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人工智能+教学”，漳州这些小学很“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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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在长泰区岩溪中心小学，学校通
过人工智能教师培训、金牌讲师宣
讲、科创特色课堂研讨等形式，积极
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师资培养，做好
传帮带，一批优秀的人工智能教师脱
颖而出。学校坚持实施常态化教学，
多途径提高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
近年来，该校组织学生参加福建省青
少年机器人大赛、福建省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漳州市中小学创客大赛、
漳州市科艺创意大赛等，获区级以上
奖励百余人次。

长泰区岩溪中心小学叶海莲老
师告诉记者，在教学中，通过简单易
懂的方式，让学生了解什么是人工
智能，如何同机器打交道，讲述人工

智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有趣故事和
重要事件，激发小学生对人工智能
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其次，让学
生学习使用图形化编程工具，实现
一些简单的动画、游戏效果，注重培
养计算思维，如顺序、选择、循环等
基本逻辑结构。再者，开展人工智
能主题的手工制作或作品创作活
动，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进行创意
编程，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

“人工智能时代对教育目标、人
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新要求，我们需培
养学生成为智能技术的主人和智能
时代的创新型人才。”长泰区岩溪中
心小学本部校长林冬玉介绍，学校积

极创新教学模式，开展探究式学习与
项目式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进一步加

强跨学科的融合课程，将科学、数学、
信息等多学科知识融合，提升学生综
合素养。

长泰区岩溪中心小学：

常态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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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 可以帮你写程序吗？
答案是可以，但是你必须具备辨识能
力，才能知道它编写出来的程序能不
能用……”2月 17日下午 4时许，在龙
海区石码中心小学创客教室内，人工
智能课程提高班的黄添福老师，正在
给 10 位学生讲授课题《奇妙的算
法》。黄老师从拥抱技术新变化谈起，
引入人工智能工具与同学们进行互
动，让他们正确认识理解 AI，从而培
养孩子们的深度思考能力。

“在编写程序时，就要考虑测量距
离，机械臂抬起来的高度，还有成功的
概率等问题。”课后，该校五年（17）班
郑恩烨同学向记者讲述了“数字中国”
省级比赛的规则。“要设计出比较精
准、安全性高的运行程序，才能在比赛
中取得好成绩。”

“开设信息科技课程，确保学生具

备一定的信息技术知识。”龙海区石码
中心小学副校长林凯浩介绍，学校在
人工智能课程教学中，采用阶梯式分
层教学，进行阶梯培养。学校低年级
主要开设 330B、330D、创意拼等实物
编程课程，为学生今后继续学习人工
智能打下基础；中年级起主要由原实
物编程的学生和对人工智能较感兴趣
的学生组成图形化编程社团和简易机
器人社团，让这部分学生的信息素养
进一步得到提升，再从中选拔出优秀
的学生参加创客社团，并代表学校参
加各级各类比赛。

林凯浩认为，小学阶段的孩子对
新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学校开设人工智能教育主要是要激发
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兴趣，进而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学生心中播下创新的种子。

龙海区石码中心小学：

学教赛一体化

智能家居、自动驾驶、AI 医生上
岗……人工智能正在悄然走进人们的
生活。享受便利的同时，掌握它们背
后的核心技术更为重要。人工智能进
校园，如何激发青少年的创造力，本期
一起来关注。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文 通
讯员 叶威麟 图）木偶头雕刻、木
版年画、棉花画……近日，由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与人民日报新媒体
中心合作开展的“我的宝藏家乡”
项目社会实践团队走进漳州，开
启了为期10天的非遗调研之旅，
为非遗传承与文创产业升级注入
新活力。

实践期间，该社会实践团队
先后采访了木偶头雕刻传承人徐
强老师、漳州棉花画传承人吕佳
慧老师等多位非遗传承人。在与
传承人的深入交流中，同学们领
略到了漳州非遗的独特魅力，深
切感受到了漳州丰富多彩的人文
风情。徐强老师提到，木偶头雕
刻不仅要契合传统与历史内涵，
更要符合老百姓的审美需求。“木
偶不仅仅是一件产品，更是一种
艺术形式。学会雕刻技法后，还
需深入民间进行研究，才能创作
出深受老百姓喜爱的艺术作品。”
同学们听后纷纷表示认同。

为更有效地保护、传承和发
展漳州非遗文化，实践团队在实
地走访调研与查阅文献资料的基
础上，精心归纳整理并制作了约
6 万字的《漳州非遗文化整理
册》。同时，团队成员从数字赋

能、文化认同等多个维度出发，撰
写了《数字化时代下：非遗产业发
展如何推动文化软实力提升——
以福建漳州为例》等 3 篇学术性
论文，以理论指导实践，助力漳州
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文旅产
业的繁荣。

来自平和的叶精益同学目前
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本科二年级
的学生，作为本次实践团队设计
组的组长，他带领团队成员以木
偶头雕刻、漳州木版年画、水仙花
雕刻等多项具有漳州特色的非遗
项目为设计元素，共同创作出了
二十余项文创设计成果。叶精益
同学表示，很高兴看到家乡的古
城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依然保留
着本土的文化韵味，在非遗传承
方面也付出了诸多努力。希望实
践团队能够凭借自己的设计专
长，为家乡的非遗传承和文化繁
荣贡献一份微薄之力，通过设计
与宣传，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家乡
的非遗文化和本土特色文化。

此次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高
校美育课堂的有益补充，更是高
校学子以年轻、开放的视角和思
维，将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与无
限创意转化为切实可行方案的重
要实践锻炼机会。

漳籍清华学子非遗调研
聚焦“我的宝藏家乡”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
员 李新航）寒假期间，闽南师大
艺术学院组织“艺传闽韵”寒假社
会实践团，立足八闽大地、聚焦非
遗，依托美术学、公共艺术专业优
势，通过田野调研与艺术实践，聚
焦“红色寻踪”“非遗匠心”“福文
化”三大核心主题，创作完成了涵
盖红色主题、非遗元素的34幅主
题手绘底稿及系列衍生作品，引
领青年学子领略“闽人智慧”，探
寻“福文化”的独特魅力。

踏访红土振兴路。在漳浦
县，实践团成员们来到车本村革
命老区，重温红色革命岁月。在
东山县，实践团成员深入学习了
谷文昌同志的感人事迹，感受关

帝文化的薪火相传。
艺绘青春“福文化”。福建省

拥有丰富的“福文化”资源，实践
团成员以“福”为墨，以艺术设计
为笔，共同绘制出青年一代的“新
福潮”。实践团的成员们将传统
书法韵味与灵蛇灵动之姿精妙融
合，设计出独具特色的新春祝

“福”，为“福文化”添砖加瓦。
闽南师大艺术学院“艺传闽

韵”实践团以脚步丈量大地，以匠
心激活非遗，以创新诠释福韵，在
八闽大地上书写了新时代文化传
承的青春答卷。未来，学院将持续
深化“红色为魂、非遗为脉、福文化
为核”的实践模式，为提升福建文
化影响力注入更多青春智慧。

闽南师大艺术学院：

艺传闽韵 薪传非遗
新学期，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第

二中心小学将以项目式学习为依托，
深度融合多学科知识，全面提升学生
AI 素养。该校校长康丽清介绍，低
年级重点在于激发孩子对人工智能

的兴趣。教师借助趣味动画、故事等
形式，展示生活中常见的劳动场景，
如校园清洁、厨房烹饪、农场管理等，
引导学生观察其中的劳动工具与流
程；引导学生利用积木，大胆发挥想

象，拼搭与劳动技能相关的创意作
品，比如制作简易的垃圾回收车、打
蛋器、自动稻草人等。

“进阶阶段主要面向中年级学
生，利用图形化编程，拓展思维边
界。”康丽清介绍，此阶段着重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与创意表达能力，持续
深化劳动教育与艺术审美的融合。
教师给出如“智能农场大冒险”“未来
城市服务站”等主题，引导学生围绕
主题展开想象。先在美术课上或用
电脑画图软件，学生精心绘制编程作
品所需的背景与角色，如农场的四季
风光、城市服务站的设施布局等，将
抽象创意转化为具体图像；在编程课
堂中，学生运用图形化编程软件，把
绘制好的元素导入，为角色编写程
序，使其能在设定背景下完成各种劳

动任务。如让农场中的播种机器人
按规划路线精准播种，城市服务站的
清洁机器人自动清扫街道。

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后，进
入高阶阶段的高年级同学可以进行编
程机器人学习。康丽清说，教师引导
学生关注生活中的实际劳动需求，确
定机器人设计目标。学生们分组协
作，利用专业机器人套件搭建机械结
构，这一过程需要综合运用数学的几
何知识、物理的力学原理，确保机器人
结构稳固、行动灵活；搭建完成后，学
生运用编程知识为机器人编写程序，
使其完成任务。在整个项目过程中，
学生不仅要掌握编程和机器人技术，
还要深刻理解劳动流程，培养团队协
作精神与创新能力，不断优化机器人
设计和程序，提升其工作效率。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第二中心小学：

分学段开设课程

漳籍清华学子实践团队成员合影漳籍清华学子实践团队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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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泰区岩溪中心小学人工智能社团同学在编程

▲人工智能教学受学生青睐

“瞧，我们的柴草垛堆得越来越
高了……”2月 15 日，漳州市第二实
验小学五年（5）班学生郭语乔和小伙
伴们一起回老家，走进大自然，感受
春天的美好。

“爸爸的老家位于九龙江畔的
龙文区朝阳镇蓬洲村，这里有绿色
的蔬菜和水果。弟弟和他的小伙伴
去摘青枣和香菜，我们负责捡柴
火。”郭语乔兴奋地说，上三年级的
弟弟郭诺彬和上二年级的王亦然等
伙伴都很喜欢到爷爷奶奶家玩。大
家有时候会商讨出一个比赛方案进
行比拼，有时候就是随意地想怎么
玩就怎么玩。

“在自然教育的广阔天地里，不
同年龄段的受众可以有不同的收
获。儿童可以在大自然中培养博物
认知，青少年可以进行自然探索和科
学探究，大人可以从风物、生活体验、
传统文化进行一些感悟。”郭语乔的
姑姑郭耀梅是一位老师，她认为，让
孩子们走进花海田园去近距离感受
大自然，能够提升他们的观察力和创
新能力；家长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
中，也能放松身心，增进亲子关系。

田野郊游田野郊游

畅享春日畅享春日 融入自然融入自然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春和景明，正是露营
好时光。2 月 16 日，闽南
师大龙文附小五年（3）班
学生詹于萱邀请张佳彤、
蔡礼怿、汤凡莺、吴泽毅等
几位同学一起去参加户外
露营活动。

家长们提议让小朋友
们自己商议时间和地点，
大家经过一番讨论后，决
定在下午两点半出发，在
云洞岩山脚下集合。小伙伴们在家
长的陪同下，先爬山。四点左右开
始在露营基地烧烤，大家自助烧烤、
唱歌、逛游乐场，活动在七点半左右
结束。

最开心的莫过于烧烤环节了。
小朋友们在爸爸、妈妈的指导下，很
快就掌握了要领，滋滋的声音和四
溢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吃过了又
香又辣的烤串之后，小朋友们准备

的水果和饮料派上用场。
在露营基地，滑滑梯、蹦床、打

羽毛球、玩飞盘，小朋友们三三两两
联盟或者对弈，欢声笑语一片。“咔
嚓、咔嚓……”爸爸妈妈是最好的

“摄影师”，摁下快门留住影像的瞬
间，一张张脸都笑成了一朵朵花。
蔡礼怿的妈妈表示，春光正好，让孩
子们走出教室，互动游戏，体验制作
美食，在游玩中有所收获。

户外露营户外露营

捡拾柴火乐趣多

小伙伴们逛游乐场

本报讯（记者 朱祥超 陈慧慧
通讯员 戴莉莉 文/图）为扎实做
好开学季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进一
步增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2 月 19 日，漳州台
商投资区交警大队、文教中心工作
人员走进东美中心小学，开展春季
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

活动中，漳州台商投资区交警
大队宣传民警根据小学生年龄特
点，运用通俗易懂和活泼生动的语
言、游戏、交通情景模拟等方式，让
学生认识常见的交通标志，学习交

通规则，接受日常出行安全知识，感
知和体验公路上的危险，并了解汽
车周围盲区、交通陋习的危害。此
外，宣传民警还倡导学生将交通安
全知识带回家，通过“大手拉小手”，
使交通安全意识深入人心，共同营
造校园周边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东美中心小学学生韦琳说：“交通安
全讲座让我受益匪浅，不仅学到了
很多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还明白
了交通安全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努
力。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牢记在
心，做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学生，
为交通安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交通安全第一课“警”彩开讲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现场

◀老师讲解信息技术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