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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玉） 辽宁省首
届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活动周启动仪
式日前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活动周
从5月10日持续到5月18日。以此次
活动周为契机，辽宁省将持续深化中
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积极构建以
人为本的创新教育生态。

据介绍，辽宁省教育系统计划到
2030年实现中小学校基本普及人工智
能教育，满足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
培养需求，全面提升学生人工智能应
用技能和素养，赋能强省建设迈上新

台阶。
活动周期间将举办包括人工智能

教育成果展示交流、人工智能与教育
改革创新研讨会、中小学生智能素养
提升实践活动和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
伍建设专题培训等活动。沈阳市教育
局等10个教育部门、大连市中山区中
心小学等30所中小学校进行现场案例
展示。全省有 212 支中小学参赛队
伍、499 名中小学生参与中小学生信
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充分展现了全
省中小学生人工智能素养与创新能力。

充分展现学生人工智能素养与创新能力

辽宁办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活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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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发展，如何
构建开放、协作的治理框架，让不
同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互鉴，
是推动全球数字教育与创新的关
键，所以我特别关注“全球数字教
育治理：开放、共享与互鉴”这一
议题。本次大会的举办展现了中国
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

作为全球数字教育的实践先锋，
中国教育部打造的国家智慧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教
育资源数字化中心和平台，让优质教
育资源得以普惠共享。这些创新实践
为全球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
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此外，中国还
通过“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和世界数
字教育大会等平台，积极推动国际标
准制定和资源共享。可见，中国不仅
是数字教育的实践先锋，更是全球教
育协作的积极倡导者。

（本报记者黄璐璐采访整理）

西班牙IE大学大中华区总负责人万家阳：

让不同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互鉴

智能时代，数字教育已
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与变革的
关键路径。2025 世界数字教
育大会对国际教育界来说是
一次十分重要的盛会，中国
在教育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速
度让我十分吃惊。我所在的
泰国格乐大学也在努力探索

“人工智能+教育”方面的教
学，希望通过世界数字教育
大会这个宝贵的平台，与中
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教育数字
化方面开展更多交流与合作。

2023 年 5 月，我校与武汉
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合作，成立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海外
学习中心，为中资企业的泰国
本土员工开展“中文+大数据”
技能培训。我们还与武汉高校
多次开展研学交流，让学生深
入了解中国文化。下一步，我
们将举办泰国格乐大学学习
中心夏令营，让更多泰国学生
走进中国，学习中国文化，我
们也欢迎中国学生来泰国格
乐大学学习交流。

（本报记者李萍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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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人工智能）作为强大的工
具和高级助手，在IQ（智商）方面取
得了可观的进步，但是在 EQ（情
商）方面才刚刚开始，尚未真正涉
及情感理解、价值判断、社会互动
等复杂能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面临的
“全人教育”任务更重，应重点培养
学生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理性
判断、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等广义
的 EQ 能力，这样才能驾驭人工智
能，更好服务人类社会进步。

AI 可能会取代一部分人的工
作。作为大学，我们的培养目标，不
能只是为了让学生找到第一份工
作，而是要培养他们在今后的人生
中不断迎接挑战的能力、持续学习
的能力，从而能够有一个幸福的人
生，所以广义的情商教育更显重要。

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加速到
来，澳门大学开设了面向全校学生
的 AI 通识课，出台了规范 AI 使用
的指南，要求学生明确标注AI生成
内容比例，强调学术诚信，同时我
们的书院制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
学生的能力，防范AI滥用。

（本报记者欧媚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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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部举办世界数字
教育大会，三次大会的主题及
议题从关注教育信息化到教育
智能化，体现了智能技术对全
球教育转型变革产生的深刻影
响。本次大会探讨的议题广度
更广、深度更深，为更好成就
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迅猛、不可逆转的智能
化变局中，全球教育正在经历
结构性调整。在这样的背景
下，人工智能课程建设成为国
际教育发展趋势。目前中国在
人工智能课程建设的广度上取
得了不少经验，但更需要在人
工智能+学科的融合上不断探索
符合学科和跨学科发展规律的
结合点。不仅是中国，各国都
需要在人工智能与学科人才培
养的深度融合上找到新路径。
这需要各国积极探讨人与机器
协同发展的深层关系、做好实
践经验总结，从而增强人才竞
争力和韧性。相信本次大会将
为推动全球各国加强交流合作
提供新的助力。

（本报记者黄璐璐采访整理）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总
部
教
育
信
息
化
与
人
工
智
能
教
育
部
门
主
任
苗
逢
春
：

这
次
大
会
交
流
议
题
广
度
更
广
、深
度
更
深

共同打造世界数字教育新生态

3 年来，教育部主办世界数字
教育大会，虽然都聚焦数字技术与
教育变革，但我明显感受到理念、
认知与实践的变化。从关注基础建
设到关注应用深化，再到生态构
建，这种变化很好地回应了联合国
全球教育变革倡议。

今年，大会还专设教育数字
化成果展。通过一组组数据、一
张张图片、一个个鲜活案例，能
够感受到中国积极推进教育数字

化战略的丰硕成果，为全球数字
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
向，也提供了更丰富的实践经验
和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同时，我
也深切感受到大会推动数字教育
国际合作层次水平不断提升，交
流对话广度深度不断延伸。中国
正 在 积 极 推 动 数 字 教 育 国 际 合
作，与世界各国共同打造数字教
育未来新生态。

（本报记者黄璐璐采访整理）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院长郭炯：

推动数字教育国际合作层次水平不断提升

2025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特别报道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特别报道 本报讯（记者 焦新） 近日，中
国艺术大讲堂第三讲在长春师范大学
会堂举办。本次大讲堂以“舞台与银
幕的中国气度”为主题，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此次活动邀请
专家以“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文
艺工作者德艺双馨之路”“文艺创作
之魂——从表演到银幕的中国气度”
为题授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
观和创作观，提升专业素养和综合能
力，更好地服务教育强国、文化强国
建设。

据了解，中国艺术大讲堂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主线，集
聚艺术领域优质资源，将生动的中国
艺术实践转化为高质量的中国艺术金
课，着力推进艺术领域新文科建设，
创新艺术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探索构
建中国自主的艺术人才培养体系。此
次第三讲活动共有来自教育部高等学
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指委的专
家、20余所高校的500余名师生现场
参加，全国高校艺术类专业师生26万
余人线上观看。

以“舞台与银幕的中国气度”为主题

中国艺术大讲堂第三讲举办

（上接第一版）
试验台既要满足多种去核要求，

又可调节去核速度。在不断调试中，
时间一天天过去，而杨梅采收期短，
王正根常常急得睡不着觉。关键时
刻，学校给予了大力支持，学校党委
书记徐厌平、校长钟秋明分别召开乡
村振兴产业技术推进会，并迅速立项
拨款，支持杨梅去核机研发。

通过2000多次对照试验，王正根
终于找到一种最佳去核工艺——管型

刀去核法，可将杨梅鲜果去核果肉破
损率控制在6%以内。今年3月25日，
第一台小型杨梅鲜果去核机试运行成
功。去核机克服了现有方法去核效率
低、果肉破损率高的弱点，一人一小
时能完成25公斤杨梅鲜果去核工作。

靖州杨梅产业协会会长梁和平表
示，杨梅去核机投入使用，预计帮助
靖州每户梅农年增收 2 万元，靖州近
万户梅农和20多个杨梅合作社，可实
现年增收2000万元。

“梅”烦恼，没了！

（上接第一版）
在制作火星救援车这一任务驱

动下，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得以激发。作为这一项目式课程的

“幕后英雄”，神龙小学教育集团的
教师为学生搭建了专属AI伴学智能
体，为学生自主学习及合作探究

“保驾护航”。
“学校设有集体备课工作室，老

师们连线高校教授、企业工程师，
通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名
师课堂专区，进行线上线下联合教
研，实现了‘AI 数字教师’进课
堂。”神龙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韩瑾
表示，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
重塑教育生态。

在现场参观的澳门圣保禄学校
校长陈信望感叹此行大开眼界：“从
小深入了解科学技术，对学生发展创
新思维大有裨益。神龙小学教育集团
在数字教育方面的用心投入，是国家
大力发展数字教育的一个缩影。”他
表示，希望日后能带领教师再来神龙
小学教育集团交流学习。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创新型“数字工匠”这样造

轻敲键盘输入指令，机械臂末端
的雕刻刀开始精准地上下游走，几分
钟后，一尊栩栩如生的哪吒模型就成
型了；启动语音指令系统，微型智能
生产线上的机器人小车立刻行动，自
动完成取料、运输，再将机械臂制作
好的成品送回仓库……

当中外嘉宾走进武汉软件工程
职业学院“智能制造开放型区域产
教融合实践中心”时，只见2200平
方米的基地里，激光雕刻设备、工
业机器人、数字孪生系统等先进装
备有序排布，构成了一幅“未来工

厂”的生动图景。
武汉软件工

程职业学院副校长孙美华介绍，学
校“立足武汉造，主打光谷牌”，对
产教融合、专业设置、课程建设、
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重
塑，着力培养既有专业技术背景又
有数字化素养的创新型“数字工
匠”。学校专业设置中电子信息类与
智能制造类专业占比超50%。

“今天的参观和体验让我更加深
刻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
化技术如何更好地应用于职业教育
教学，这正是我们迫切需要学习和
提高的。”参观结束后，利比里亚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STEM 教育及
特殊全纳教育助理部长小纳撒尼
尔·K·西斯科感觉收获颇丰，他
期待中国能把相关的教学经验和软
硬件设备以更多语种形式呈现，以
供更多国家学习和引进，让“中国
经验”可以“全球共享”。

正如小纳撒尼尔·K·西斯科
期待的那样，从“双元育人”到

“全球共享”，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
院正以数字化产教融合培养链对接
国际产业链，学校“烽火产业学
院”为印尼培养了第一批5G技术工
程师，“丝路电商工坊”为南非培养
了第一批跨境电商直播人才。同
时，学校整体就业率连续 5 年超
97%，其中 85%扎根“中国光谷”
核心区，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
群输送了大量生力军，形成人才供
给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的良性生态。

武汉大学：

为人才培养增加数智密钥

“机器人展示区为什么要摆一缸
鱼？”记者走进武汉大学，实地参访
该校数字化教育最新成果。

走近细看，三尾锦鲤和两尾机
械仿生鱼和平共处。仿生鱼头部和
尾鳍关节灵活，游动姿态流畅，遇
到障碍物能自动躲避绕行，被锦鲤
当作了同类。

“仿生鱼的灵感来源于我们本科
生的一项竞赛作品，在教师指导下，
与企业进一步联合研发制作了原型
实验装置。”展会讲解员介绍，该项技
术成熟后可搭载深度传感器、3D相
机，应用于水体水质监测、珍稀水生
物保护等领域。

一尾小小的仿生鱼，浓缩着多
学科的智慧。“从观察真鱼的游动方
式，到研究鱼类的肌肉分布，再到
设计仿生鱼模型、选择合适的电路
元件、对仿生鱼做编程控制，最后
到整体的防水处理……”回忆仿生
鱼原型装置的研发过程，武汉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本科生
王同学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跨
学科思维的提升。

近年来，武汉大学将数智教育
作为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引
擎，以系统性的规划和布局将数智
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在顶层
设计层面，发布 2024 版“数智+”
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融入数智元
素，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
新能力；在课程改革层面，精心设
计了“通识、赋能、应用、专业”
四大类型课程。

虚拟现实校园骑行游览展示、
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实现无人驾驶的
汽车实创平台、主动握手的人形机器
人……在大学生工程训练与创新实
践中心，一大批数智化教学、科研成
果让人畅想高等教育的未来样貌。

“武汉大学有很多好的资源是我
们学校没有的，我很想带回去。”美
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学术副校
长、教务长拉里·威尔参观后说。

湖北开放大学：

大模型诊断助力果农丰产增收

时隔半年之久，湖北省枣阳市
农技骨干、枣阳黄桃生态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斌，仍时常会想
起当时百里之外果农焦急的声音。那
天，正在湖北开放大学参加智慧农业

培训的刘斌，突然接到村里果农打来
的电话：“桃树枝体大面积出现分泌
物，叶子还枯了，可咋办呢？”

“赶快上平台查一下！”得知刘
斌的难题后，湖北开放大学培训学
院院长刘茂财马上登录学校研发的
数字大模型诊断平台，上传果农发
来的黄桃树枝图片后，很快在植物
病变大数据库中找到了对应症状及
解决方案。刘斌迅速拨回电话，并
同步将相关视频传回村里，隔屏遥
控，帮助果农处理病虫害问题。

他们所使用的数字大模型诊断
平台，正是湖北开放大学通过植入
省内农业专家经验、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和种植管理要点等农业知识图
谱，形成的全链条农业知识库。刘
茂财告诉记者，学校研发的包括该
平台在内的智慧农业生态大模型，
支持农技人员实时提问。

湖北是农业大省，如何服务新
型职业农民技能提升需求，湖北开放
大学下了功夫。“省内的主要农作物
是水稻和油菜，学校制作了水稻和油
菜的数字学习资料，还打造了智慧农
业虚拟仿真系统。”刘茂财介绍，该系
统通过“湖北省真实农业数据建模+
农作物播种管收全过程虚拟动态推
演”，解决农技培训中“学用脱节”和

“试错代价高”的核心矛盾。
“今天展示的设备和技术，让我

大开眼界，中国农业发展充满了智慧
和科技。”一位来自巴基斯坦、从事农
户培训的教育工作者在参观了湖北
开放大学智慧农业教学后不由感叹。
听到他的话，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
员张沂笑着说：“现在湖北农业种植
从‘望天收’变成‘拼科技’了。”

湖北开放大学校长陈志祥介绍，
近年来，学校积极搭建数字化学习平
台，建成湖北终身教育智慧教育平
台；建设湖北省终身教育“领导驾驶
舱”系统，构建了覆盖开放教育、社区
教育、老年教育和学分银行的终身教
育数字化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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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从基础教育到终身学习，从课堂

之内到“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展览
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终身教育、国际教育和未来教育
六大核心板块，50多个展项集中呈现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布局及政策成
效，生动展示数字教育融入教育教学
各领域的丰富实践。

来自摩尔多瓦主流媒体“信息标
签”通讯社的记者罗克姗娜认真浏览
每个展台。她说：“中国有非常丰富的
数字教育经验，这对所有国家的人来
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如此开放，
将经验与全世界共享。”

看前沿技术构建教育新
场景

“水下机器人已到达作业深度，正
在寻找目标物。”在哈尔滨工程大学

“深海探险家：水下机器人作业虚仿实
践平台”前，人头攒动。

该校船舶工程学院教授昝英飞告
诉记者，海洋环境复杂多变，管道连
接、油气开采等深水作业只能依靠水
下机器人。但水下机器人课程理论性
强、不够直观，理解难度较大。“学校
自主研制的水下机器人作业虚仿实践
平台，通过运动仿真、视景仿真和人
机交互等技术，构建逼真的虚拟作业
空间，学生能够深入学习水下机器人
的运动控制与建模方法，沉浸式掌握
其操作及作业流程。即使在 1500 米
深海，作业情况也能精准模拟。”

展览融合人工智能、多模态交互
等前沿技术，构建虚实交融的沉浸式
观展体验，让观众目不暇接。

科大讯飞 AI 黑板呈现“未来课
堂”新样态：语文课上，虚拟人司马
迁与学生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数学
课上，动态数形转换、3D模型剖分等技
术将抽象的数学公式与几何图形转化
为可视化内容。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通过扩展现实技术，将故宫、卢浮宫
等景点“搬”到学生眼前……

“展览中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人工
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湖北三峡职
业技术学院三峡低空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于宁波说，“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颠
覆传统教育模式。学生获取知识的方
式改变了，教师的身份、教育的形式

也要发生变化。教师更要成为学生学
习的引领者，帮助学生更好地应用新
技术来掌握知识技能。”

看智慧赋能开启教育大
变革

“在荷兰，机器人已经在小学运
用。我要借这次机会，见识人工智能
如何平衡教和学的关系。”荷兰阿姆斯
特丹自由大学人工智能系教授弗兰
克·范·哈梅伦说。

“智能时代，教育何为”是世界共
同的议题。展览成为智慧共享的平台。

2022年，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唐
家湾中小学成立，正值国家智慧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学校开启了国家
平台赋能长江生态教育新样态的探索
之路。该校党总支书记钱丹介绍，学
校依托国家平台打造湖北省级专家团
队工作室，采用“一课多师、优师同
堂”双师课堂模式，带动教师队伍成
长；鼓励学生成为课程建设的“小先
生”，制作主题微课上传平台；利用数
字化手段，将生态教育宣讲“主课
堂”搬到长江边，真正让生态教育

“活”起来。
更多经验在展览中呈现——
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乡村教育？

中国联通利用“5G+AI”技术，依托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开展专
递课堂，让丹江口的茶香飘入土关
垭镇中心学校的课堂，并以家校社
联动模式，开展亲子共习茶道、茶
农技能数字化培训等，该经验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中心列为
典型案例。

数字技术如何让特殊教育更精准
科学？湖北省襄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应
用脑电波、面部识别技术辅助评估筛
查，为学生定制个性化课程；模拟情
境体验，让康复训练不再枯燥。

……
展览不断加深中外观众的共识：

数字教育公平、全纳、开放、共享等
优势，为解答教育如何更好地服务现
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一批批观众走进展览，提问、拍
照、记录。应该相信，更多的交流与
合作将助力彼此奔赴更加开放、更加
智能的教育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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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 快 车，出 发 向 未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