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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5日讯 无轮小车照样欢
跑， 平面木板化身立体创意作品……
昨日上午，清华大学“卡魅实验室”在
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落户，据悉，这是
湖南省首家卡魅实验室。 在这里学生
可以变身“创客”，自主设计、切割、拼
装出任何作品，尽情释放自己的创意。

助学生设计、拼装作品

卡魅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卡
片的魅力”。长郡滨江中学校长刘德华
告诉记者， 卡魅课程的最大亮点在于
“所想即所得”， 即将计算机辅助制造
技术和设备创造性地引入课堂， 融电
脑设计、激光切割加工技术、动手拼装
及团队的竞赛、探究精神为一体，帮助
学生打开创意大门做成独特作品。

“卡魅实验室所培养的就是世界
上最稀缺、最珍贵的创新能力。”清华
大学教授高云峰介绍， 卡魅实验室不
主张拼装他人的设计， 而是要让学生
们的创意、 想法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作
品、产品。“给学生一块木板，学生就会
还给我们一个世界。”

薄木板变身三维图标

在“卡魅实验室”里，记者还见证
了孩子们的“奇思妙想”，通过电脑设
计和激光切割加工， 一分钟内薄薄的
木板就变成了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图
标。“我想要什么都能做出来， 可有意
思啦！”高一（7）班的万嘉铖兴奋地举
着他刚刚设计、 切割出来的图标告诉
记者， 自己平时就喜欢天马行空的想
象， 卡魅课程可以让自己的思路变得
更为开阔， 也使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得
到了充分发挥。

刘德华校长表示，今后，该校还将
开发出更富有活力、 创新力的卡魅课
程体系， 着力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和
创造创新意识，培养出一批有想法、敢
创新的新时代青少年。

■实习生 张娜 记者 黄京

多名专家3月25日在
北京举行的中外教师科教
创新论坛上表示， 人工智
能将为教育领域带来一系
列创新应用， 将会优化教
学方式，开启“智慧教育”
新模式。

未来教育
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

在此次主题为“人工
智能与智慧教育” 的论坛
上， 中外教育界专家学者
着重讨论了人工智能对教
育领域的影响， 以及如何
让青少年在基础教育阶段
对前沿技术产生兴趣。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
学校长翟小宁表示， 未来
的教育方式将以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为支撑， 学生自
主学习为主、 教师个性化
指导为辅，以“师生学习共
同体”的形态呈现。

与会专家认为， 人工
智能将在教学方法、 教学
形式等方面全方位助力教
育变革。 方法上可以借助
人机交互手段， 使教学情
景更生动鲜活；形式方面，
教师不再面向所有学生开
展“标准化教学”，而是根
据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系统
提供的学生发展报告，对
学生开展个性化指导，重
点补足薄弱环节， 发展自
身优势。

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
练中心副主任洪亮说，与
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的
“智慧教育”将是教育创新

的一个重要特征。 对教育
来说， 人工智能不仅是一
种新工具、新方法，还代表
着一种新思维， 应该从基
础教育阶段就加以重视。

人工智能的应用
将增强学科融合

论坛上， 西澳大利亚
科技馆科普项目主管杰西
卡·席尔瓦介绍了他们正
在实行的创新项目“电动
玩偶”。这一项目通过学习
简单的编程知识等， 让青
少年自己动手， 设计制作
“机器人”。“把知识变成实
践， 不仅让孩子们更有成
就感， 也激发起他们进一
步深入学习的兴趣。”席尔
瓦说。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
授朱崴则认为， 从未来人
工智能发展和应用来看，
学科综合性、交叉性很强，
因此学校应注重对学生系
统性科学知识的培养。比
如开展生物信息学分析研
究， 可能需要同时借助人
工智能技术、统计学、化学
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本次论坛由北京市科
学技术协会主办， 清华大
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等机
构承办。 参与承办本次论
坛的习和科技公司总经
理杜培培介绍说，论坛结
束后，还将举行第38届北
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000个项目团队将参加角
逐。 ■据新华社

“研学旅行就是一种社会
实践的课程。通过研学，让学生
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学会如
何做个好公民、 增强社会意识
与担当、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研学旅行也是立德
树人、 实践育人的重要途径。”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司长王文
湛表示，“对自我、社会、自然的
感悟和切身体会” 是研学旅行
的真谛。“学生在课堂和书本中
学到的是间接知识， 而亲自感
悟、 亲自到场的社会实践是直
接知识， 这两种学习方式相辅
相成。”

2016年11月，教育部等11
个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指
出各地要把研学旅行纳入学校
教育教学计划； 此后，《教育部
2018�年工作要点》 中也指出，

要确定国家级的研学旅行基
地、确定研学旅行的路线、制定
研学旅行的制度性文件， 从国
家层面， 再度肯定研学旅行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世纪明德董事长兼中国营
地教育联盟理事长王学辉介
绍，当前K12（从幼儿园到12年
级） 课外辅导机构的市场规模
达8000亿元，按照二八原则，素
质教育市场大概接近2000亿
元，而研学教育又占素质教育
的20%。“依照中国研学营地
教育行业每年30%-50%的增
长速度来看， 经过3-5年的发
展，其整体市场规模将破千亿
元。”王学辉说，研学行业的低
频、相对高客单价、非标准、难
测评、季节性强、种类繁多等
因素会在一段时间内困扰行业
的发展。

研学旅行市场规模将破千亿元 业内专家齐聚长沙，共同探讨发掘其多重价值

开发“套餐”，将研学旅行列入课程体系

■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张娜

“过去书本是孩子的世界，现在世界是孩子的书本。”“研学
课程、教材就是培养学生用双脚去丈量世界，用双眼感知世界，
用心灵触摸世界。”……3月24日，2018中国教育明德论坛研学
主题峰会暨第一届中国“研学旅行与营地教育学习论坛”在长
沙举行。研学旅行行业市场前景如何？研学旅行如何与校内课
程结合？众多业内专家学者分别作主题报告，分享关于研学行
业的观点与预测。

在长沙湘郡未来实验学校
校长高晓苏看来， 研学旅行和
校内课程需有机联动，“联”是
要找到课程与研学之间的联
系，“动”是相互依存和促进。学
校课程和国家课标有规定，研
学是一个无边界的、新生成的、
更活泼的东西， 首先要把二者
区别开，然后把它们“黏”在一
起， 把学校的课程和灵动丰盈
的课程结合起来。“其中有四个
要素和三个结合： 四个要素就
是定位、定性、植入、生成，三个
结合就是要把各班的课程与研

学课程相结合， 第二要把教师
的学科教育教学与研学旅行图
上的教学导师结合， 第三个是
把学生在课堂里学到的学科知
识， 与在大自然和社会中所体
验到的相结合。”

北京师范大学燕化附属中
学校长马熙玲认为， 研学旅行
应该与学校办学思想结合，在
办学思想引领下， 追求相应育
人目标， 成为学校课程体系的
一个部分。“盘活地域特色，整
合资源，开发课程套餐，把研学
旅行放在其中。”

研学旅行受重视，产值将破千亿

“其实，研学旅行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
很多是被动式学习， 重学不重
研；也很容易出现‘只旅不学’
或‘只学不旅’。”长沙市天心区
湘府英才小学校长谢宏斌介
绍， 该校在尝试过程中抓住了
三个关键词： 主体、 主动和主
导。“‘研’要有学生在旅行前的
思考和研究，‘学’ 则是他们可
以菜单式地选择感兴趣的课程
模块，随后主动进行网络搜索，
查阅相关资料，整理相关信息，
挖掘研学的要点，制定小攻略，
带着问题去旅行； 旅行后还要
有回顾、思考和分享，思考和收
获是研学课程的价值所在，是
设计这个课程的终极目标。”

谢宏斌表示，“学校层面，
要主动架构研学课程”，研学旅
行在选择地点、 所采用的方式

等方面应该根据学校的校情、
学情以及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 来精心设计与学校课程相
对接的研学旅行的产品，就像平
时教学中的二次备课，才能达到
更好的效果。同时，老师应该成
为研学旅行课程价值的主导，研
学课程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边学边发现，边研边发展。

此外， 还需要教师深度关
注研学旅行中的多重教育价
值，“比如心理健康教育、 安全
教育、理财、交流合作、解决实
际问题以及微课程研究的能
力； 也需要老师全程关注研学
课程的发展与生成，比如，行走
前的周全设计， 行走中的层层
发现及引向深入， 行走后的回
顾反思再设计、再提升，这一系
列过程都需要教师用心而为。”
谢宏斌说。

激发学生兴趣，在参与中不断突破

结合地域特色，开发课程套餐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教育？
将增强不同学科间融合

湖南首家“卡魅实验室”
入驻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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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实践考察、文化体验……近年，随着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研学旅行迎来“春天”。（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