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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设备、添人力，重庆市教委帮扶山乡学校

点亮群山的教育星火

山东省教育厅帮扶菏泽市定陶区乡村振兴

名师上门教 专利免费送

“等我长大了，带奶奶来长春兜风”
——24名留守儿童研学记

本报记者 刘少利 通讯员 宋霄

今年“五一”假期，对吉林省
通化县兴林镇大荒沟村的21名留守
儿童来说，终生难忘。

大荒沟村地处长白山腹地。5
月1日一大早，这些从没走出过大山
的孩子，在吉林省教育厅驻村工作队
的组织下，参加“教育帮扶·致远未
来·乡村少年长春行”主题研学活动。

第一次出远门，3 小时的车程
里，孩子们趴在车窗前，眼都不舍得
眨一下。“原来大山外面是这样的
啊！”“原来高速上能并排跑这么多车
啊，可比我们村那水泥道宽多了！”

抵达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看着一代代红旗车从这里驶向
全国、走向世界，孩子们第一次真
切感受到“工业摇篮”的厚重底
蕴。几个小男孩围着最新款红旗

车，轮流摆着酷酷的姿势在车前合
影。八年级学生郝俊熙偷偷对小伙
伴说：“等我长大了，我也买一辆，
带奶奶来长春兜兜风。”

在吉林省自然博物馆里，孩子
们激动地指着足有两层楼高的恐龙
化石模型发出了惊呼。“鳄鱼是什么
动物？”“两栖，不不不，爬行。”生
物课本上的知识瞬间变得鲜活起来。

动植物公园的探访则充满了活
力。孩子们第一次看到，原来孔雀
开屏这么绚丽，原来金丝猴跳跃如
此灵动，原来“东北金渐层”东北
虎踱步这样威严……小脑袋瓜们挤
在围栏外，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看，它会剥香蕉！”“你看你看，它
居然还给同伴挠痒痒。”

返程时，每个孩子的笔记本都写
得满满当当。世界的精彩如同种子
播撒在他们心中，等待生根发芽。

最高法发布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推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地落细
新华社北京 5月 22 日电 （记

者 冯家顺 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
22日发布5件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
法保护典型案例，聚焦涉未成年人
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之间的内在
联系，推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落地落细。

为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人民法院强化系统思维，注重
涉未成年人案件之间的内在关联
性，促进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
能协同增效。在李某故意伤害及相
关探望权纠纷案中，由熟悉未成年
人审判的法官组成审判团队，一体
推进犯罪惩治、探望权行使和抚养
费执行等关联案件，通过协同开展
多项审判延伸工作，有效维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

在王某猥亵儿童及相关申请撤
销监护人资格案中，人民法院在依

法严惩犯罪的基础上，尊重未成年
人意愿，在相关民事审判中依法判
决撤销监护人资格，并落实司法救
助措施，积极开展心理疏导和帮扶
工作，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人民
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过程
中，深化与公安、检察、司法行
政、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
部门的联动协同。在陈某遗弃及相
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医疗合同
纠纷案中，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
院、民政局、卫健委等通过联席会
议、信息互通协同机制，及时化解
未成年人的监护困境。

据统计，目前全国法院实行综
合审判的少年法庭有 900 余个，约
占少年法庭总数的三分之一。

“中国经济大讲堂”第二讲举办
全国26万高校师生参加

本报讯 （记者 高毅哲） 近
日，“中国经济大讲堂”第二讲在北
京大学举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
部长王江平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
工业化”为主题授课。教育部高等
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
伟主持。

王江平围绕我国经济发展形
势，系统剖析了推动新型工业化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阐
述了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和促
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充分展示
了中国坚持工业高质量发展、实现
科技自立自强的伟大实践，引导广
大师生深刻体悟新时代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自觉
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忠实践行者和有力传播者。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辉就专家授课内
容与学生学习成长有机结合作进一
步阐释，引导学生深入学习习近平
经济思想，提升专业素养和综合能
力，更好地服务强国建设和民族复
兴伟业。

大讲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
学、财政学、金融学、经济与贸易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负责同
志，全国高校师生共 26 万余人参
加。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 通讯
员 诸葛佳琳 杨伞伞）“我们一
定 会 把 济 南 学 习 之 行 的 ‘ 金 点
子’，化作定陶教育改革发展的

‘实招数’！”近日，赴山东山大基
础教育集团参加“靶向培训”后，
菏泽市定陶区教体局党组书记、局
长朱庆民表示。

自2023年重点帮扶定陶区乡村
振兴以来，山东省教育厅将其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和“一把手工程”，
实施“定陶实验十大行动”帮扶方
案。

山东省教育厅着力推动定陶教
学质量整体提升。一方面，组织省
学前教育中心各幼儿园、省教科院
专家、齐鲁名师“送培助研”24
场，选派青岛市20名骨干教师开展
为期一年的帮扶支教，临沂大学等
高校133名师范生实习支教；另一
方面，向定陶教师免费提供3800余
节次微课等数字教育资源，连通98
间录播教室，直播 165 场。目前，
定陶有70人被评为教师培训学科骨
干教师，62人入选区级名师名校长
名班主任，4 人入选齐鲁名师、名

校长、名班主任建设工程。
立足区域需求，山东省教育厅

深入推动定陶职教转型提质。成立
“职教帮扶高校联盟”，引进 7 名
“科技副总”，促成校企合作22项，
免费开放专利469项，盘活闲置车
间 11 座，培训农村实用人才 1500
余人次。推动9所学校定向帮扶定
陶区职业中专，投入财政资金 400
万元，强化两个省级特色化专业建
设。

山东省教育厅还组织高校对接
定陶区发展需求21项，建设乡村振
兴驿站、科技小院等平台30余个，
已有60余名专家到企业开展科技服
务。其中，齐鲁工业大学开展区域
定向专利许可项目合作，为定陶区
免费提供127项发明专利，惠及20
余家企业。

（上接第一版）

黑板会“说话”：
AI化身“故障猎手”

东南大学电子电路及系统实验室
内，未来技术学院学生游浩淼面对
示波器上畸变的波形眉头紧锁。他轻
点“实验 Talk”平台，上传波形截
图，AI瞬间响应：失真可能由电阻误
差或电源不稳导致。故障问题排查
教学视频随即在手机屏幕上一一展
开。调整参数后，AI 实时判定：误
差2.8%，合格！课后，平台生成游浩
淼的“能力图谱”：设计效率五星，但
故障排除耗时超标，推荐学习“电路
故障案例库”。

当 AI 成为实验室里的“故障猎
手”，学生们的实验课从“孤岛求生”
变为“人机协奏”。“‘实验Talk’平

台通过搭建大电类专业基础实验的多
模态大数据模型，实现了 AI 学生助
学、教师助教与综合助管，为实验教
学提质增效减负。”平台负责人胡仁杰
教授说。

“洛伦兹变换如何解释时间膨
胀？”课前，物理学院学生罗新熠在
AI助教系统抛出疑问。AI即刻调取狭
义相对论微课，在知识图谱中点亮

“洛伦兹变换”“时间膨胀”节点。课
堂上，教授张勇的讲解被实时转写为
文字，麦克斯韦方程组旁自动浮现三
维模型：光子在不同惯性系中速度恒
定。

当“黑板”从沉默的墨绿平面变
为涌动的数字界面，它就不仅是知识
中转站，更是学习兴趣的“星图导航
仪”。“人工智能为开展大规模的因材
施教和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可能。”张勇
说。

借助东南大学土木工程虚拟仿真
实验平台，学生可以成为“玩家”。他
们不仅可在虚拟场馆内漫步观察屋顶
钢索结构，也可以从航拍视角俯瞰屋
顶，调试钢索截面和预应力。为了让
西部学子也尽早拥有这块可以游戏的

“黑板”，学校联合青海大学、内蒙古
科技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等西部高校
共建“土木类在线实验室”，截至目
前，已将7门课程输送到西部高校。

AI 助教通过音画、语义综合分
析，解构课堂知识体系、辅助教学
理解；智能匹配机制精准推送千人
千面的学习资源，交叉学习、拓展认
知边界；学情助手捕捉师生上课姿
态，智能生成课程关注、互动的氛围
波动……这些场景颠覆了人们对课堂
的固有认知，让每个年轻灵魂在AI的
映照下，找到自己思维的轨迹，发现
未来的坐标。

“数字基因”植入：
技术重构人才培养链

“会说话的黑板”，藏着更深的秘
密：它记得每一道被擦去的公式，每
一段师生对话的语义逻辑，甚至能预
判学生可能卡壳的知识点。而这只是
表象，背后更大的变革，是东南大学
为师生植入的“数字基因”：一套从课
堂到管理、从个体成长到生态进化的
智能系统。

在东南大学，学生可以获得不断
变化成长的“数字画像”。“本学期课
程刚开始时，系统就很快指出了我在
实验数据处理方面还有不足，并给出
了进一步的学习建议。现在AI比我还
了解我自己。”吴健雄学院本科生桑瑞
泉感叹。学生还可以通过AI数字化评
价系统，动态生成“学习路径导航”

和“学习成效评估”。
近期，该校还计划推进基于AI画

面识别的生成式辅助听课报告应用。
系统一经上线，将精确捕捉课堂互动
率，并实时进行归因分析。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其生成的辅助听课报告，
能够全面高效地反馈每一节课的教学
信息，成为课程录像的“转写”记录。

这 样 的 AI 工 具 应 用 ， 正 源 于
“AI4SEU”行动方案。根据行动方
案，学校将结合“AI+”教学资源开
展“翻转课堂”与“混合式学习”的
教学改革实践，推进与AI技术融合的
教学方法改革，提高教师运用AI技术
教学的技能水平和数智素养。

“教育的数字化不是简单地把课件
搬上网，而是用技术重构人才培养的
全链条。”东南大学副校长金石说，学
校正计划通过实施该方案，开创“时
空开放、动态自主、问题牵引”三位

一体的未来教学模式，提升师生数智
综合素养，培养引领未来的新质人才。

随着方案落地，东南大学以AI为
翼，从3 个维度重塑教育生态：变革
学科知识结构，立体构建“AI+X”

“X+AI”新兴交叉专业体系；赋能教
育核心要素，开设高阶思维培养的大
学分跨学期项目式课程，构建新型基
层教学组织体系；重塑未来教学模
式，启动“AI+教学”试点课程建
设，面向“教—学—研—管—评”多
个应用场景。

如今，在东南大学，AI不是冷冰
冰的技术，而是激发创造力的火种；
数字化不是疾风骤雨的颠覆，而是静
水流深的生态重构。因人而塑、向新
而生，让每名学生的成长都被看见，
让每份智慧的火花都被传承——这是
这所有着 123 年历史的大学在数字时
代赋予自己的新使命。

本报记者 杨国良

清晨6时，一辆辆大巴车穿过
浓雾缭绕的盘山公路。车里，重庆
市教委帮扶集团工作人员紧抱着怀
中的教学机器人模型，望着窗外陡
峭崖壁上“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的红色标语。

在他身后，有一支装有30台智
慧黑板、200套科普实验箱和500册
图书的车队，正驶向渝鄂交界的重
庆市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这个
平均海拔1200米的乡，即将被知识
的暖流润泽。

“老师快看！地球在转！”万州
区恒合民族学校初一 （2） 班的教
室里，爆发出一阵惊呼。地理教师
张秋雨轻触智慧黑板，太阳系 3D
模型瞬间立体呈现。学生谯勇伸手

“抓住”虚拟地球，指尖滑动，晨
昏线在屏幕上流转出金色光晕，照
亮了学生那写满好奇的脸庞。

这样的改变始于 2023 年 9 月。
当市教委帮扶集团将首批智慧黑板
运抵学校时，58岁的老教师蒲云万
有些手足无措：“我们在这大山里
待了大半辈子，哪会用啊？”

帮扶队员袁伟脸上带着温和的
笑容，一边操作演示，一边耐心讲
解每个步骤的用途与要点。在《观
沧海》古诗教学中，点击屏幕就能

展现出碣石山实景地图，AI语音带
学生冲破时空束缚，与“曹操”面
对面交流。

如今，蒲云万已能娴熟制作动
态课件，“上周教《活板》，孩子们
通过动画，看清了胶泥刻字的全过
程”。他经常与其他教师分享自己
的使用心得和教学经验，带动整个
学校的信息化教学水平不断提升。

“各位同学请看，这是空间站
机械臂的1∶10模型。”2024年3月15
日，一场特殊的直播课让科普馆沸
腾起来。屏幕那头，帮扶教师杨飞正
在拆解设备；这头，恒合民族学校
教师牟欢指导学生组装模拟装置。

这样的“双师课堂”已成常
态。市教委帮扶集团打通“校校
通”网络，让恒合乡学子每周都能
与主城名校同上一堂课。更让教师
感动的是资源适配：市教委帮扶集
团还为学生准备了适配的教材，教
材上每页都有帮扶教师准备的手绘
插图和二维码语音包。

在新建的“星空画室”，学生
们将糍粑锤纹拓印在木板上，创作
出《银河下的土家寨》。“去年我们
选送作品参加市级大赛，全部获
奖。”恒合民族中心小学校长黄再
兴说。

在操场边，帮扶队员正调试新
到的天文望远镜。晚自习教室里，

初三学生陈浩专注地盯着本子，认
真写道：“今日观测笔记：透过望
远镜，仙女座星云宛如一团神秘的
迷雾。”

在恒合民族学校档案柜里，学
生成长档案整齐排列，生病、身体
虚弱、请假休养等情况一一记录在
册。面对学生因身体不适缺课的情
况，帮扶教师杨华兴每周一次奔赴
学生家中，耐心讲解知识要点。

市教委帮扶集团驻恒合乡工作
队副队长、市教委统战处处长郭冠
仁展示着帮扶台账：累计投入4000
多万元改造两所学校，协调89名教
师结对指导，建立“一生一策”成
长档案。最让他欣慰的是“反向支
教”——恒合乡教师研发的课程

“高山植物STEM”，今年已被主城
10所学校采用。

“想当初，咱们学校连一块完
整的黑板都凑不出来，教学条件艰
苦。”夜幕降临，恒合民族学校校
长贺雄飞带记者走进正在封顶的新
教学楼，“可如今，孩子们马上就
能在学校里仰望银河，探索宇宙的
奥秘了，这是多么大的变化！”

远处传来晚自习的铃声，琅琅
书声惊起林间宿鸟。市教委帮扶集
团工作组的车辆渐行渐远，车灯在
山路上连成蜿蜒光带，恰似洒向群
山的教育星火。

躬行乡村 赋能振兴

▲重庆两江新区
人和小学骨干教师为
恒合民族学校学生上
思政课。

学校供图

▲山东省荷泽市定
陶区开展体育骨干教师
培养对象培训授课活动。

定陶区教体局供图

▲学生们在吉林省自然
博物馆参加研学。

吉林省教育厅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刘长华

“青年当立志，立志在四方，祖国需要时，
处处是故乡。”近日，站在长江大学武汉校区实
验大楼前，2025 届硕士毕业生王国庆望着墙上
的标语，目光坚定。这行字他看了7年，如今已
化作他的人生选择——签约塔里木油田，成为新
一代“追油人”。

在塔里木盆地，这个中国油气勘探的“深地
战场”上，一代代长江大学师生，将这句话刻进
了戈壁的风沙里。

1989 年，长江大学前身江汉石油学院响应
国家石油会战号召，在塔里木油田成立地球化学
分析站 （简称地化站）。第一批师生辗转湖北荆
州、湖北荆门、陕西西安、新疆库尔勒等地的4
个车站，历时一个星期，从荆州带着色谱仪和热
解仪，在戈壁滩上的铁皮房里建起了实验室。

刘学彦是地化站现场负责人，今年6月就要
退休了。30多年间，他亲历了油田从年产不足
百万吨到超3000万吨油气当量的跨越。他的办
公室里挂着一张老照片：1993 年他初到塔里木
时，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身后是荒漠中
孤零零的板房。如今，照片旁贴着2023年新实
验楼的竣工照。

鲁中灯的微信头像是一张岩石薄片显微图。
2020 年，硕士在读的他主动申请赴地化站顶岗
实习，在戈壁滩上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从“书本
理论”到“生产实践”的蜕变。“在实验室，一
个数据偏差就可能让钻井队白打3000米。”正在
攻读博士的他，研究方向仍聚焦塔里木，“博士
毕业，我将依然选择塔里木！”

这种信仰正在青年一代心中扎根。2024届毕业生刘超放弃沿海企业高
薪，选择塔里木：“这里打一口井耗资数亿元，但找到油气田就能点亮万家
灯火。”

最近，刘学彦听到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长江大学今年又有23名本硕
博毕业生签约塔里木油田。他急着想要告诉学生们：“这里需要耐得住寂寞
的人，但寂寞里藏着能源强国的密码。”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一批批长江大学师生用同一个答案回应时代：向
西部，向油田，向祖国最需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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