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有话

我们需要更多“不刷题的吴姥姥”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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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2024年科学节暨“科
学与中国”之夜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宁
波材料所举办。“不刷题的吴姥姥”现
身说法，在“听！科学有故事”板块，
全网拥有1300万粉丝的科普达人吴
於人给大家上了一堂科普课。

11月11日《宁波晚报》

科学，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阶
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普知识不仅
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更能够培养
我们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在当
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让孩
子们更好地学习科普知识，已经成
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吴姥姥”的科普方式独具匠
心。她没有枯燥地介绍科学原理，
而是通过生动的实验，引导孩子们
自己去探索、去发现。这种寓教于
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学习到了科学知识。同时，

“吴姥姥”还借助短视频等现代化的
传播手段，将科普知识传播到了千
家万户。

科普知识的传播方式，对于孩
子们的学习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
影响。传统的科普方式往往枯燥

无味，难以引起孩子们的兴趣。这
就需要让科普知识变得更加生动
有趣，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
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到
科学知识。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压
力的时代，许多孩子为了应对各种
考试和竞赛，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去刷题。这种单一的应试
教育方式往往忽略了孩子们的兴趣
和爱好，让他们失去了对科学的热
爱和探索精神。我们需要更多像

“吴姥姥”一样的科普达人，用生动
有趣的方式引导孩子们去探索科学
的奥秘，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和创
新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直播平台
已经成为了许多孩子喜爱的学习
渠道。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孩子喜
欢的直播平台进行科普知识的传
播。借助直播平台的特点和优势，
将科普知识与娱乐相结合，让孩子
们在享受娱乐的同时学习到科学
知识。

总之，我们需要更多像“吴姥
姥”这样的科普达人，用生动有趣
的方式引导孩子们去探索科学的
奥秘。

让我们张开双臂
迎接“校园AI体育”的到来
王学进

没有发令枪，不用掐秒表，也不
要尺子量，更不用人工数数，宁波北
仑职高在体育课上用上了AI技术！
本学期，北仑职高在校园内安装了
立定跳远、50米短跑、引体向上等项
目的AI体育设施。如今这些AI体
育设施已经成为同学们的新宠。

11月9日甬派

太炫酷了！AI 体育设施终于
进校园了！其吸引力之大超乎想
象。AI 技术不仅激发了那些平时
不爱运动的学生的运动热情，而且
大 大 提 高 了 参 与 学 生 的 运 动 成
绩。据悉，现在，每个项目每天都
有数百名同学积极参与，形成了良
好的运动氛围。

AI 体育设施真有这么神奇吗？
真的。较之传统的体育设备和授课
方式，AI 体育设施具有三个显著优
势：一是器材的智能化能为学生提
供更全面、个性化的训练方式。譬
如，在做引体向上时，先在相应仪器
上刷卡记录自己的信息（学生信息
都是提前录入系统的，刷脸即可使
用），然后开始做引体向上，AI 会运
用内置的高速摄像机检测姿态是否
标准，内置音箱则能实时播报测试
开始、实时成绩、犯规等提示，然后

给出指导意见。二是虚拟教练可为
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通过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学生可以随时
与虚拟教练进行互动。虚拟教练还
可以根据学生的身体条件和训练需
求，制定专属的训练计划，只不过目
前第二点学校暂未开始使用。三是
AI比赛裁判能保证比赛的公正性和
准确性。相比传统体育比赛裁判员
的判罚难以避免偏差甚至误判，AI
比赛裁判通过摄像头和 AI 算法，系
统可以准确判断运动员的动作和行
为，比赛的结果可以实时计算和公
正回馈，其准确率大大高于裁判员
的判罚。

北仑职高正在使用的的 AI 体
育设施，已经验证了上述优势，既
为学生创造了更多参与体育运动
的机会，又大大激发了学生课后
体育活动的热情与活力，同时，也
给老师提供了学生体育水平大数
据，为下一步针对性教学提供科
学依据。

毫不夸张地说，AI 体育设施进
校园，给体育教育带来了革命性的
变化，也是大势所趋，其他学校应该
向北仑职高学习，解放思想，创新求
变，张开双臂迎接校园 AI 体育设施
的到来！

职校生同样能绽放光彩
凌波

近日，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总
结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召开。参加本
届大赛并获奖的3名选手领取了由
宁波市政府颁发的奖励。“听了这次
分享，我感触很深。3名选手用自己
的故事证明，走技能之路，人生同样
能绽放光彩。我将更加努力地学习，
通过技能成就未来。”来自宁波技师
学院汽车双创专业的李家义说。

11月11日《宁波日报》

在不少人固化的印象中，职校
生是“差生”的标签，一些孩子上职
校只是迫不得已将就的选择。实际
情况却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属
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具有同等
重要地位。

教育没有高低之分，只有类型
之别。这些年，从国家到地方，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为职业教育正名，职业教育得到长
足发展，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越来
越不可或缺的角色，为技能人才提
供了更丰富、多元的人生选择。

教育的本质是因材施教，让每个
人都能发挥所爱和所长，实现自我价
值。职业教育的本意，是通过教育为
学生提供专业技能和职业准备，让他
们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要。无论是从
因材施教来讲，还是从培养技能人才
来看，职校生都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事实证明，职校生并非没有前
景。2023年，我国高职毕业生就业

率达98.34%，这一数据远高于高校
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这是社会对
职校生的充分肯定。作为制造业大
市，宁波对技能人才需求大而迫切，
在数字化、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重点
领域，培养了一批契合宁波产业发
展需求的技能人才，为企业产业升
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为构建
宁波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重要的
人才支撑。

社会正在扭转对职业教育的偏
见和误解，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以学历
论英雄，而是摘下有色眼镜，开始认
同和选择职业教育。尽管如此，改变
对职业教育的看法依旧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许多职校生缺乏自信，总感
觉“低人一等”，这就需社会各方继续
伸出援手，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

从根本上说，当分数不再是职
普分流的手段，职校生也能拥有好
的前途，才能真正提升职业教育的
社会认可度，进而提高职校生的的
自信心。

职高生当自信，最大的自信和
底气，来自职业教育自身的价值。
在宁波，有职高生被评为拔尖人才，
有职校生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斩获金
牌，有职校毕业生成长为“浙江工
匠”。这次宁波 3 名职校生又登上
世界技能大赛的顶峰，在各自的职
业领域中占据“C位”。他们用行动
证明，技能成才同样可以人生出彩、
梦想成真，职校生同样未来可期。

11月11日，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
育法》并介绍教育系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法律有关情况。教育部政策法规
司司长张文斌表示，学前儿童入园，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试；不
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内容…… 11月11日新华网

学前教育莫被
“抢跑式教育”带偏

漫
画

严
勇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