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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远

发现美好课程

探索身边的探索身边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

正在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生产方

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也对教育改革产

生了突破性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

附属玉泉学校开发了“智慧童心”人

工智能校本课程，为学生提供真实的

生活情境和问题情境，积极引导学生

在生活、学习中发现科学问题，让学

生学习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构建相关

算法、编写相应程序来解决问题。

课程主要面向三至六年级学生，

依据每个学段学生的不同认知特点

和学习倾向，设置了基础模块、游戏

拓展、智能技术、智能项目等进阶式

学习阶段，每个阶段均配备不同的教

材、课件等学习资料，采用循序渐进、

由浅入深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树立

信息意识、提升计算思维、锻炼实践

能力，从而更好适应数字化的学习环

境。此外，学校还对学生进行社会责

任方面的教育，强化学生的信息社会

责任意识。

打造编程基础

基础模块主要针对三年级学生，

这个学段的学生刚开始接触人工智

能编程，教学任务是帮助学生熟悉编

程内容，培养学生的编程思维。由于

学生的年龄较小，课堂思维集中程度

较弱，所以单元主题学习主要依赖于

创设比较有趣的学习情境，从而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学习专

注度，帮助学生尽快熟悉编程的基础

算法和逻辑结构。

传统节日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教师以“春节贴对

联、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赛龙舟”等

传统节日活动为情境，开设相应的绘

本故事单元主题学习。

以“春节贴对联”单元主题为例，

教师通过视频展示全国各地在春节

期间进行的“贴春联、迎新年”活动，

让学生分析在这个生活情境中，如何

才能更好地完成这项活动。

教师提供相关的图片资源包，

方便学生利用图形化编程软件完成

场景搭建。通过一系列学习，学生

可以掌握在图形化编程软件编程环

境中，如何实现角色的隐藏和出现、

不同场景的切换、角色的位置移动

等知识点。

夯实编程能力

游戏拓展主要针对四年级学生，

以训练学生的计算思维和逻辑运算

能力为主，以游戏任务的形式进行单

元主题学习。借助“打地鼠、打败新

冠、五子棋、弹球”等游戏任务，教师

将编程技术应用于游戏情境之中，培

养学生的程序设计和调试能力。

在“ 打 败 新 冠 ”单 元 主 题 学 习

中，学生需要对主题任务进行问题

分析：如何打败新冠？可以从哪些

方面入手？作品设计的立足点有哪

些？学生基于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设

计方案，比如勤洗手勤通风、保持一

米距离、主动接种疫苗等，每个方案

都可以利用图形化编程软件来完成

设计。

以“主动接种疫苗”为例，学生

会通过编程设计相应的作品方案：

医生利用注射器来注射疫苗对抗新

冠病毒，而新冠病毒在传播过程中

会发生变异，因此针对不同的病毒

需要不同的注射器，同时还需要两

名医生角色……学生先添加所需要

的角色和场景，设计相应的编程程

序，再进行测试和调试，最终实现作

品的顺利演示。

选择这个主题来开展教学，一方

面提醒学生在疫情期间如何保护自

己和他人，提高学生对新冠病毒的认

知和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实现对

三年级基础编程知识的巩固，夯实学

生的计算思维和编程能力，为五年级

完成人工智能编程单元主题学习做

好铺垫。

体验智能奥秘

智能技术主要针对五年级学生，

开始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内容

包括：体验人工智能在生活中的应用

案例，了解语音技术与图像识别技术

的发展历史和应用领域，掌握智能语

音技术和图像识别技术编程模块的

使用方法，辩证看待人工智能技术的

潜在风险。对于小学阶段而言，人工

智能技术的学习主要涉及智能语音

技术和图像识别技术，智能语音部分

开设的单元主题有天气查询助手、语

言宠物等，图像识别部分开设的单元

主题有超市导购员、疫情通行口罩检

测等。

针对“超市导购员”单元主题，第

一个任务是识别水果种类，让学生通

过体验物体识别技术，认识相关编程

模块的使用方法，编程实现机器人

“小飞”识别不同水果的功能。教师

展示生活中的物体识别应用，演示

“小飞”识别水果的具体应用操作，进

而形成问题链：“小飞”可以识别水果

种类吗？你可以通过编程让“小飞”

识别水果种类吗？你能描述“小飞”

识别水果种类的过程吗？“小飞”是如

何认识水果的？为什么会遇到“小

飞”识别不成功的情况？如何提高

“小飞”识别水果种类的成功率？一

系列问题可以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开

展思考和学习。

以伊丽莎白瓜的识别为例，“小

飞”需要通过编程对伊丽莎白瓜进

行特征提取：有梗、有瓤、果皮呈黄

色等，经过大量图像采集后进行特

征学习和特征存储，从而完成对伊

丽莎白瓜的准确识别。教师借助直

观的演示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图像

识别所依赖的机器学习原理，学生

则根据问题链完成人工智能图像识

别技术的学习，体验人工智能学习

的重要作用和工作原理，进而拓展

延伸到超市中其他物品的图像识别

技术应用，完成后续学习环节的知

识储备。

创造智能产品

智能项目主要针对六年级学生，

较为简单的编程任务已经不能满足

对这个阶段学生兴趣和能力的培养，

所以需要教师带领学生发现真实生

活和学习中的问题，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解决问题，更好地锻炼学生的动手

能力、思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在智能灯光管家、智慧停车场、

智能分类垃圾桶、智能垃圾运输车、

智能机器人等项目学习中，教师从学

生真实的生活和学习情境出发，激发

学生的学习和探究欲望，培养学生利

用 计 算 机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能 力 和

素养。

以“智能分类垃圾桶”项目为例，

教师指出我国之前处理垃圾的方式

一般采用卫生填埋甚至简易填埋，这

种处理方式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土地，

而且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因此，实施

垃圾分类可以把有用的垃圾回收再

利用并且减少垃圾填埋，从而降低对

环境的危害。基于这个项目背景，教

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经

历设计方案、实施方案、优化方案的

过程，最终解决问题。

许多人不清楚垃圾分类的具体

标准，在投放垃圾时存在扔错垃圾

桶的问题。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并提

出解决方案——制作智能分类垃圾

桶。第一步，学生分析智能分类垃

圾桶的功能，包括准确辨别不同类

别的垃圾、准确识别后打开相应垃

圾桶的盖子；第二步，设计解决方

案，借助图像识别功能完成对不同

垃圾图片的模拟识别，借助舵机功

能打开垃圾桶的盖子；第三步，完成

装置搭建，运用图像识别、逻辑运

算、变量、列表等功能及模块，实现

程序设计；第四步，运行程序，根据

反 馈 情 况 进 行 程 序 设 计 的 算 法 调

整，最终完成方案优化。

通过“智能分类垃圾桶”项目的

探究学习，学生既可以体验垃圾分类

的重要性，了解垃圾分类对生活的意

义，养成勤俭节约、低碳环保、自觉劳

动的生活习惯，还可以综合锻炼程序

设计能力，培养借助计算机合理解决

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促进信息素

养的不断进步。

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智慧童

心”课程基本实现了小学阶段学生对

于人工智能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引导

学生有意识运用和探索人工智能科

技，为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

奠定基础。学校会进一步提高课程

跨学科教学的比重，让学生在动手动

脑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所学知识技

能的理解和掌握，有利于学生对各学

科知识进行重新建构。

（作者单位系首都师范大学附属

玉泉学校）

上海松江实验小学：

眼睛看不到的风景，
阅读可以

本报讯（通讯员 张红妹） 为

了让学生在书香的润泽中汲取营

养，上海市松江区实验小学开展了

第十六届校园读书节活动。11月

上旬，学校门口的电子屏幕开始滚

动播放读书名言，让学生沐浴在浓

浓的读书氛围中。

据悉，今年的读书节活动在各

个年级设置了不同的主题：一年级

主题是“亲子共读对韵歌”，学校请

家长参与读书活动，加深亲子感

情；二年级主题是“手工作品我会

讲”，学生制作创意书签，充满了书

香书韵；三年级主题是“寻找最美

书架”，学校让学生秀出自己的书

架，描绘自己的未来；四年级主题

是“我的观察日记”，学生写下植物

发芽、生长的点点滴滴；五年级主

题是“有趣的民间故事”，学生把自

己知道的民间故事用彩笔描绘、用

文字描述出来。

读书节的闭幕式上，校长项晓

凤对学生说：“读书节活动结束了，

但我们的读书热情不能消减。脚

步走不到的远方，文字可以；眼睛

看不到的风景，阅读可以。”

安徽蚌埠未来实验小学：

小记者的“食堂探秘”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茜）“同学

们，大家看看，这是咱们午餐要吃

的牛肉，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午餐是

怎么做出来的。”11月 14日，安徽省

蚌埠市龙子湖区未来实验小学的

食堂里，教师带着首批“校园小记

者”开展体验式课程“食堂探秘”。

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

依托校园电视台启动了体验式课

程，首批小记者走进食堂，开展了

第一期采访活动。此次采访主题

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学校了解

到许多学生对食堂很好奇，于是以

“食堂探秘”为主题，带领首批小记

者前往食堂开展实践活动，解开大

家心中的“谜团”。

小记者参观了食堂，并对厨师

进行了采访。“牛肉为什么浸泡在水

里”“为什么灶台上有三口锅”“餐具

要消毒多久”……带着这些疑问，小

记者为大家带来了鲜活的报道，通

过视频在校园中广泛传播，增进了

学生对食堂的全面了解。

此次活动锻炼了学生的语言

表达能力，鼓励学生勇敢展示自

我。“校园实践活动来源于学生、服

务于学生，希望学生在动手、动脑

的过程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副

校长施进楠说道。

一线动态

·广 告·

□ 宋 波

新课程标准的实施为语文课程

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山东

省威海市高新区沈阳路小学在语文

课程改革过程中发现，语文教师作

为 教 学 的 重 要 实 践 者 ，应 当 秉 持

“ 一 切 为 了 学 生 的 发 展 ”的 基 本 原

则，遵循语文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

成长发展规律，勇于创新，转观念、

提技能、改评价，因势而新，从而推

动语文课程改革不断深化，提升学

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转观念
以生为本积极践行新课改

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

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塑造灵

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时代重任。

学校在探索语文特色课改之路的过程

中，语文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力

量，必须秉持新课改要求，积极转变

教育观念。

第一，教师应秉持“以生为本”的

教育观。新课程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学

生主动、全面、个性化发展，因此教师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应尊重学生的个体

差异，挖掘学生的闪光点，助力学生个

性成长。第二，教师应秉持“活动中

心”的教育观。为了更好促进学生自

主学习、主动发展，教师应打破以往

“课堂讲授”单一的教学形式，设计尊

重学生主体性地位的合作探究活动，

以期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第三，

教师应秉持“师生平等”的教育观。古

人云：“亲其师，信其道。”新课改背景

下，教师与学生之间应当构建一种和

谐的师生关系，教师要充当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引导者、合作者、参与者，从

而共同学习、探究课程。

提技能
有效加强教师专业化成长

加 强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提 升 教 师

的专业技能，有效促进教师的专业

发展，是教师自身发展的需求，更是

课程改革的现实诉求。因此，学校

在 探 索 语 文 特 色 课 改 之 路 的 过 程

中，应当加强教师职业技能、专业素

养等的有效培训，着重打造一批师

德高尚、素质过硬、专业过强的优质

师资队伍。

第 一 ，学 校 应 加 强 教 师 的 师 德

培训。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振

兴 行 动 计 划（2018—2022 年）》文 件

的要求，带领教师进行师德师风培

训集中学习，强化师风建设，培养高

尚教师。第二，学校应加强教师的

教育教学能力培训，通过引进优秀

教师教学经验、外出培训交流学习、

新老教师结对子等有效方式，不断

提 升 教 师 的 授 课 基 本 功 和 专 业 水

平 。 第 三 ，学 校 应 开 展“ 业 务 大 练

兵”活动，通过听评课、优质课评选、

观摩优秀教师示范课等方式，引导

教师坚持教学反思，促进教师专业

化成长和教学能力的提高。

改评价
坚持多元化促全面发展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建立“全面

发展”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重构课

堂教学评价标准的内容和模式，以

新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引导课堂教

学改革，是基础教育改革中不可忽

视的重要环节。因此，教师要秉持

新课改理念，找寻每一名学生的发

展潜能，运用发展性、全面性的评价

标准来评价学生，助力学生的语文

素养提升。

第一，教师应当坚持评价主体的

多元化。语文课程改革实施的评价，

应当注重教师评价、学生自我评价与

学生间互相评价相结合，从而有效促

进学生全面、综合、可持续发展。第

二，教师应当坚持评价内容的多元

化。语文课程改革实施的评价，应当

从学生的口语交际、阅读、写作、识字、

书写等综合性角度出发，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的综合性学

习。第三，教师应当坚持评价方式的

多元化。课程改革注重的是学生综合

性发展，教师应改变以往以成绩评定

一切的观念，采用多元评价的有效手

段，有针对性地对学优生、学困生等进

行差异性评价，助推全体学生更好、更

快进步。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小学语文课

程改革面临着新要求，语文教师作为

课程改革的重要实践者，应当打破单

一的传统教学形式的束缚，立足新课

标，有效整合教学资源，积极转变自

己的教育观念，提升自己的教学专业

技能，坚持多元教学评价，为提升学

生的阅读技能、语言表达技能、鉴赏

技能等助力。

三维联动 深化课改
——山东省威海市高新区沈阳路小学语文课程改革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