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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飘带”：烛照时空的长征文化之旅
陈宇双

全息影像亮起、冲锋号吹起，长征中的“红
军战士”与参观者共同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机械
帷幕矩阵渐次展开，参观者身临其境地回到遵
义会议模拟现场见证伟大转折的一刻；模拟寒
流与机械传动装置配合，让“爬雪山、过草地”
有了实实在在的切肤之感；当红军三大主力
会师的情景由真人扮演再现，现场参观者禁不
住热泪盈眶……

众多前往多彩贵州的游客，一下飞机便直
奔毗邻机场的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又称

“红飘带”）。许多参观者在参观结束后红着眼
眶离开——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打卡”之旅，而
是一场情景交融、感人肺腑的红色文化教育。
自2023年10月建成试运营以来，“红飘带”演出
已突破一万场，接待超120万人次，并先后获得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2024年文化和旅游数字
化创新示范十佳案例”等10余个设计大奖。

贵州是红军长征期间活动时间最长、活动
区域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长征期
间，中央红军从1934年12月进入贵州到1935
年4月离开，活动时间4个多月；红二、红六军团
于1936年1月至4月在贵州转战3个多月。贵
州88个县（市、区），有66个留下过红军的足迹，
全省保存着超过 750 处重要的长征遗址和遗
迹。在黔期间，红军先后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
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和苟坝会议；
取得了强渡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进逼
贵阳等战斗的胜利，摆脱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
面，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掌握了
战略主动权，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
革命的伟大转折。

2019年以来，贵州省着力建设“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而“红飘带”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
重点建设区的标志性、引领性工程，也是贵州弘
扬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破
题之举和重要抓手。

“红飘带”由《红飘带·伟大征程》和《红飘
带·多彩飞越》两大部分组成，突破依赖实物、图
片、文字展示红色文化的传统路径，以数字化、
艺术化的手段展示长征文化，以全新方式呈现
和诠释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红飘带”还采用了
实景异形显示系统、双曲幕剧场、多套超大荷载
吊挂设备、超大弧形透声幕等先进设备，以全息
影像、虚拟现实、三维动画、多媒体声光电等前
沿数字科技为主要手段，通过行浸式体验（融合
了行进与沉浸的新型演艺或旅游体验形式）大
大提升了观众的参与度和浸润度。

1987年，作家魏巍创作了长篇小说《地球的
红飘带》。正如魏巍在“卷首语”中所写——“中
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
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
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
上的。它像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
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三十多
年来，这本书成为几代学子回望瞻仰长征的经
典读物，“地球的红飘带”一词从此成为二万五
千里长征的诗意代称。

如何让“红飘带”落地贵州，并成为传承弘
扬长征精神的一面旗帜？

“红飘带”总导演、总设计王志鸥曾担任北
京冬奥会开幕式视效总监，他表示，贵州有着非
常丰富的长征文化资源，具有深邃的创意空
间。接到贵州的创作邀请后，其团队立足贵州
大地，深挖长征文化的深厚底蕴，对红色文化与
本土文化进行了梳理提炼并最终系统地呈现于

“红飘带”上：建筑设计上，以“地球的红飘带”为

核心主旨，“红飘带”外立面的色彩系统取材自
贵州赤水丹霞，实现了建筑与自然景观的有机
结合，同时致敬“四渡赤水”经典战例。艺术创
作上，将“红飘带”作为一条贯穿观众观演全程
的叙事线索，出现在剧场的各个细节当中，象征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从长征直到今天，都
是带领指引中国人民前行的“明灯”。场内表演
上，采用全域行浸式数字演艺方式，将一个个革
命先烈的名字和面孔，汇聚在全息影像构建的
时空中，用数字科技的创新手段唤醒每一位中
华儿女对“长征精神”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共鸣。

山东姑娘郭寒旭是“红飘带”行浸式演艺的
演员，时长90分钟的演出，她和同伴们每天最多
要演五六场。郭寒旭告诉笔者，演出中有一个
场景是通过红军战友互搭“人梯”下“雪山”，排
练初期，演员们相互之间默契度不够，演员会从

“人梯”上滑落，每一位演员都挑战着身体和心
理的极限。最让她感动的是，无论从“雪山”上
掉下来多少次，“战友们”总是稳稳地接住她，让
演出越来越娴熟、越来越自然。每一代中国青
年都有自己的长征路，今天站好自己的每一班
岗、演好每一幕长征故事，就是当代中国青年的

“新长征”。
如今，在贵阳机场起降的飞机上，透过舷

窗，可以看到一抹耀眼的红色飘带宛如灵动的
琴键般南北延伸，既展现出蜿蜒跌宕的造型之
美，又讲述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传奇故事。那
束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焰和真理之光，从90年前
穿江越海而来，洞见历史，昭示未来。

（作者系贵阳信息科技学院教师）

徐嘉欣

淅淅沥沥的雨带走了春的絮絮呢
喃，和风与暖阳并驾齐驱，将世界染得
深浅不一。绿意将土地当作一排悠长
的琴键，各个乐者在不同的音区，错落
地奏响关于初夏的交响曲。与殷墟隔
路相望的玉兰树便是这悠扬的前奏。
它们早已褪去了一袭花衣，枝头绿意
荡漾。这般遒劲枝干与满目空翠跌入
眼眸，古人将其神韵转化为甲骨文的

“末”字。
初次听闻，出自殷墟志愿讲解员

的培训老师之口，那时我即将成为一
名实习志愿讲解员。游人如织，老师
带我们停在角落，为往来人群挪开空
隙。驻足时，老师说起：“讲解词就像
你的脚本，至于实地怎么演，就要看你
的积淀了。”语罢，他从包里拿出一本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封面已有多条
皱纹，纸张也随着年月增长泛黄，边缘
卷起了毛边。老师随手翻阅着，内页
黑色的墨迹与红笔写成的细密批注交织错
落，页脚处每个不规则的小缺口都是求知欲
雕刻的印记。“甲骨文是汉字的童年。我们可
以借助字典找到文字原本的义项，将文字生
动地还原出来。字典是我们与甲骨文的桥
梁，我们是殷墟与游客的桥梁。”

曾经，我也有一本《古汉语常用字字
典》。高中三年，它陪伴着我在古文中沉潜，
在我辨识不清时成为托举我的浮木，引领我
积字成句、累句成篇，从模糊走向清晰。可我
只顾搜索自己想要的注解，却不曾探究文字
的本源，也未曾探寻释义的内部联结。我理
解的文字，竟成了一座座孤岛。老师的话语
令我陡然惊醒，是该擦去那翠绿封面的灰尘，
重新认识它们，我暗下决心。

待游人向前走去，老师一一细说着文字
的前世。

面对后母戊鼎，老师讲起，“鼎”（ ）的甲
骨文像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猫咪，但确是商人
比照着形状还原的简笔画：上边两只耳朵，中
间是大肚子，下面三足或者四足，稳当地挺立
着。起初只是烹饪用，这个义项依旧在“钟鸣
鼎食”中保存着。后来传说大禹治水后，铸造
了九鼎定九州，鼎成为传国的宝器，“一言九
鼎”便是如此。“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左传》
中这句话更是记录了鼎的重要地位。

驻足于殷墟车马坑，三千多年前的车辙
在道路上印痕犹在。虽说从前车马很慢，但
商朝却建立起了辐射四方的交通网络。老师
说，甲骨文的“行”（ ）是没有红绿灯的十字

路口，但它纵横通畅，很少堵车。“景
行行止”的第一个“行”是道路，第二
个“行”就是行走了。商朝的道路平
坦笔直，人们用这些路代指一些崇
高的品德。

老师描述着这些三千多年前的
古老文字，讲解词上未出现的句子、
字典中的释义如在眼前跃动，古老
的事物变得异常新鲜。古人以玲珑
匠心铸就的甲骨开始在我们心中镌
刻，我们赞叹不已，服膺于心。

之后，我再次拿着字典漫步于
甲骨长廊，对照着甲骨去检索文字
的释义。日月如磨蚁，却不曾带走
文字的灵动，山川河流、草木星辰，
讲述着先人如何感知世界，又如何
将它们从天地间幻化而来。它们簌
簌低语，字里行间流动的情感值得
一生细细品读。

长廊中的“旅”（ ）字，乍看像
一位导游挥动着旗帜，另一个人跟
随着一起出门旅行，莫不是古人已
经开启了“报团旅行”模式？字典告
诉我：非也，此为军旗，这是军队。

“伐鼓渊渊，振旅阗阗。”《诗经》中也曾记载着
将士击鼓前进、鸣金收兵的威风凛然。

初看“册”（ ），好像一个栅栏，莫非与
动物有关？字典纠正了我的错误联想，竖立
的是竹简，两条绳子将它们串联在一起，这是
编串好的许多竹简，原来殷商时期的人们已
经开始用竹简记录文明。“典”（ ）是“册”的
进化版，双手将“册”恭恭敬敬地捧着，以显示
它的重要之意，就像此时，我也把字典恭敬地
捧在手中。

我一页页翻阅过去，文字后缀着例句，
那是《论语》《左传》《荀子》《诗经》的微
缩宇宙，册册典籍载着深邃思想与无穷智
慧，从古驶来，有些是我的旧相识，有些我
与它们初相知。在字典的释义中，我与文字
的源头相逢，愈发靠近文字本真。恍然忆起
米兰·昆德拉所说：“所谓美，就是星光一
闪的瞬间，两个不同的时代跨越岁月的距离
突然相遇。美是编年的废除，是对时间的对
抗。”其中深意，若合一契。

我走出殷墟，抬眼望见玉兰树枝叶繁
茂、绿意盎然。古人看到枝叶是树木的末
端，造字为“末”；而供养它的根系深埋地
下，朴实无华，古人发现树根为树木根本，
于是造字为“本”。垂眸手中字典，封面青
翠依旧，点缀其上的甲骨似一把低沉的古
琴，诉说着文字之本。风过留声，当人们一
次次翻阅、溯洄，在具象中探寻文字，风终
会带着古琴的悠扬抵达末端。

（作者单位：河南省安阳市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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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应用
教师开启教学新“智”旅

“先生，能给我讲讲您创作诗词的
心得吗？”在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集
团）五洲小学，语文教师冯文对着屏
幕，测试古诗教学智能体。冯文借助
生成式AI工具，让学生与形象鲜明的

“李白”等连线互动，在沉浸式对话
中，体悟语言的韵味与思想的厚度。

为了能把握好AI与日俱进的变化，
教师需要提升数智化赋能教学与成长的
能力和素养。福田区开展中小学教师数
智素养全科全员培训，建立“线上理论+
任务共创+案例分享”工作坊，福田区向
全部教师普及人工智能通识培训，向全
部人工智能专任教师开展人工智能教育
类培训，向全部学校管理者开展AI赋能
管理的专题培训。

福田区全域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应
用场景落地，将AI融入全学科教学实
践中，发挥AI更大的教育价值。福田
区教研先行，推动全学科《教师AI应
用手册》等实用指南落地应用。很多
教师将AI视作“第二搭档”，实现教学
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型。

在“AI 赋能课程教学改革学术
周”现场，地理课堂实现“虚实融
合”的教学突破，数学教学开启“人
机共创”的互动模式，体育教学构建

“数据驱动”的科学体系，班主任工作
形成“全学段赋能”的育人闭环。

其中，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
（红岭教育集团）园岭初中部教师郑曼
欣携手深圳市福田区深大附中福田创
新中学初二（3）班学生，带来“AI赋
能：东北地区大单元复习”精彩示范
课，融合虚拟现实全景技术带领学生

“走进”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亚布力滑雪
场，探究地形对气候的影响。AI让体育
课堂实现“数据驱动”，福田区梅山小学
体育教师彭加阳在“障碍跑”课程中用
智能心率表实时监测学生的运动状态；
体育教师王力基在篮球课堂上引入AI数
字人，针对“行进间运球”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动作指导。

因材施教
构建学生个性化成长坐标系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红岭教
育集团）深康学校学生刘鉴宽刚接触

“三线合一”定理时，不懂定理的证明
过程，也容易混淆顶角和底角这两个
概念。教师李雯将刘鉴宽以往的作
业、测试等学习结果数据导入智能系

统，发现他在“三角形全等证明”这
一前置知识点上存在漏洞，及时帮助
他重建知识网络。

AI赋能大规模个性化学习一直是
福田区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工作内
容。学生在同等教学进度下会呈现不同
的学习效果，AI能够充当“全科医生”，
对学生学情进行“把脉问诊”。福田区遵
循学科知识框架和学生认知规律，构建
AI认知模型，探索构建覆盖福田区全区
的大规模智适性个性化学习模式，对学
生的学习路径进行溯源。

AI不仅能帮助教师诊断学生的问
题，还能辅助学生开展深度交互式个
性化学习。福田区推动AI与教育深度
融合，遴选了一批试点学校，探索基于

“人类认知+AI”的个性化学习路径，努
力打造“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学习生
态，破解大规模教学中“一刀切”“填鸭
式教学”等痛点，让每名学生都能在智
能生态中根据自己的学习节奏、兴趣爱
好等，找到专属的“成长坐标”。

为全学科、多场景赋能学生全面
发展与个性化学习，福田区为每名学生
配备AI学伴。基于“i福娃”教育智能
应用生态门户，AI学伴具备学情画像、
多模态学习、语音情感交互等功能，是
每名学生专属的智能学习伙伴。通过学
情画像，AI学伴能精准掌握学生学习状
况，实现个性化学习指导；语音情感交
互功能更让学习过程充满温度。

科技赋能
助力“少年科学家”茁壮成长

“我对文稿内容不太满意，请帮我
修改得更加生动有趣。”深圳明德实验

学校 （集团） 学生王嘉人热爱自然，
尤其喜爱黑脸琵鹭。她运用AI完善自
己创作的科幻环保绘本《超能小艺》。
为了让内容更加丰富，她利用生成式
AI工具生成插图，并将静态图像制作
成生动的动态画面。王嘉人表示：“AI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不妨尽早与
AI交朋友，让它成为学习生活中的得
力伙伴。”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集团）在着力
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同
时，还注重培养他们的信息搜索能力，
鼓励学生运用AI工具赋能自己的学习。
学校设立“AI+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等
创新实验室，努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从学校到区域，福田区将AI赋能
教育的理念不断深化拓展。福田区注
重引导学生由学到用，为有兴趣、有
专长的学生提供个性化成长道路，让
学生通过解决真实问题，培养想象
力、创造力、使命感与爱的能力。福
田区引导教师将 AI 视作“思维放大
器”，鼓励学生借助它形成创意、解决
真实问题、表达独立见解，寻找适合
自己的发展道路。

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着福田区
AI 赋能课程教学改革的累累硕果。
2024 年度，福田区中小学师生共有
1059项科学教育相关的获奖成果，其
中，在科技创新相关赛事上所获奖项
达787项，占比高达74.3%。这些奖项
涵盖了机器人设计等多个前沿领域。

以智助研
AI赋能教科研模式创新

当代码逻辑渗入教学场景，当算

法模型与教育进行对话，福田区利用
AI赋能教研活动，打破传统教研的经
验壁垒，以数据驱动重构教学生态。
近年来，福田区推动AI赋能教科研模
式创新，开展“人机协同教研”“数
据循证教研”等，推动教研从小样本
到全样本、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模式
变革。

在“AI 赋能课程教学改革学术
周”的“超AI教研日”工作坊中，李
敏、周菊阳、牛佳佳3名教育实践者
带来“AI 重构学校教研管理模式”

“AI 赋能下的学科教研新生态”和
“AI驱动青年教师成长新动能”三大
实战案例，全链路呈现AI重构教研的
实践路径。

“AI重构学校教研管理模式”揭秘
如何通过智能系统构建教学质量数字
中枢，实现从“经验决策”到“数据
治理”的转型；“AI赋能下的学科教研
新生态”展示为何开展AI循证教研、
课堂智能系统如何赋能教研实践以及
AI循证教研的方向与思考；“AI驱动青
年教师成长新动能”则分享了AI如何
为教师定制个性化成长方案。

“AI 赋能课程教学改革学术周”
不仅有理论的深度阐释环节，更有
工作坊带来的高精度教研工具现场
实操环节。陈丽英现场展示 《AI 可
以这样用：高精度教研工具应用手
册》，解锁手册的三大核心功能。学
校管理层轻点鼠标，全校课堂教学
质量分析报告即刻呈现，及时更新
教师行为、学生表现等核心指标，
配合课堂智能反馈系统与通用 AI 工
具，为学校、学科组、教师绘就精
准“课堂画像”。学科组借助课堂智
能反馈系统，轻松提取“提问类型
分布”“互动参与度”等数据，生成
学科教学问题热力图，让高频问题
无所遁形。教师在课前开启课堂智
能反馈系统，系统在课中采集数
据，教师在课后一键操作，系统便
会生成专属分析报告。

站在新起点，福田区正以创新为
笔、以技术为墨，在“AI+教育”的广
袤画卷上勾勒更多元的发展模式：让
AI成为撬动个性化学习的支点，让每
名学生都能在数字土壤中找到属于自
己的成长节奏；让智能技术化作连接
学科边界的桥梁，助力知识体系在跨
维度融合中焕发新生；让AI成为守护
学生成长的温暖陪伴者，在数据理性
分析与教育人文关怀间，构建起通往
梦想的星光大道。

（林君芬 李宇婷 李玮玮 叶姿兰
陈东琳）

“AI 技术为我们点亮了一盏
灯。”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2025年

“AI赋能课程教学改革学术周”现
场，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 （红岭
教育集团） 深康学校数学教师唐
月英分享了用 AI 技术点亮教学的
生动实践。备课时，AI 能帮助教
师处理部分简单工作；课堂中，
AI 能帮助学生避免机械性运算，
释放学生思维；布置作业的过程
中，AI工具能够实现分层设计，推
动核心素养落实。

在学术周 16 场学科工作坊的
分享中，“四个一”模式 （一组案
例、一套工具、一个微沙龙、一场
专家报告） 如同4把钥匙，共同开
启了 AI 赋能课堂、教研的新维
度。教育者围坐在一起，用具体教
学案例解构 AI 应用的密码，在工
具实操中感受技术温度，于碰撞思
维的微沙龙里孕育创新火种，展现
出福田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全员实
践、全面开花的新态势。

近年来，福田区聚焦课程教
学、发展评价等6个领域，将AI全
面融入教、学、评、研、管、治
全过程，开展多元化的人工智能
教育应用实践，为 AI 时代下的教
育创新与改革提供“福田案例”，
展现“福田担当”。如今，AI时代
更加公平、更有温度、更加个性、
更高质量的教育新生态，正在福田
形成。

《AI可以这样用——中小学音乐AI教学应用手册1.0》发布

教研先行，全学科落地人工智能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