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受欢迎，学校来了一批“AI体育老师”

一场传统与现代科技深度融
合的教育革新在无锡市连元街小
学悄然展开。AI 魔镜、AI 体感
屏、AI机器狗，该校在无锡中小
学率先引进“AI体育老师”。

“AI体育老师”魔镜，这个高
科技虚拟形象不仅能播放动感十
足的韵律操视频，还能实时捕捉

并分析每个小朋友的动作，帮助
孩子们掌握正确的运动技巧。体
感屏充满趣味，能记录孩子们的
各种运动数据，如投球榜、蹲跳榜
等。上体育课时，新上任的“AI
体育老师”——银灰色金属质感
的机器狗会带领学生们进行热
身，赢得全校师生的喜爱。

“我们探索基于人工智能的
新教学模式，让学生都能体验并
运用人工智能，从而激发学生运
动的热情和对科技探索的兴趣”，
该校副校长周孝丽表示，“AI 体
育老师”不仅是对学校传统体育
课的一次创新尝试，更是对未来
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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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体感屏跳远，和机器狗一起跑步，戴上眼镜领略“星空浩瀚”，智批机自动批改
试卷……近期，江苏省教育厅已启动“AI+教育”十大攻坚行动，重点建设省级教育资源
智能中枢，开发AI教研一体化平台，计划年内培育100所智慧教育标杆校。当人工智
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场景，课堂上有哪些变化？师生们又有哪些收获？近日，现代快报
记者走进江苏多所学校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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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有学校提到，在实际
应用中，为了让AI技术无缝融入
教学场景，老师要非常熟悉AI工
具的使用。AI最大的特点，就是
生成内容的不确定性，因此对老
师的备课能力、知识储备、临场反
应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今年3月《梁溪区进一步深化
人工智能进校园、进课堂创新行
动方案》出台，意味着无锡梁溪区
将落实建成1个区域人工智能体
验中心、孵化10所人工智能应用
引领校（园）、开发100个AI融合
教学典型案例、培养 1000 名 AI
应用骨干教师、选树10000名AI
应用小达人等11项重点任务，全
面推动人工智能进校园。

“有些家长担心孩子过度依
赖 AI，这提醒我们技术必须‘有
边界’。”无锡市梁溪区教师发展

中心信息支持部主任张吉介绍，
教师在课堂上始终掌握主导权，
而数据安全更是师生的必修课。
学校要培养的不是被算法支配的
人，而是驾驭技术的主人。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育学
院）副院长、江苏“互联网+教育”
基地主任马志强教授表示，当前
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AI
大模型，能够辅助师生探索海量
的教育数据蕴含的规律，生成教
与学的路径和方法，甚至还能辅
助师生进行教学决策，因此可以
把它看成是一种“类主体”参与到
教育活动中来。“我觉得‘AI+教
育’关键是要从人机协同或者人
智共育的角度看待师生和‘AI类
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AI具有
自主性，那这种类主体到教学里
面来，我们以前师生之间的交互

就加入了类主体，就变成了师、
生、机三者之间的交互。在这种
交互里面，师生承担的是认知角
色，AI 帮助我们做数据分析，判
断材料观点的预先生成，师生发
挥自己的主体性再进行总结、分
析和判别。所以我觉得学校、教
师管理部门等，要利用规章制度
来建立师生与AI活动的边界。”

面对未知的风险和挑战，马
志强教授表示，未来AI教育要跟
教、学、评、管、研等场景问题深度
融合。“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到AI
使用过程中涉及的‘认知外包’，
也就是师生可能会产生的把自己
的责任让给AI的情况。”马志强
教授表示，在面对AI技术赋能教
育时，伦理道德、数据隐私等风险
性的挑战，在未来要进行应对方
法的研究和实践。

AI融入课堂，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AI+学科深度融合，给学生埋下兴趣“种子”

走进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人工智能实验室所在楼层，刚出
电梯就会被满满的科技感所震
撼。从2019年正式办学，这所学
校就把AI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
作为教学特色。学校除配备专用
人工智能教室，还建有“AI+无人
机”“AI+机器人”“AI+VR”等多
个人工智能综合教室，同时，学校
对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一期建设进
行升级改造，新增3D打印机、未
来派套装、无人机等人工智能设
备。利用课程基地建设的VR理
化生虚拟仿真实验室、无人机探
索迷宫训练室、AI+机器人融合

教室组织情境教学、沉浸式体验
教学，为师生提供感知类、验证
类、探究类等实验资源和实验环
境。

“我们学校现在有面向全体
学生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也组建
了更高阶的人工智能社团，会定
期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在人工
智能实验室，该校教学管理处主
任任丽君拿出平板电脑，给现代
快报记者演示了课堂上用到的部
分实操功能。打开“畅言智AI”
App，与机器人“小飞”连接后，启
动AI技能功能，可以通过输入每
一步的指令，如“将英文翻译成中

文”“将声音合成为翻译结果”等，
实现让机器人听到英文后说出对
应的中文词语。

“通过这样将步骤拆解，让学
生自己输入指令，可以让学生深
入了解AI是如何运行的，就是知
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希望在他
们心中埋下一颗兴趣的种子。”任
丽君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近年来
学校将人工智能与教学融合起
来，学校教研组还编写出版了《善
用 AI 巧融学科——人工智能跨
学科融合教学设计与案例》教材，
包括语数外史地生等基础学科，
也有心理健康、美术等。

AI深度赋能教育，让数据分析更加智慧
当AI走进学校，除了可以赋

能课堂教学，还能在课后为老师
减轻负担，也让数据分析更加智
慧。苏州市第三中学校以“教学
场景+AI+工具”为核心路径，率
先构建覆盖教学全流程的AI应
用生态。该校教学处施老师介
绍，学校有专门的智能批改机，目
前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作业，
都能通过这一系统实现智能批
改。“学生完成试卷后，老师先手
写答案卷，然后给智批机扫描，识
别标准答案，最后批改学生试
卷。”

“我们学校还在试点苏州智慧

教育大平台，利用本地化模型对学
生数据进行训练。”据介绍，家校通
基于全校学生的各种数据，可以针
对性生成某个学生的学情分析并
给出相应建议，让家长能随时掌握
了解孩子的在校动态；课表通则是
基于学校的课表数据，智能调课，
并录入学校日志数据，充分提升教
学效率与管理效能。

在无锡市梁溪区扬名实验学
校，全面采用智慧作业系统、
EINK水墨屏等数字教学设备进
行课前数据采集，教师根据数据
反馈的学生实际情况，作为学科
组备课研讨素材、教师个人备课

主要依据实施备课。课中，教师
通过系统，结合课程内容，精选教
学内容，课堂根据学生学情，实时
推送同类型材料，提高课堂实
效。课后，智能组题、智能批阅，
通过错误分布、云图诊断学情、靶
向微课实施干预、AI生成个性化
作业巩固，使单元巩固率、学困生
转化率都有所提高。该校课堂还
引入“虚拟VR”数字设备，教师在
课堂教学中，融入虚拟场景，让学
生领略“星空浩瀚”、操作“数字实
验”、模拟“安全演练”、实践“特殊
运动”，填补学生校园实践空间的
不足，让学生身临其境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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