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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陶丹青

“好可爱的小鸡，我能抱抱它
吗？”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多所学
校的校门口出现了许多憨态可掬的
卡通人偶，他们与同学们拥抱，并
送上“心理盲盒”，吸引不少师生围
观拍照。

近年来，师生心理健康日渐受到
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提升心育效
能，为师生成长赋能？宁波象山县从
校园内外多维发力，探索出了一条行
之有效的路径。

美育领航
打造心育美学场域

走进象山县丹城第四小学的教学
楼，两面由学生心理画作和科普内容
组合而成的心理展示墙格外引人注
目。“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开心和不开
心的时候，这些情绪都是我们成长
过程中的好朋友，就像我画的两个
小女孩一样，她们有时候会吵架，
但最后还是会和好。”该校学生潘妍
向记者介绍着自己的画作。近日，
该校相继开展了结合表达性艺术的心
理校本课程，让学生学会表达和接纳
自己的情绪。

这是象山县教育局推动校园“焕
新颜”，生发跨学科课程，打造学生
心育美学场域的有益尝试。为了改变
同质化的校园文化设计，象山县教育
局领导班子及各科室每月下沉全县学
校，指导各校结合学段师生发展特点
和心育重点，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校园
文化环境。

如今，象山县高塘学校等学校主
干道两侧的行道树上挂满了全体学生

制作的“星语心愿”
发光灯牌。象山县泗
洲头镇中心小学等学校的长廊
上爬满了盛放如瀑的紫藤，还
有孩子们用竹筒和成长书签做成的竹
风铃。学习之余，学生们可以来到长
廊放松休息。

体育护航
塑造积极意志品质

初夏时节，操场上的晨雾还未散
去，象山县丹城第三小学、象山县贤庠
学校等多所学校的校长已经穿好运动
服，站在起跑线上等着学生们集合。
起初，很多学生步伐沉重，但在教师的
鼓励下，一句“没关系，我陪你一起慢
慢走”驱散了他们的疲惫与不安。

“抬脚是勇气，落地是坚持。”象
山县丹城第三小学校长张远洋说，

“一个人可以跑得很快，但一群人才
能跑得更远。我们希望这份坚持不懈

的韧性能够融入孩子们的生命底色。”
“校长喊你来跑步”行动是象山

县教育局探索心理健康和体育融合，
完善学生人格，塑造积极意志品质的
尝试。如今，越野跑、障碍跑、欢乐
跑等活动也逐渐被家长们所认可，许
多家长还带着孩子参加了不久前举行
的2025象山马拉松。

象山县各高中段学校组织开展了
丰富多样的“破冰”活动，打破固有
交往壁垒。4 月中旬，象山县第三中
学第二届春季趣味运动会如约开幕，
绿茵场上洋溢着朝气与活力。“在

‘跳袋鼠’的时候，我没有调整好平
衡摔倒了。我们班主任第一个跑过来

把我扶起来，所有同学都围过来安慰
我，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平安降落’
了。”高一新生朱浩宇表示，这次活动
会成为他高中生活难忘的记忆。

心育归航
守护师生心理健康

日前，象山县一场面向小学四年级
以上学生的心理健康“大体检”基本完
成，结合“一人一档”“一人一策”“一校
一案”，该县各中小学持续为每一名需要
帮助的学生提供精准的心理健康支持。

此外，依托象山县学生成长指导中
心，象山县心理教师及其他专业团队在
周末和节假日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学业指
导、心理辅导、家庭教育三大服务。

教师的心理健康同样至关重要。近
年来，象山县教育局积极采取措施，减
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并为教师提供常
态化、专业化的情绪关怀服务。仅去年
以来，象山县教育局与卫健、公安等单
位就联合举办了多场开放式的联谊活
动 ， 由 单 位 负 责 人 担 任 临 时 “ 班 主
任”，参加活动的青年教师组成特殊班
集体，在碧海金沙间体验沙滩排球、飞
盘等运动的魅力。

“和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的教
师一起玩游戏，畅聊工作的酸甜苦辣，
真的很治愈。”象山县大目湾实验学校
教师沈佳莹说。

“我们希望为师生打造全方位、动
态化的心理支持体系。”象山县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阳光积极的心态是
学生成长的基石，亦是教师职业发展的
前提。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
健康成长，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在教育的
道路上充满信心和力量。”

浙江宁波象山县多维发力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能——

点燃师生“心”动力
本报记者 苏峰

在春风里，志愿者们走进校园；
在操场上，活跃着他们的身影⋯⋯这
是由山西省教育厅与省体育局共同
发起的支教行动。春日里，第一批
志愿者走进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
大宁县，忻州市繁峙县、代县以及
吕梁市方山县的校园。9 月的秋阳
下，第二批志愿者将踏上晋中市和
顺县的土地⋯⋯

“去年，体育支教团参与志愿者
226 人，历时 8 个月，覆盖全省 70 所
学校，完成体育教学 20567 个课时、
大课间 10009 个课时、课后训练 4548
个课时，服务学生 574246 人次，为今
年山西省体育支教活动的顺利开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山西省教育厅体育
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赵永霞介绍。

今年，山西省体育支教志愿服务
活动带着爱与责任再次出发。志愿者
们带着“每天高质量开展综合体育活
动时间两小时”的承诺走进基层、走
入校园，用奔跑的身影和温暖的笑
容，为乡村体育注入蓬勃生机，将新
理念、新方法融入乡村校园，让体育

成为孩子们成长的阳光。
“支教团队由山西大学、太原理

工大学、中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大同大学 5 所高校师生组成，分
两 批 赴 山 西 6 个 县 的 乡 村 中 小 学
校。”赵永霞说。

“以前体育课就是跑跑步，现在
能学无人机测体能、用智能跳绳比
赛，特别有意思。”永和县一名初中
生兴奋地说。

支教不仅是技能的传授，更是温
暖的陪伴，在这场爱心接力中，志愿
者们因地制宜，把当地特色融入教
学：吕梁的山地成为越野跑训练场，
临汾的传统绳毽变身趣味课程。志愿
者们走遍每个角落，为 32 所中小学
组建体育社团，举办班级联赛、校际
运动会，让“三大球”的欢呼声回荡
在山间校园。

截至目前，山西省体育支教志愿
服务已累计覆盖师生超 3 万人次，指
导建设校级体育社团近 50 个，多形
式、多内容组织开展近百场赛事活
动，有效缓解了支教学校体育师资短
缺问题，为乡村青少年学生健康成
长、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山西开展体育支教志愿服务活动

用运动浇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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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玩偶拥抱。
象山县教育局供图

近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
区第一幼儿园开展“童心探科
学”主题教育活动。小朋友通
过参与机器人创意服装制作、
趣味科学运动会、科学互动实
验等方式，在劳动中体验科学
探索的乐趣。

周绍宗 摄

童心探科学

▲小朋友进行科学互动实验。
◀小朋友在进行机器人创意服装秀展示。

（上接第一版）

布局建设重大科研平台
在乡野地头做科研创新

“最美的花，往往长在最高的山
峰、最深的山林。”这是该校柑桔研
究所农艺与种业专业 2024 级硕士研
究生阮雲强在一次次翻山越岭、跋山
涉水，收集柑桔种质资源过程中的收
获与体会。

阮雲强目前是研究所栽培与生理
课题组的研究生，在导师的带领下从
事杂交柑桔育种研究。今年春天，阮
雲强一人前往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
傣族自治县羊街村，在云岭大地的崇
山峻岭中收集云南特色柑桔种质资
源。

简单来说，这项工作就是采集不
同种类柑桔的花粉。采花、剥花、取
花药、烘焙花粉⋯⋯看似简单的工作
实际上却是一件精细活，各道工序必
须齐全规范，才能最大限度确保花粉
的活性和纯度。

“花时就是命令！”每年春天，当
人们还在享受浪漫的春日气息时，团
队的成员们早已开始了一段段寻觅

“花粉”的“苦行”⋯⋯但他们选择
的“苦”，却为人们带来了像柑桔一
样的“甜”。

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阮雲强
所在的柑桔研究所近年来育种工作成
绩喜人：特早熟杂交柑桔育种技术领
跑世界，获新品种保护授权 8 个、农
业农村部主导品种 2 个，向全国推广
了沃柑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柑
桔优新品种，新品种全国推广面积占

“十二五”以来全国新增柑桔面积的
70%以上⋯⋯

近年来，西南大学还积极对接党
和国家战略，完成了资源昆虫高效养
殖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和柑橘
种质资源库、家蚕种质资源库等科技
平台建设。学校还创建种质创制大科
学中心，开展规模化、工程化、智能化
种质创制。学校还成立前沿技术交叉
研究院，加强人工智能、基因编辑、
未来食品等领域攻关。

此外，学校还在重点国别和涉农
领域打造标志性国际合作平台，建立
1 个科技部国际合作示范基地、8 个
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6 个学科创新
引智基地。

往返于精密前沿的实验室和广阔
质朴的乡村大地，青年学子正用行动
诠释着“心在最高处，根在最深处”

的精神追求。

深度服务地方
扎根“泥土”结出丰硕果实

“只有和泥巴进行最‘亲密’的
接触，才能结出最丰硕的果实。”到
今年 4 月，该校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专业 2023 级硕士研究生申雅婷已在
明月山优质粮油产业技术创新中心驻
扎整整一年。回想起那些“脚踩泥
巴、手牵村民”的瞬间，她总是心潮
澎湃。

一次，申雅婷在教师的带领下和
同学们在稻田里运用团队改良的插秧
侧深施肥一体机进行水稻种植作业，
突如其来的大雨很快就将田地变成了
泥沼。机器在软泥里“寸步难行”，
管道也被堵塞导致无法正常施肥。

面对这样的窘境，同学们纷纷跳
进泥地里，一边推着机器行进，一边为
秧苗“人工”施加新型肥料，这才顺利
完成了任务。“雨水夹杂着汗水，眼睛
都睁不开，但为了把庄稼种好，没有一
个人退缩。”申雅婷说。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心仅在

揭牌后的一年内，就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目前已集成水稻肥水协同高效等技
术模式 3 套，创新梁平稻米加工技术 2
项，创制产品 6 个⋯⋯为当地乡村产业
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西南大学不断深化校地合
作，让青年学子立足学科专业，深度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把论文写在乡村
沃土。

——科技助农，助推产业发展。该
校黄连、肉牛、魔芋等导学团队深耕科
技助农 20 余年，为乡村产业振兴插上
腾飞之翼，仅魔芋团队就推广魔芋种植
达 1600 余万亩，新增魔芋产业总产值
近300亿元。

——调查研究，服务乡村治理。该
校组织研究生深入乡村、走进农户开展
调查研究。他们积极参与学校承担的国
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三方评估工
作，项目累计调研 10 个省份 100 多个
县、2000 余个村。此外，学校还为重
庆20余个区县100多项乡村振兴发展规
划、设计方案的编制贡献智慧⋯⋯

“这些数字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
们的研究生教育还能为乡村振兴贡献更
多。”西南大学校长王进军满怀信心，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办学优势特色，继
续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把研究生教育办
好办强，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养更多
卓越人才。”

去 田 间 地 头“读 研”

（上接第一版）
虹口区第二中心小学副校长陆秦

岭感叹：“用了智能体，教师们普遍
反 映 ， 感 觉 自 己 招 了 好 几 个 ‘ 助
教’，省心了不少！”

教师教得省心，学生也学得有
效。

虹口区教育学院教研室主任姜振
骅介绍，目前该区正通过以点带面的
方式，推动多智能体协作在全区中小
学教学中应用上规模、质量上档次。

实际上，虹口区还在下更大的
“一盘棋”——小学阶段，以“AI+
知识”打牢学生知识基础；初中阶
段，以“AI+实践”引导学生思考问
题、解决问题；高中阶段，以“AI+
精准”提升学生学业水平。虹口区按
照这一思路，构建全区基础教育全学
段系统化多智能体协作模式，推动全
区大规模个性化教学进一步发展。

从“有成效”到“有温度”

智能体伴随学生健康成长

春季学期开学不久，曲阳第四小
学创建的“创新思维智能体”顺利与
DeepSeek接轨。

“在 HEADS 平台上，我们创建
好 的 智 能 体 ‘ 秒 接 ’ 各 种 最 新 技
术。”曲阳第四小学校长朱依黎口中
的“HEADS”，指的是虹口区教育智
能体导航系统。该系统基于“数智虹
教”平台，为全区师生提供一站式安
全可信的教育智能体导航服务。

朱依黎介绍，学校研发的第一批
8 个智能体，已经使用了一个学期，
其中 2 个通过 HEADS 平台共享给全
区师生使用。“这学期我们还要研发
12个智能体，会更好用。”

如今，虹口区许多学校都像曲阳
第四小学一样，研发和使用智能体。
然而推广智能体之初，也曾碰到不少

“钉子”。徐扬说：“不少学校担心智
能体的质量，比如有教师发现，个别
学生跟着智能体学吵架、损人。”

如何为学生成长建立一个积极向
上的虚拟智能体环境？首先“破冰”
的是《虹口区学校生成式人工智能应
用暂行管理办法》。“ 《办法》 规定，
14 周岁以下学生需要在教师或家长
指导下使用智能体。”虹口区教育局
副局长孟韬介绍。

第一批上线的 100 个教育智能
体，既有让年轻教师积累教学经验的

“虚拟学生”，让学生多想多问的“科
学 100 问”，还有让学生科学运动的

“快乐蹦蹦跳智能体”⋯⋯“数据都
在平台上，我们可以及时发现学生在
使用智能体时存在的隐患，也可以从
中发现学生新的需求。”虹口区信息
化应用研究中心组负责人张军说。

在虹口区多所学校开展的一项对
家长的调研结果，让虹口区教育局吃
下“定心丸”——超九成家长支持使
用智能体，近八成家长表示“有了安
全感”。曲阳第四小学一名五年级学
生的家长表示，自己的英语发音不
准，每当给孩子听写单词时都很为
难，“我偶然发现，孩子使用智能体
给自己听写单词，智能体还按时提
醒、及时反馈结果，确实好用”。

种种反馈让虹口区干劲儿越来越
足，区信息中心计划本学期再推出
150 个智能体。“我们建立了‘赛马
机制’，通过智能体调用数据和效果
追踪，综合评价智能体的价值，实现
智能体的迭代升级。”孟韬介绍。

虹口区教育工作党委书记、区教
育局局长孙磊表示，立德树人是教育
的根本任务，主宰未来的不是人工智
能，而是能利用好人工智能的人，

“教育人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
着使命携手人工智能，践行教育数字
化转型，共创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未
来”。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高婕

“你以为的‘玩笑’可能是在违法边缘试探。”近
日，山东省济南旅游学校的礼堂里热闹非凡，济南市长
清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范文伯通过还原校园生活中涉法真
实场景，普及法律知识。

当天，济南市教育局联合济南市司法局，把“泉民
说法”活动搬进了学校的课堂，让全市中小学生在线同
步观看了一场特别的法治课——由泉城济南的检察官、
律师、思政课教师组成的“法治教育天团”，用普法脱
口秀、现场互动等新颖形式开展普法教育，让严肃的法
律条文在中小学生心中“活”了起来。

“范文伯检察官说的案例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经常
能遇到的事。”济南旅游学校学生左俊熙现场听完脱口
秀后很受触动。

活动现场，律师肖方圆化身“套路粉碎机”，用脱
口秀揭秘电信诈骗新剧本：从“游戏皮肤陷阱”到

“AI 换脸诈骗”，肖方圆选取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让
网络暴力、电信诈骗、校园欺凌这些“硬核”知识，变
成了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安全锦囊”。

“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在网上被骗了
钱，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在互动交流环节，学
生们向法律专家抛出了一个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活动现场，济南旅游学校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银奖的“速录达人”团队，展示了法庭书记员的核心
技能——速录。“我们在备赛过程中啃下了许多法律条文，如今我们也是民法
典小专家了。我们希望在展示速录技能的同时，也能让大家从中学到法律知
识。”团队成员郭玉萱表示。

“法治教育不能只是作讲座、讲道理，得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让法治意
识真正入脑入心。”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李艳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泉民说
法’进课堂这样的活动，突破传统普法‘我讲你听’的单向模式，双向奔赴搭
建法治教育桥梁，共同绘就‘人人学法、人人守法’的法治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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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