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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AI）正在不
断重塑学校的课程教学内容、教
学组织形态、资源建设配置以及
管理评价模式。“江苏是教育大
省，在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改
革创新方面理应主动作为、创新
求变，助力全省教育战线内涵建
设提档、转型、升级，切实发挥‘争
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
使命任务。”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
杨树兵表示。

《方案》提出，到2027年形成国
内一流、江苏特色的人工智能赋能
教育实践模式。其中基础教育阶
段的目标关键词是“率先普及”，即
在全国率先普及中小学人工智能
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关键词是

“一流”“突破”，即打造一流人工智
能学科专业集群，人工智能科技创
新取得重要突破；支撑体系的关键

词是“能力”“水平”，即建成国内一
流的算力平台支撑能力，提升教育
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据了解，《方案》涉及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师队
伍、科技创新、资源建设、教育治理
等方面。

基础教育的重点任务是全面
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聚
力构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新样
态。明确将启动研制中小学人工
智能教育指导意见，分类指导并逐
步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纳入地
方课程，充分发挥教育部“中小学
人工智能教育基地”、省级人工智
能实验区和实验校的引领示范作
用，并针对农村学校和特殊教育，
实施“AI教育普惠计划”，推动人工
智能赋能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职业教育的重点任务是充分

利用人工智能提升职业院校办学
能力，引导产教协同育人模式变
革 。 强 调 支 持 高 校 聚 焦 江 苏

“1650”产业体系，校企共建一批
人工智能领域高水平实践基地、
产业学院和产教融合共同体，将
人工智能核心技能融入专业课
程，积极开发“岗位能力+人工智
能能力”的模块化课程，推进工学
交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高等教育的重点任务是加强
“人工智能+”学科专业体系建设，
大力培养交叉复合型创新人才。
要求高校要依托江苏高校优势学
科、学科交叉中心、品牌专业等平
台项目，进一步推动学科交叉融
合，打造若干国内一流的人工智能
领域优势学科和品牌专业集群。
同时依托省级人工智能学院、未来
技术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等平

台，推进本研贯通培养和“人工智
能+其他专业”的双学士学位培养
项目，打造“人工智能+”育人场景
和优质课程资源，大力培养人工智
能创新型、技术型人才。

杨树兵表示，下一步，江苏将
构建“1+N”改革工作体系，抓紧
研究出台各领域、各学段具体的
行动计划，加快构建具有江苏特
色、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教
育工作体系；建设一批省级人工
智能实验区和实验校，在高校遴
选一批人工智能助教、助学、助
管、助评案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
在各领域各学段的融合应用；鼓
励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抓好《方
案》各项举措落地生效，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和模
式，争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改革
创新走在全国前列。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江苏出台行动方案，到2027年形成国内一流、江苏特色的教育实践模式

水泥变身“充电宝”，能
发电也能储电

在 建 筑 能 耗 占 全 国 总 能 耗
45%、碳排放超50%的严峻背景下，
传统光伏能源受天气制约、储能成
本高昂的短板愈发凸显。东南大学
团队依托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材料全
国重点实验室，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首批原创-探索项目的资助下，研
发了仿生自发电-储能混凝土，该成
果涵盖自发电水泥基超材料、自储
电水泥基超级电容器两大技术模
块。

团队研发了N型热电水泥和P
型热电水泥两种自发电水泥基超材
料，性能远超传统材料。其中，N型
热电水泥塞贝克系数达-40.5mV/
K，是传统水泥基热电材料最高值的

约10倍；P型热电水泥功率因数PF
值是传统水泥基热电材料最高值的
51倍，ZT值为传统水泥基热电材料
最高值的42倍。

值得关注的是，自发电水泥基
超材料只要存在温差就能持续发
电，填补了清洁能源受天气制约的
供应缺口。此外，其在力学性能上
同样表现优异，抗压强度提升60%、
韧性增强近10倍，破解了传统热电

材料力学性能不足的难题。
团队研发的自储电水泥基超

级电容器，在保持水泥高强度的同
时，将离子导电率提升 6 个数量
级，具有良好的电化学可逆性与快
速的电荷转移能力，20000 次充放
电循环后，仍然能保持其初始比电
容的95%，耐久性远超现有电池材
料。

在此基础上，团队进一步基于
特种磷酸镁水泥研发储能材料，离
子电导率高达 101.1mS/cm，超越
现有商用固态电池材料。经测算，
如若将其制成储能墙板，可存储居
民住宅约一天的用电量，与光伏配
套使用，能提升光伏利用率30%以
上，降低用电成本超过50%。

灵感源于植物根茎，水
泥兼具建筑材料与能源载体

据介绍，团队这两项创新成果
的核心灵感源于对植物根茎的深度
观察。自然界中，植物维管组织的
层状木质结构不仅强韧，还能为离
子传输提供“高速通道”，并通过界
面选择性调控离子通过。

受此启发，团队运用双向冷冻
冰模板法，复刻植物维管的微观形
态，并向层间孔隙填充柔性材料，实
现水泥基材料高强、高韧、高离子导
电率的统一，让水泥兼具建筑材料

与能源载体的双重属性。
仿生自发电-储能混凝土应用

前景广阔，有望重塑多个领域的能
源格局。

比如，在建筑领域，自发电、
自储能水泥制成的墙板可使建筑
大幅降低对外部电网的依赖，变
身“绿色能量体”；交通场景中，混
凝土道面凭借巨大表面积，成为
可发电储电的“零碳”服务区，未
来新能源车无需充电桩，在路面
行驶即可无线充电；在偏远地区，
无人基站、环境监测传感器等设
备，将依靠水泥的自发电特性稳
定运行，有效解决传统电源供应
难题；低空经济领域，自供电混凝
土跑道既能为飞行器提供无障碍
起降场地，又能在其停留时极速
补充续航能量，推动城市空中交
通安全高效发展。

缪昌文院士表示，在全球朝着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迈进的当下，
水泥混凝土材料正不断改写传统
建材“结构承载-能源消耗”的单
一属性，朝着绿色低碳、多功能、可
持续的方向发展，构建“材料-能
源-环境”协同发展的新范式。团
队这项成果，不仅为“双碳”目标提
供关键技术支撑，更预示着未来建
筑将从“环境负担”转变为“生态伙
伴”，为人类绿色智能生活开辟无
限可能。

盖房子的水泥还能给手机充电？
东南大学全球首创仿生自发电-储能混凝土

5月9日，东南大学缪
昌文院士、周扬教授团队最
新科研成果——全球首创
的仿生自发电-储能混凝土
正式发布。该成果将水泥
从“能源消耗者”变为“能源
综合体”，实现自发电与自
储能的双重突破。特别是
储能方面，20000次充放电
循环后，仍能保持其初始比
电容的95%，耐久性远超现
有电池材料。

通讯员 吴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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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9日，江苏省教育厅
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
展 行 动 方 案（2025—2027
年）》（以下简称《方案》）。记
者了解到，《方案》致力于推动
各级各类教育课程、教材、教
学体系智能化升级，将人工智
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学段、
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助学、
助教、助研、助管、助国际交
流，打造江苏“AI+教育”改革
赋能新生态。到2027年，形
成国内一流、江苏特色的人工
智能赋能教育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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