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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创
依托新技术，给每一个孩子最适合的教育。随着科技发展，人工智能（AI）成为培养学生创新素养的新途径，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

校通过打造开放式学习新空间、三层课程体系建设等路径，让学校每一个学生感受、体验、应用人工智能，积极应对时代变化。今年四
月，复旦大学基础教育集团联合学校与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共建“复旦大学人工智能创新人才共育基
地”，共育基地的建设，将进一步为学生引进更专业的专家资源、创建更好的体验环境、打造更深度的体验内容。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系列报道（六）

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
人工智能教育面向每一个学生

■资讯

福山唐城外国语小学开展少先队活动区级展演

遇见科技 预见未来

构建三层课程体系
让学生人人可学

“人工智能教育绝对不是只
面向个别孩子，盯着他们出竞赛
成绩，它一定是面向全体学生
的。”该校李鸿娟校长介绍，为满
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学校构
建了普及类、兴趣类和志趣类三
层人工智能课程体系。普及类课
程侧重普及和体验，旨在让学生
初步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和
应用；兴趣类课程则面向有浓厚
兴趣的学生，通过深入学习和实
践，提高他们的AI技能和应用能
力；志趣类课程为满足AI方面有
特长的学生需求，强调创新和高
水平的技术应用，培养他们在AI
领域的高级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值得一提的是，兴趣类课程基于
学生兴趣，学生可以自主抢课。

不久前，四年级学生朱东来
在老师指导下搭建了一个摩天
轮，在创作过程中，他发现如果
座椅不进行固定，旋转时会因重
力而向下移动，而离心力则推动
座椅向外移动，导致座椅失去平
衡。因此，他在每个座椅下安装
了可调节的固定装置，确保摩天
轮运转时，座椅始终保持安全状

态。“学校的AI课程不仅能实现
我脑海中的创意，还给我带来了
极大的成就感。”朱东来从小就
对机械制造和航天工程感兴趣，
自从去年加入学校AI社团，逐渐
将理论运用到实际项目中，在实
践中开展对AI的进一步探索。

对于三年级学生袁浚哲而
言，虽然从小学过 Scratch 进行
简易编程，但还没有太多机会运
用到实际中，但上学期他加入了
学校的人工智能班，学到了很多
有趣的AI知识。在课堂上，他知
道了世界上第一台打败人类围
棋高手的AI机器叫“阿尔法狗”；
世界上第一个鼠标是1968年发
明的；他还知道了齿轮是怎么运
转的，“最常见的是涡轮运转，因
为它在摩天轮、转转杯等游乐设
施中经常使用，而且安全系数
高。我认为人工智能有无穷的
奥秘需要去探索发现，它会为人
类的生活带来变革。”

经过学校近3年的实践，普
及类课程学生参与率达到100%；
兴趣类课程帮助学生在实际应
用中体验AI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的思维能力得到一定的提升；志
趣类课程培养了AI特长生的高
级技术能力和创新思维，使他们

能够在较为复杂的项目中表现
出色。通过这些分层课程，学生
们在不同层次上得到了全面的
发展和素养的提升。

建立开放式学习新空间
让学生处处能学

七年级学生李铭夏在社团
里，运用AI人脸识别功能设计了
一款小游戏，通过头部移动让屏
幕上框架图的点移动，再根据编
制的游戏规则，完成相应的指定
动作，到达指定位置后获得游戏
积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到
了编程知识，还能体验自己的成
果。”李铭夏介绍，AI如今在生活
中无处不在，学校提供的AI探索
开放空间更是让他徜徉其中。

课间十分钟，就是李铭夏和
同学们在校园里到处“撒欢”的
时间。AI算法体验区、AI知识闯
关墙、未来城市及遍布校园的AI
智慧服务点……这些充满AI元
素的开放式学习体验空间，是他
们最喜欢逗留的区域。

据介绍，学校不仅打造了一
间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还充分
利用校园公共大空间创建了很
多开放式的 AI 学习体验空间。
这些空间为每位学生提供了实

践和探索机会，形成了“人人皆
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泛在
学习环境，并成为教学和展示场
所。

同时，借助这些空间的参观
导览和讲解需求，学校创设了“AI
智能服务点导览员”“AI空间小
小讲解员”等角色岗位。在AI小
小讲解员的项目中，学生们扮演
导览员的角色，为外校参观学生
及老师介绍校园和展示馆内的
各类AI展品体验。学生们在准
备讲解内容时，需要深入理解所
介绍的AI技术，从而内化自己对
人工智能的学习与理解，也增加
对AI后续的学习兴趣。

“六年级的时候，我刚开始
接触编程和机器人，简直就是个

‘小白’，但在老师带领下，现在
我不仅能够用代码让机器人动
起来，还能让计算机自己学习解
决各种问题，这真是太酷了！”七
年级学生李吴悦在入门后越发
感受到AI的乐趣，尤其是学校的
人工智能实验室让她流连忘返，

“里面摆满了各种高科技设备，
老师不仅教我们科技原理，还会
手把手带我们做实验，参加各种
比赛。”李吴悦表示，正是这些经
历，让她对AI世界充满了好奇。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浦东新区福山唐城
外国语小学的少先队近年来一
直致力于打造“唐城机长制”品
牌活动，放飞少年的蓝天梦。日
前，浦东新区少先队活动区级展
演暨主题教育项目化学习展示
在该校举行，该活动以“遇见科
技，预见未来”为主题，展示了该
校“小机长”在“趣味性”“游戏
性”的校园氛围中成长的故事。

活动当天，富有创意与设计
的特色展台依次在校园大道两
侧陈列开来。红领巾讲解员与
红领巾志愿者为来宾热情介绍
各自飞行队的科技创造和实践
研究，来宾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欣
赏环保服装走秀、了解未来校园
畅想、聆听小机长对于适老化智
能家居设计的讲解。

该校多功能厅举行的展演活
动精彩纷呈，校管弦乐队和英语戏
剧社的节目吸引了很多观众；六位

“机长”则讲述了他们在唐城飞行
基地中参与的实践活动，以及他们
的体会：机长的品质包括“尊重”

“责任”“合作”“温馨”，机长精神需
要“正气”“大气”“雅气”“灵气”。

福山唐城外国语小学少工委
主任李颖华在活动中隆重介绍“福
山唐城小机长”品牌，并表示该校
努力变革学习方式，全面提升“小
机长”的学习能力；努力做好科学
加法，助力提升“小机长”的科学素
养；努力加强五育融合，着力提升

“小机长”的综合素质。出席活动
的浦东新区教育局德育处副处长
黄霖充分肯定了福山唐城外国语
小学将“科技”这一主题融入德育
工作并以项目化学习的方式进行
实践和探究的教学方式，肯定该校
基于“唐城机长制”的特色品牌
活动。赞扬队员们在实践研究的
过程中学会自主合作、自主沟通、
自主创新、自主组织、自主实践，展
望科技发展前景，激发了对未来科
技世界的无限遐想。

非遗传承助力
传统文化创新

本报讯 记者 明玉君 近
日，“非遗传承、艺术传播与中
国品牌发展”学术论坛在上海
师范大学顺利召开，论坛由中
国新闻史学会博物馆与史志传
播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师范
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承办。

中国新闻史学会博物馆与
史志传播专委会理事长黄昇民
理事长在致辞中表示，期望未
来能更多通过艺术作品的形
式，将非遗项目和传统文化传
播到更广泛的受众中，让更多
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优
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青年一代在非遗传承和
文化创新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
色。”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
院院长孙宝国指出，学院有责
任和义务培养更多对非遗和文
化创新有热情、有才华的青年
人才，为青年一代提供更多的
学习和实践机会，助力他们在
非遗传承和文化创新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开幕式后，专家学者分别
就“整体性视角看非遗保护传
承的数字化发展”“数智赋能品
牌塑造与传播”“数字传播环境
下观众进剧院的驱动因素调
查”“博物馆传播学学科建设”
等若干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东方讲坛·创业生涯系列

第三场开讲

本报讯 记者 明玉君 近
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指导，上海市就业促进中
心主办，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
务中心（上海市公益广告协调
中心）、上海市社区文化服务中
心、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等承
办，以“‘就’在上海，海纳百创”
为主题的“2024年东方讲坛·创
业生涯系列讲座活动”第三场
活动顺利举办。

讲座现场，同济大学政治与
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所所长、上
海市公益创业基地导师钟晓华
以《社会创新与公益创业》为题，
深入浅出，引导创业者了解在快
速变革及创新驱动的时代背景
下社会创新与公益创业的重要
性和发展前景，帮助创业者思考
如何通过新的产品、服务、组织
或流程进行创新。

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构建三层人工智能课程体系，满足不同层次学生需求。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