水资源与生态文明等跨专业课程模块，现有涉农专业23个，其中12个
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农业科学进入ESI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全球排名前1‰。

——田间课堂锻造真本领。学校与西部地区50余个市县区和100余家企业
共建科技小院、专家大院、专家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等90余个，积极推进

“理论学习+乡村实践”双课堂教学模式实践，组织“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
“西小兰”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等，常态化组织、派驻研究生深度开展乡村实
践。

从乡村建设到乡村振兴，这所西部高校正在“象牙塔”与“泥巴地”之间
画出最短距离。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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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赵柏暄）
为有效应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新
形势、新变化，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近日下发通知，推出
九项举措，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
量就业之路。

内蒙古要求，各盟市党委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要健全
就业责任体系，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
业成效纳入盟市政府、高校年度绩效
考核，教育厅、人社厅要分别做好毕
业生离校前后的就业指导及服务工
作，各相关部门要做好用人单位信息
归集、发布等工作。多渠道扩大岗位
供给，加快推出促就业增量政策，深
化税收减免、援企稳岗政策，重点拓
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业态岗
位，设立“公费农科生”等基层项

目，挖掘科研助理、教学管理助理等
岗位。

内蒙古明确，要健全招生培养就
业联动机制、人才需求发布与预测预
警机制，对就业质量低的专业实施

“红黄牌”预警，确保专业设置与产
业需求相衔接、招生规模与社会需求
相匹配。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支持企
业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推进市域产教
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
鼓励订单培养、学徒制培养和实践基
地共建，围绕风光氢储等重点产业联
建实习就业基地，组建就业联盟。高
频次举办分层次、分行业、跨区域、
小而精招聘会，并依托“内蒙古大学
生就业服务平台”实现岗位精准推
送，为毕业生提供不少于3个有效岗
位，建立闭环管理模式，切实提升岗
位利用率。

内蒙古九项举措促毕业生就业
为毕业生推送不少于3个有效岗位

本报北京5月6日讯（记者 林
焕新）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
2025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相关
工作。今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
主题为“学前有法 善育有规”，将于
2025年5月20日—6月20日举办。

活动宣传重点是深入解读学前教
育法主要内容，帮助学前教育工作
者、家长和社会各界准确理解和把握
法律规定与内在要求，增强尊法、守
法意识，树立科学保育教育观念。充
分展示典型地区学前教育改革发展成
果，推广贯彻落实学前教育法的好思

路、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各地主动
运用学前教育法促进事业发展。

活动有两大宣传形式。一是开展
系列征集。教育部将在“厅长话新
法”活动基础上，开展“百名局长谈落
实”“千人聊体会”“试点地方说改革”
活动。二是推出多项解读栏目。教育

部将在有关平台，推出“学前教育法你
问我答”“学前教育法V 读”等多项解
读栏目。教育部还将组织制作宣传海
报等，在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和微言
教育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展示。

《通知》 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要高度重视，将此次宣传月活动
作为凝聚各方面合力，共同推进学前
教育“依法办学、依法治教”的重要
举措。要广泛动员相关人员积极参
与，统筹线上、线下，覆盖城市、乡
村，多场景、沉浸式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提高宣传覆盖
面和影响力。

2025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将举办
主题为“学前有法 善育有规”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通讯员
蒋朝常） 记者从华中农业大学获悉，
经过数年研究，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
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生命科学技
术学院、湖北洪山实验室水稻团队李
一博教授课题组，发现了水稻对抗高
温的奥秘武器——基因 QT12，近
日，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在国际期刊

《细胞》（Cell）上发表。
据介绍，该团队利用大规模田间

自然高温鉴定的稀有抗性种质进行大
量遗传分析，发现了具有我国自主知

识产权的关键基因 QT12，其作用机
制恰似古法淬火工艺：当高温来袭，
QT12自然变异与NF－Y蛋白复合体
形成的初级—次级“双生锁”，锁住
高温开关系统，既平衡了储藏蛋白与
淀粉的合成稳态，又稳定了稻米品质
和产量，如同在籽粒内部构建起分子
级“防火墙”，将高温威胁“拦住”，
为水稻在高温环境下实现优质高产提
供了全新的分子机制和绿色发展的育
种策略。

近20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
端高温天气频发，严重威胁全球农业
生产，对粮食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更为突出。多国农业模型分析及统计
数据表明，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
1℃ ， 将 直 接 导 致 水 稻 产 量 减 少

6.6%—25%，同时伴随稻米品质的严
重劣化，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严峻挑
战。

长江流域是我国第一大水稻主产
区，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均约占全国总
量的三分之二，但近 10 年来该稻区
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给水稻稳产与
优质带来了严峻挑战，QT12基因的
研究为这一难题带来了突破性解决
方案。通过 2023 年和 2024 年武汉、
杭州、长沙等长江流域极端高温下
的大规模田间试验，低表达QT12基
因在高温环境下表现出很强的耐热
性：与野生型相比，CRISPR编辑的
QT12基因突变株系在武汉、杭州和
长沙的小区产量分别提升了 92.5%、
64.1%和 54.7%，同时显著降低了稻

米垩白率和垩白度，提升了稻米外
观品质和食味品质。此外，QT12基
因导入杂交稻配组最多的主栽品种

“华占”中的应用也取得了显著成
效，高温下其结实率、单株产量和
稻米品质均明显提升，使得小区产
量 分 别 增 加 了 49.1% 、 77.9% 和
31.2%。改良品系的稻米储藏物质营
养更加均衡、外观品质晶莹剔透、
米饭食味性好，进一步验证了其在
高温环境下优质、高产、抗高温的
综合育种实力。该研究成功打破了
作物在逆境—生长与产量—品质之
间的权衡瓶颈，为多位院士专家最
近提倡的“绿色营养超级稻”育种
提供了强有力的功能基因、优良种质
等技术支撑。

李一博表示：“该成果揭示了水
稻在自然高温环境下协同实现优质高
产的全新分子机制和育种策略，这一
研究不仅填补了作物籽粒灌浆期品质
高温耐受性领域的科学空白，还为解
决全球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绿色发
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技术支
持。”

我国科学家发现水稻抗高温奥秘
华中农大新成果为水稻优质高产提供技术支持

进展新新科技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学生与智能体“钱学森”交流航
天知识。 学校供图

上海市虹口区第二中心小学
教师指导学生登录 HEADS 平台

了解智能体。 学校供图

【教育法治】

以教育法治促进教育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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