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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
小时，课间活动时间由 10分钟增加到
15分钟”，全国中小学“2·15”专项行动
正在全面落实和付诸行动。无锡市新
吴区锡梅实验小学精心规划，全面落实

“课间改”，将学生每天运动时间满2小
时、每个课间活动15分钟的要求融入日
常教育教学，让学生动起来，让课间飞
扬起来。

“课间操藏着非遗文化元素，体育课
秒变‘快乐星球’”，锡梅实小的这一获
得纷纷点赞的“话题”在学生家长中和
区域教育界传播开来。

“对于课间15分钟，我校创新性地
采用了结构化设计方案”，该校校长华
丽芳介绍说，结构化设计就是学校独创
了“3+10+2”黄金课间活动法，具体就
是：前3分钟，让学生冥想呼吸、做关节

唤醒操，实现学习状态转换；中间核心
10分钟，设计推出7大民族体育项目和
17项创新游戏，让学生自由选择；后面2
分钟，让学生做经络拍打操，并进行学
科知识卡片预习。

在课间的核心活动时段，学校鼓励
学生参与形式多样的课间活动，涵盖室
外与室内、静态与动态、运动与益智、传
统与创新等多种类型的24个运动项目，
充分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锻炼身体、启迪思
维。

学校还创造性融入民族传统体育与
游戏元素，开展踩高跷、背篓投球、大陀
螺等7个民族体育和文化活动，以课间
为纽带，将民族团结教育、文化传承与
体能锻炼充分融合，打造出“小课间、大
文化”的特色育人场景。

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该校严格按
照国家课程标准与教学规范执行。对
于兼职体育教师，学校定期开展全员培
训，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
及课堂管理等多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并鼓励他们不断创新，以提升体育教学
的趣味性和实效性。同时，学校还注重
体育课程的评价与反馈机制建设，确保
每位学生都能在体育课程中得到应有
的成长与进步。

在营造浓厚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方
面，学校定期组织各类体育竞赛与活
动，激发学生的运动热情，培养他们的
团队合作精神与竞技意识。同时，通过
多种渠道宣传健康运动的重要性，引导
学生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

当孩子们踩着板鞋呼号前行、顶着
瓷碗专注行走时，他们不仅在强身健
体，更在脚步间踏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生动印记。“当踩高跷的欢笑声
回荡校园，当身心在放松中描绘出成长
曲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体质的提升，
更是文化自信在少年脚步中的生根发
芽”。

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创新，正
是“2·15”专项行动从量变到质变的最
佳注解——教育终究要让生命在文化滋
养中蓬勃生长。 匡贤云

“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你，但使用人工
智 能 的 人 会 取 代 你 ”“ 卷 的 思 维 是
Think Better，创 新 的 思 维 模 式 是
Think Different”……讲座开场，金句频
出，赢得一片掌声。日前，无锡市数据
局党组书记、局长胡逸走进无锡市第一
中学讲坛，为该校全体教职员工开设了
一堂《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专题讲座。

当“备课AI化”成为常态，教师如何
定义专业价值？如何面对数智化浪潮
的冲击之问？整场讲座充满启发，胡逸
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的思
考和理解，鼓励和引导老师们思考如何
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更好地推动教育
发展。

如何借力智能技术重塑育人路径，
已然成为教育工作者必须直面的时代
命题。作为江苏省智慧校园示范校，无

锡一中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开始积极思
考并探索人工智能+教育的新样态，今
年开学相继举办了多场人工智能教学
和研讨活动。

你的手机里有几个人工智能应用软
件？当学校管理遇上智能技术，如何构
建数据驱动的治理新范式？行政管理
如何实现提质增效？围绕这些问题，无
锡一中近期组织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会，“教育AI化不是选择题，而是必
答题”，校长陈博以《DeepSeek-国产
AI 的突破与创新》为题做专题学习分
享，鼓励各部门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如何
为部门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与效能。

AI如何融入课堂教学？人工智能
时代学生又该如何学习？无锡一中教
师一直在思考并积极将人工智能技术
融入各学科的课堂教学之中。在该校

“红楼·思享汇”这一交流平台上，通用
技术老师郑磊在以《人工智能时代，我
们如何“向善”而行》为主题的公开课
上，以DeepSeek模型作为核心范例，深
入浅出地阐述了其对全球科技竞争格
局产生的影响，以及给AI行业格局带来

的变革，让学生们深切受益。
在郑磊老师指导下，学生从技术实

践和人文伦理两个视角对人工智能进
行了探讨，并逐渐深刻认识到人文精神
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要将

“向善”理念融入技术设计，倡导运用人
文智慧来平衡科技发展，构建技术与人
性和谐共生的关系。

据了解，无锡一中教师目前人均安
装3个以上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安装数
量最多的数学组老师黄荣有12个，他熟
练运用这些人工智能应用软件辅助教
育教学工作，“这些应用软件给我教学
工作带来了便捷。不同的应用软件各
有其特色，比如，可以用DeepSeek来解
决数学问题，利用腾讯元宝检索腾讯生
态的信息资源，利用Kimi智能助手、天
工AI辅助教科研工作。”

“从共享学习资源到组织开展专题
学习，从理论感知到课堂实践探索，深
入学习并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我
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风尚。”陈博表示，
人工智能技术将是无锡一中优质学科
组建设新的增长点，也将是智慧校园建
设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鲍静

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一些本地“非遗文化”日渐成
为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课程资源。无锡市新吴区春潮幼
儿园立足社区，聚焦“寻访非遗”主题，遵循各年龄段
幼儿特点，以项目化学习为抓手，探索将“非遗+”模式
融入幼儿园课程和日常活动中，实现了本土“非遗文
化”资源课程化。

“非遗+体验”：体验中学习
该园通过梳理本土非遗项目，将其转化为课程要

素，让非遗文化融入以活动为载体的课程实践，有效
建立资源链接，促使后续达成课程目标。

教师们通过参观非遗工作坊与当地手艺人面对面
访谈，邀请糖画手艺人钱元率、锡绣传承人富饶、篆刻
手艺人胡军等，走进幼儿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
通过艺人的答疑解惑、作品讲解，让幼儿见识了糖画
从糖浆到绘图再到成型的全过程，体验了锡绣的基本
技法，尝试了在特制材料上刻画出象形字图案，真切
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非遗+游戏”：项目中学习
在“非遗+游戏”模式中，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形

式，注重幼儿的主动性、活动性，创设以“糖画”“锡绣”
“象形字”三条非遗游戏廊道，激发幼儿在游戏中主动
学习和探索，基于文化感知、主动体验获得真切的实
践经验。

小班幼儿聚焦糖画图案的认识与绘制，链接糖画
与皮影戏两种艺术形式，初步体验了糖画、糖葫芦等
不同糖品的制作、分类、艺术表征等。中班走廊非遗
游戏区汇集了锡绣艺术品欣赏、设计纹样、染线体验、
刺绣体验、锡绣文创制作推广等游戏形式，让幼儿们
有了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平台。大班幼儿则通过用身
体代替笔“书写”象形字、挑战实物与象形字的实意匹
配、用象形字表意创编故事等游戏方式，提高对象形
字的理解与初步运用能力。

同时，幼儿园以游戏走廊为载体的项目式学习，助
推幼儿围绕相应非遗内容进行全方位的参与，在游戏
过程中体验非遗文化。

“非遗+家社”：拓展中学习
该园将“非遗文化”融入幼儿园课程，推进园、家、

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引导家长积极参与到前期非
遗文化认知上，从而更好地在家庭中潜移默化对幼儿
产生正面影响。

在课程开始前，幼儿园邀请家长共同参与梳理可
利用的资源，与幼儿一起作相关收集、参与活动等。
通过“一起长大”等平台分享班级做法，邀请家长分享
班级非遗课程开展情况，不仅实现了其传承文化、激
发兴趣的初衷，还让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

幼儿园多元赋能“非遗+”模式在课程中创新融
入，在幼儿心中播下文化自信的种子，激发了幼儿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后期，春潮幼儿园还将加强与
社区、家庭的联动，共同搭建传统文化传承的平台。

华艳

数据局长进校开讲人工智能
无锡一中探索人工智能+教育新样态，积极赋能教师发展

在课程中融入
“非遗+”元素
无锡这所幼儿园探索将“非

遗文化”作为课程资源开发

“课间改”玩起民族传统文化
锡梅实小创造性在课间活动中融入民族传统体育与游戏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