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智能化、数字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塑造了新的学习样态。学校如

何善用技术激活个体的自我成长？这是“技术流”校长、宁波市奉化区实验小学

党总支书记侯军波一直思考、孜孜探索的方向。

侯军波从教35年，担任校长17年，从2007年开始探索校园数字化，通过

技术引领、数据赋能推进教学改革，提升管理效率，完善全过程动态教学评价

体系。在侯军波看来，技术适当融入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就像在平静的湖面

投下一枚小石块，泛起的层层涟漪将激活传统教学模式这“一池春水”。不过，

他也认为，技术应用第一要务不应让师生家长感到负担，而要像空气一样存

在，像流水一样自然。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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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智能闸机、电子班牌、

奖卡评价机、AI运动吧……走进奉
化区实验小学，这些“显化”的技术
应用只是智慧校园的一部分。在看
不见的地方，人工智能正悄然改变
着传统教学模式。

最近一个月，奉化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语文教师李倩正在使用“文
曲智阅”AI作文批改。

她在电脑或者手机端打开应
用，选择六年级语文（上册）单元习
作发布任务，系统自动匹配习作要
求，形成评分方案。李老师再对学生
习作进行拍照采集，上传后人工智
能会根据大模型，对作文进行多维
度评价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李老师给记者演示了AI作文
批改的效果，系统用红笔对错字病
句画圈修改，用波浪线划出文章中
的好词好句并给出赏析评价。同时，
系统也会针对文章整体结构、中心
思想、段落连贯性、文字表达的准确
性和生动性等要点提出修改意见，
给作文打分。

“人工智能不能代替教师，它只
是个辅助工具。”李倩指出，“一把尺
子量到底”的AI作文批改，没有考虑
不同孩子的学习情况，分层教学、分层

指导仍需要教师的专业素养“加持”。
“这个应用有修改功能。AI批

改完，我再调整习作点评和修改意
见，打印出来让学生根据评语进行
二次写作。”李倩说，虽然AI不能代
替教师，但显而易见的好处是，老师
能腾出更多精力关注到学生写作核
心素养的提升上来。

“别的不说，挑错字病句这块，
就能减少教师作文批改30%的劳
动量。”李倩给记者算了笔账，批改
一次全班45名学生的习作要花费
三四个小时，作文改得眼花，错字病
句难免有“漏网之鱼”，老师写评语
也只是对文章整体做三言两语的评
价，不可能精细到逐句逐段点评。

“人工智能以‘秒’为单位来批
改作文，太高效了！”李倩说，用上
AI作文批改后，她把省下来的时间
用在个性化指导和分层教学上。

用了一个月，AI批改四次学生
习作后，李倩发现大数据给出了班
级习作得分的动态曲线。具体到某
个学生，大数据还会从不同维度给
出写作能力分析。这种动态的、个性
化的写作能力跟踪评价，让学生直
观感受到写作的快乐……“AI作文
批改”成了李倩的“五星助教”。

AI作文批改成语文老师的“五星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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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作文批改在奉化实小尚处
于试用阶段，已吸引不少教师跃跃
欲试。

这是“技术流”校长侯军波乐于
见到的：AI作文批改是激荡“一池
春水”的小石块，泛起的涟漪将重塑
传统教学模式。“技术融入教学的过
程，像空气一样存在，像流水一样自
然，在无痕中唤醒成长动力。”这也
是侯军波在学校数字化转型中坚持
的价值导向。

侯军波从教35年，从农村到城
郊，再到城区中心，经历4所学校17
年校长的岗位历练。2007年，侯军
波开始探索校园数字化建设。那几
年，办公软件、社群应用、各类专项
APP等多种平台在学校信息化管
理中得到较好的应用，但系统入口
太多、体系繁杂，各个应用之间数据
无法共享，造成了教师弃用的尴尬
局面。

侯军波意识到，教育数字化应
该让老师家长用起来方便省时，用
完提质增效，用了解决问题，才能持
续推进。

之后，侯军波以钉钉为基座，
搭建“三位一体”数字化平台（钉
钉基础应用+第三方应用部署+自

主搭建应用），一个应用解决学生
晨检、智能化排课、代调课、动态
课表等，简化了流程，促进教学管
理融合。

数字化校园发展十余年，如今
的奉化实小是将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等自然地融入教
育场景中的智慧校园。比如，学生获
得教师颁发的实小“三气评价卡”，
通过校内评价机扫码获取积分，家
长就能在钉钉上查看孩子的积分和
评价。日积月累，学生的个性特征和
潜力优势可视化、立体化呈现，带来
的是“看得见的生命的成长”。此外，
学校还打造了AI体育、创客空间、
机器人、无人机、编程智造等智能化
学习空间。

侯军波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实
践，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组织的中
小学校长高级研修班上作专题报
告，相关案例获全国一等奖。“技术
流”校长的办学实践被评为省教育
技术战线先进事迹。“在十余年的
校长生涯中，我的办学思想慢慢清
晰，那就是自我驱动，让成长自然
舒展，而技术融入教育，让个体对
自我成长有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侯
军波说。

“技术流”校长的数字化校园探索之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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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赋能教育
像空气一样无痕
像流水一样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