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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寒假，“赶作业”大片再度上演，但是

画风比往年多了些“科幻”———不少中小学生请来了

DeepSeek 等人工智能帮忙，一时间，“DeepSeek 成赶

作业神器”“第一批用 DeepSeek 赶寒假作业的孩子

出现了”等话题引发热议。

有学生把作文题和需求发给 AI 后直接照抄生

成的作文，还有学生把做不出来的数学题扔给 AI 后

抄答案。然而，教育的本质不是获取标准答案，是培

养会思考的灵魂，比起简单的获取知识，学会思考显

然更为重要。当孩子们把 AI 工具当成偷懒神器，不

仅容易形成惰性，而且还容易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孩子们来说，AI 不是洪水猛兽，关键在于如

何正确引导其看待与使用 AI。如今，已经有一些家

长把 AI 当作“隐形家教”，让其在帮孩子润色作文、

解题答疑、口语练习等学习场景中发挥作用；有的学

生使用 AI 生成个性化的学习计划，根据学习进度和

兴趣点进行智能推荐，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当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攻城略地，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

视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等传统教育模式；当技术浪潮

不可逆转，人工智能重塑生产生活，如何引导和培育

孩子具备面向未来的能力与视野，或许是学校、家

长，乃至整个社会需要直面的新课题。

2024 年 12 月，教育部印发通知，强调中小学要

加强人工智能（AI）教育，探索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实施途径，并鼓励将 AI 教育纳入课后服务项目。而

对于 AI 席卷教育领域的风暴，教育工作者们已经在

积极应对———有学校在寒假布置了 AI 创意作业，引

导学生把 AI 当做作业的“帮手”：上海一中学给学生

布置了诸如“如何设计制作一台简易制氧机”等跨学

科实践题，并鼓励学生运用 AI 工具来辅助完成；北

京一小学让孩子们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春节创

作一副个性化专属春联。而就在新学期的“开学第一

课”上，不少学校邀请机器人做”同学”、邀请人工智

能专家开展系列讲座，为孩子们带来一场科技盛宴。

回过头来看，学生能够熟练使用 AI 工具，又何

尝不是一次对科技的拥抱？接下来，告诉孩子们如何

将其用对地方，从而助力自身的成长成才，则是更重

要的事。

千禧年来临时，一位歌手曾经唱到：“快来吧奔

腾电脑，就让它们代替我来思考。”在如今这个智能

工具唾手可得的时代，或许我们更需要教会孩子的

是，如何让其为我所用，成为良师益友，而不是代替

思考。

科学导报讯 2 月 16 日，万柏林区兴华街道滨

体社区举办“AI 科普进社区、引领科技新生活”雨水

节气活动，20 余名青少年开启了一场新颖、有趣的

科学实验探索之旅。

活动现场，该社区工作人员与青少年一同观看

视频，并向他们科普雨水节气的由来。随后，在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青少年们先后完成了“神奇的烟雾”

“小心酸雨”等实验，更直观地理解了“水”的本质。此

次活动将科学原理融于趣味实验中，引导青少年学

习与雨水有关的知识，让他们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

魅力，收获知识和快乐。 韩潇

科学导报讯 2 月 17 日，运城市垣曲县各中小

学、幼儿园迎来了春季学期开学，各学校开展形式多

样的开学第一课，点亮多彩新学期。新建小学别出心

裁地组织开展“哪吒”主题班会，老师以“哪吒精神”

赋能开学第一课，将传统文化、励志精神、红色教育

相融合，通过互动课堂和多元活动，为学生们奉上一

场关于“收心”、成长、勇气与责任的心灵盛宴，为开

启新学期新征程注入了澎湃动力。

此外，垣曲县各中小学、幼儿园纷纷围绕安全教

育、文化传承、红色思政、科学教育等内容，引领学生

们踏上新的逐梦征程，为迈好新学期的第一步打下

坚实的基础。 杨银军 赵轲 马鸣远

科学导报讯 近日，山西省体育局、山西省教育

厅发布通知，命名 203 所学校为 2023~2026 年周期

山西省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长治市 13 所学校入

选。此次评定旨在充分发挥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在促

进校园体育普及、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和发掘培养

体育后备人才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山西省

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长治市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

体育和教育部门密切合作，以体教融合为抓手，不断

加强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建设，通过开展各级各类适

合青少年体质的传统项目和新兴项目体育赛事，有

力提高长治市广大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赵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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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构建“大科学教育”格局

作为广东省佛山市同济小学的语文教

师，同时也是一位四年级学生的家长，陈金

婵对新修订的科普法中涉及科学教育的内

容格外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她的孩子和许多

学生对科学课程有着浓厚兴趣，更因为她已

经看到中小学教育正向跨学科教学转变的

趋势。

“现在，各科考试都不仅限于本学科的知

识。比如，语文、数学考试的题目中，经常会涉

及一些科学常识。”陈金婵认为，新修订的科

普法使得科学教育有法可依，也让社会更加

重视科学教育。

探索试验初见成效

科普法第二十条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及

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把科普作为素质教育的

重要内容，加强科学教育，提升师生科学文化

素质，支持和组织师生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

活动。

“老师们需要去直观感受新兴科技在社

会中的实际应用，思考我们未来要为社会培

养什么样的人才。”在广东省佛山市同济小学

校长陈建平看来，只有教师具备了更高的科

学素养和跨学科教学能力，才能开展好科学

教育工作，充分带动学生发展，引领学生形成

科学思维。

2024 年，教育部确定全国首批中小学科

学教育实验区 125 个、实验校 994 所，辐射带

动科学教育方式方法改革。目前，许多中小学

校已将科学教育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形成了

较为成熟的科学课程体系，并持续稳定地组

织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级教师张亚介

绍，学校探索在不同年级开设跨学科课程，例

如，“理科综合实践课程”“文科综合实践课

程”“航天特色课程”等，课程由各学科教师共

同研发。这种跨学科教学，也成为一种盘活教

学资源的方式。

“我们学校开设的跨学科课程涉及很多

学科知识。比如，在共建绿色校园主题课程

中，生物教师负责教学生种植知识，化学教师

会科普肥料的制作过程和发酵原理等。”张亚

说，这既能补充教师的课时，也能调用更多学

校已有的人才资源投入到科学教育中。

校内资源仍需扩充

夯实校内人才队伍和科普资源建设是开

展科学教育的基础，而专任科学教师资源匮

乏的问题，在中小学中普遍存在。张亚告诉笔

者，近年来，其所在的学校一直在扩大专任科

学教师人数。但与庞大的学生数量相比，教师

数量仍然显得不足。

教育部近日公开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

科学教育的建议中提到，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科学专任教师缺口仍然

较大，兼任教师比例高，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参

差不齐。

在张亚看来，新修订的科普法将科学教

育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依托科普法，有望进一

步构建“大科学教育”格局。尤其是在科普法

修订实施后，《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指南》和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等

文件相继公布，都体现出国家层面对科学教

育的重视程度，中小学科学教师队伍建设也

有望得到加强。

除了扩充科学教师人才队伍，张亚还提

出，学校对科学教育工作的顶层设计应进一

步完善，尤其是要思考在工作机制上如何与

学校现有的规章制度结合。比如，从学校层面

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统筹规划学校的科学

教育工作。

“现在科技的发展速度很快，学校要保障

校内科学教育资源设备的不断更新。例如，加

强科技类实验室改造，在实验设备、科学教育

场景构建方面提供硬件支持，进一步拓展校

内课程资源。”张亚说。

社会协同亟待加强

开展科学教育，不能仅依靠学校和科学

教师的力量。陈建平认为，来自家庭和社会的

协同支持，是科学教育再上新台阶的关键。

新修订的科普法明确，中小学校、特殊

教育学校应当利用校内、校外资源，提高科

学教育质量，完善科学教育课程和实践活

动。这一条款中特别提到了对校外资源的利

用。

目前，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成为中小学科

学教育的突出问题之一。对此，陈建平深有体

会。除了担任小学校长，陈建平还参与了佛山

市禅城区的研学基地建设工作。她在考察研

学基地时，曾到过一家污水处理厂，发现工厂

全部在地下运行，这与一些科普书籍中描述

的情境大不相同。此外，工厂里还设有很多展

馆、海绵城市沙盘等优质科普资源。

“但要组织开展科普活动，或是为不同年

龄、不同研究需求的孩子提供研学课程，这些

单位就必须开辟新的工作范畴，还要设置专

门的工作岗位。因此，让他们开放科普资源并

参与建设研学基地是存在困难的。”陈建平

说。

当前，大部分学校开展科学教育活动利

用的校外资源，仍以科研院所、专设科普场馆

等为主。新修订的科普法提出，鼓励企业将自

身科技资源转化为科普资源，向公众开放实

验室、生产线等科研、生产设施。陈建平认为，

这或能鼓励全社会一起行动，通过凝聚科学

教育共识，使校方和社会单位的合作沟通更

加顺畅。

姻 唐姝

交警进校园
共筑安全梦

近日，朔州市应县公安交警走进辖区瑞华小学开展春季
“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民警通过生动有趣的形
式，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深深植根于孩子们心中，并借助他
们的小手拉起家庭安全的大手，共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课
堂上，民警向同学们介绍了安全行车知识和行人禁止上高速
的规定，通过答题互动、观看警示教育片、学习各种交通标志
标识等方式，提高了学生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呼吁同学
们把交通安全知识带回家，号召家人一起遵守交通法律法
规，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姻 张瑞鹏 王少卿摄影报道

张小龙：用爱筑梦三尺讲台

长治市 13 所学校

入选全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运城市垣曲县

以“哪吒精神”开启新春第一课

太原市万柏林区滨体社区

举行科普进社区活动

让人工智能
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

“快乐的苦行僧，幸福的追梦人”，是张

小龙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总结和定位。作为太

原市十五中一名数学带课班主任，二十多年

来，他坚守三尺讲台，用爱浇灌孩子心灵，用

知识丰盈学生头脑，用师德撑起教育浓荫，

助力孩子们在人生道路上目标坚定、执着前

行……

自费编印“密卷”

学生时代的张小龙目光清澈坚毅，做事

果敢有主见，一直是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

子，也是同学们奋起追随的榜样。

从山西大学师范学院毕业后，他进入太

原十五中当数学老师，对于这份工作，他异

常珍惜。俗话说，想要给他人一碗水，自己必

须有一桶水。然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张小

龙并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只能一宿一宿地研

读教程。什么是讲述要点、哪里是考试重点，

他用蓝笔、红笔在书本上标注得密密麻麻。

张小龙深知高中数学枯燥、抽象、无味，要想

学好，就得让学生们对数学产生兴趣。于是，

他最大可能地增加授课的互动性，这样下

来，数学课程不仅要点满满，还生动有趣，孩

子们十分喜爱。在学校里，同学们遇到他也

不再躲闪，而是都笑眯眯地称他一声“龙哥”。

跳出考试教材、教课进度，这是张小龙

教学的“第二法宝”。他把自己多年总结的东

西不断调整、整合，创编了独一无二的教案

“龙哥密卷”，用以辅导孩子，让学生们在题

海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弥补不足。每天一

练，不停刷题，资料费是不是很贵？学生给出

的答案是不要钱。“张老师的密卷公开共享、

从不收费，我们对他既感激又崇拜。”学生们

赞许不断。

关心学生生活

学习的兴趣浓了，成绩自然起来了，在

张小龙的用心教育下，学生们由害怕数学变

成喜欢数学，他所带领的班级在各类考试竞

赛中可谓所向披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

引发了学校的关注，不少领导在观摩他的讲

课后积极评价，“这小子有两下”。

2003 年起，张小龙由带课教师升级成

班主任，开始负责班级日常管理。学生们学

习压力大、节奏快、课业重，每日上完晚自习

都得 10 时 30 分，张小龙总是陪着他们。此

外，为了给学生缓解压力，他还会经常组织

各类活动。春天，他带着学生们去黄坡烈士

陵园，缅怀革命先烈，增强爱国情怀；中秋时

节，他自购月饼和水果，帮助学生感受传统

文化，增强家国记忆；每年冬至，他还会领上

住校回不了家的学生，一起下馆子去搓顿饺

子，让他们感受家一样的温暖。

“张老师是我心里最好的老师”“其他班

的同学都想来我们班上课”“《长津湖》出来

后，龙哥花费数千元带我们去看”“我们班有

同学家庭困难，他一直暗暗资助”……谈起

张小龙的好，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话匣子

合都合不上。

拒绝名校邀请

二十多年的执着坚守、默默付出，靠着

内心深处那一份炽热的教育梦想和情怀，张

小龙早已把校当家，把自己的爱全部都给了

班里的学生。在他的大爱下，所带班级 1307
班，全班 59 人有 57 人达二本线，24 人达一

本线；1607 班 60 人全部达文化课二本线，

其中 40 人达一本线。

“在 2021 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中，他带

的 1907 班 15 人参赛、14 人获奖，在教育方

面，张小龙有方法、有实招，着实让人钦佩。”

学校同事评价。用爱守护学生、助力学生成

长，随着张小龙的学生在各类比赛中获奖，

他在教育行业也声名鹊起，省内外一些知名

学校纷纷向张小龙伸出“橄榄枝”，却被他婉

言拒绝了，张小龙表示自己离不开太原市十

五中，更离不开这些学生们。

“学生心中有梦、眼中有光、脚下有路，

是我对他们最大的希冀。”张小龙称，从业二

十多年来，他孑然一身，对学生的爱早已镌

刻在了自己的血液里，“为了培养孩子们，我

先后花了 50 多万元，最穷的时候卡里只剩

400 元，但我觉得很值得，因为在我眼里，他

们不仅是我的学生，更是我挚爱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