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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弯塘路小学教育集团教学副
校长黄祥认为，《指南》旨在构建
一套科学完备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
体系，该体系以素养培育为核心，
通过螺旋式课程设计，实现从认知
启蒙到创新实践的素养发展。因
此，“不同年龄段学生认知能力有
别，明确各学段AI应用的难度、
范围与目标，才能确保教育内容适
配，既充分发挥AI优势，又避免
给学生造成过重负担。”

在黄祥看来，教师是AI教育
的关键实施者，只有熟练掌握AI
技术，才能更好地将其融入教学
中。“学校可通过定期培训、线上
学习资源、实践工作坊等多种形
式，提升教师运用AI辅助教学、
设计课程以及引导学生正确使用
AI的能力。”

“学生要了解AI技术的原理，
不滥用、不依赖，同时也应该保护好
个人的隐私。”市东环路小学副校长
卢华也表示，两项《指南》的落地实
施，将有助于提升中小学生的人工
智能素养，推动人工智能与中小学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目前，该校将
AI教育纳入校本课程体系，设计了
项目式学习和实践实训，还进行AI
双师课堂教学，帮助孩子们拓宽科
技视野，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增强自信心。

教育部新规：规范中小学AI应用，促发展亦防滥用

让AI成为思维的翅膀 而不是替代飞翔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有哪些？”市弯塘路小学本
部学生陈星润在完成 “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主题作文
时，习惯先向AI“小顾问”
抛出问题。他告诉记者，AI
能快速整合故宫、长城等文
化遗产的历史背景、建筑特
色等资料，帮助他拓宽写作
思路，但他从不直接照搬范
文，“老师说过，AI是启发
思考的工具，不是不动脑的

‘捷径’。”
10岁的刘湘琦在家长陪

伴下，将AI定位为“解题引
导员”。遇到难题时，她会
先询问题目考查的知识点，
再结合AI的思路尝试自主解
答：“就像和老师一起分析
题目一样，慢慢就找到了解

题方向。”
记者走访发现，这种

“借力不依赖”的模式在我
市小学生中逐渐普及。市东
环路小学学生黎花朵朵表
示，会通过AI获取答题思路
和解题方法，待自主解出答
案后，才会用AI进行核对。

“我妈妈教我使用过
AI，也告诉我AI只是辅助学
习的，我可以用AI来收集资
料、获取解题思路、检查作
业等。”市东环路小学学生姚
秉希说，他经常使用AI。该
校四年级学生刘俊宇则表
示，他自觉养成了“先思考
后核对”的习惯，“我会先根
据AI分析题目的信息算出答
案，再让AI检查步骤，这样
才能发现哪里没弄懂。”

○○全媒体记者 宁静波 李汶璟

5月12日，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
南 （2025 年版）》《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 （2025
年版）》（以下简称“《指南》”），要求科学规范推进人工
智能全学段教育，禁止学生直接复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
作业或考试答案，限制在创造性任务中滥用人工智能。《指
南》为中小学校科学规范应用AI划定红线，旨在培养兼具科
学素养与创新思维的时代新人。我市学生使用AI情况如何？
家校如何看待《指南》的出台？连日来，记者进行了走访。

从语文的作文，到数学的方
程，再到英语的听力，对孩子们来
说，样样皆可求助AI。“这会不会
影响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AI
工具‘适当使用’的边界在哪
里？”……《指南》出台后，学生
对AI的使用，引发了家长们的热
烈讨论。

家长李杰告诉记者，女儿在遇
到不会的题目时，也曾向他询问是
否可以用AI搜题获取答案。作为
家长，他的答案是“否”。“她应该
通过自己的思考，而不是通过人工
智能来走捷径，我觉得依赖AI对
孩子的成长是没有好处的。”李杰

说，他认为教育部出台的《指南》
给家长指明了方向，家长需担起监
管责任。

市民韦成璇也发现孩子常依赖
AI直接获取答案，他对此很是担
忧。“这样是学不到知识的，对成
长没有帮助。”韦成璇说，《指南》
的推出，能让家长更规范地监管孩
子使用AI。

但也有家长看到了AI的教育
价值，选择支持孩子合理使用。

“AI不仅能帮孩子收集资料、整理
错题，还能在英语学习上发挥大作
用，它的发音标准，比我辅导强多
了。” 不过这名家长也强调，孩子

辨别能力弱，家长的引导必不可
少。

家长刘芳则更看重顺应时代潮
流，“人工智能是未来趋势，不让
孩子接触，孩子就少了提升能力的
机会。关键是家长要做好监管。”
家长肖忠湛则称赞新规是“及时
雨”，表示会严格监督孩子使用
AI。家长覃莉金则希望通过教
育，让孩子学会正确使用AI，实
现自主学习，“这既能减轻家长负
担，也能培养孩子的自律性。”

家长们虽然观点不一，但都表
达了对孩子成长的关心，也凸显了
引导孩子正确使用AI的重要性。

家长：支持和担忧并存

AI技术与教育“双向赋能”

学生：把AI当“思维助手”而非“答案库”

学生上课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学生上课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市东环路小学挂有许多有关人工智能的标语市东环路小学挂有许多有关人工智能的标语。。

市弯塘路小学的语文课堂市弯塘路小学的语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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