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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马亭亭 通讯员
沈小圆）4月17日，一通特殊的来电在慈溪市上林初
级中学引发热议。来电的是一位老人，在电话中，他
表达了对该校七年级（1）班李梓涵同学的感谢，并对
学校培养出这样的学生表示敬意。

校方核实后发现，致电者正是那位在慈溪家喻户
晓的“孝德标杆”沈伟伟。他因20余年悉心照顾患病父
母、传播慈孝文化等善举，曾荣登“中国好人榜”、获评

“宁波市道德模范”“全国十大孝亲敬老之星”称号。
同时，他也是慈溪市周巷镇关工委思想道德教

育宣讲队的一名志愿者，长年广泛地传递知孝明孝、
行孝扬孝的正能量，让青少年在思想上受到触动、精
神上受到鼓舞、行动上受到引领。这位长年进行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长者，4月17日却以受助
者身份，为一名少年送来感谢。

这对忘年交的故事始于无数个温暖的瞬间。原
来，在小区里，沈伟伟经常与素昧平生的李梓涵在楼
道相遇，每当看见老人提着米面粮油或其他重物上
楼，李梓涵总会快步上前说：“我帮您！”最让沈伟伟
动容的是，这个男孩从未留下姓名，直到老人多次询
问才确认身份。

作为德育宣讲者，沈伟伟常教导青少年“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而今，当他在四楼转角遇见主动帮他
提重物的李梓涵，真切感受到德育的“回响效应”。两
个时空的文明传承在此交汇：一边是数十年如一日
践行孝老爱亲的道德模范，一边是新时代主动践行
美德的文明少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表扬，李梓涵有点害羞地说：

“都是举手之劳，我们老师常说要传承尊老爱幼美德
嘛。”班主任说，李梓涵同学平时就非常热心，在学校
里常常主动承担班级劳动，热心地帮助同学，真正美
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慈溪市上林初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杨骏进
表示，最好的德育，是让高尚品格在代际传递中生生
不息。当“银发宣讲员”遇见“红领巾志愿者”，我们看
到的不仅是尊老助老的暖心画面，更是整个社会崇
德向善的精神图景——这或许就是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最美的样子。

他俩素昧平生，只因楼道上一次次温暖相遇——

“银发好人”为“美德少年”点赞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马
宇婷）4月18日，宁波三中高一全体学子在荪湖开启
了一场“智慧山水·地探荪湖”的科技研学之旅。活动
以“遥感观地、植被观察、土壤改良、水质检测”四大
模块为核心，AI技术全程智能伴随，带学生沉浸式解
码山水间的“地理密码”。

无人机遥感+人工目视+卫星图输入AI系统，三
管齐下，实现了远中近三大尺度的地貌观察。学生们
通过AI清晰看到荪湖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范围，连
土壤边界都“一键透视”，地理格局秒变立体。

人机对话辨植物，“这是什么植物”，AI秒变“植
物百科”，学生通过拍照比对叶片、花朵特征，自主筛
选信息，连冷门品种都难逃“科技法眼”。

采集土样、检测分析、AI建议改良方案、亲手种
植……学生们在宋欢欢老师指导下化身“农田科学
家”，真切感受地理知识在农业生产中的实际应用。

从采样到分析，AI还能实时生成水质报告，学生
结合课本知识对比数据，探索荪湖水环境的“健康密
码”。

在这四大活动中，学生不再被动接受知识，而是

主动向AI发起提问，如何描述问题关键词？如何筛
选有效信息？如何修正逻辑偏差？一场场“人机对话”
中，学生的高阶思维悄然升级。

事后，学生罗婷说：“问AI很简单，但想得到精
准答案，必须学会用地理语言提问。”朱佳艺同学说：

“对比AI给的植物特征，我才发现观察细节有多么
重要。”

在活动结束之际，学生们还交出了一份份“知行
合一”的研学成果，不仅限于报告，更有AI花式加
持。例如，动态数据海报，将地貌、植被、土壤、水质，
生成可视化图表，地理知识秒变“艺术展”；还有数字
人汇报，虚拟角色化身“研学导游”，用生动讲解把复
杂知识“翻译”成趣味故事；部分同学的实践日志，从
土样采集到番茄生长记录，也很让人期待。

此次荪湖研学活动不仅是地理学科的课堂延
伸，更是宁波三中探索“AI+教育”融合创新的序章。
为深化AI赋能教育的实践，学校将于4月底推出“融
创共生·智领变革”为主题的第二届科学素养节，集
结多学科智慧，打造一场“1+1>2”的创新盛宴，让每
个学生成为主动的探索者，智慧的创造者。

AI+研学=地理新体验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伟 通
讯员 张琳娴）宁波市李惠利中学与凉山州
盐源中学的劳动教育合作迈出坚实一步。在
东西部组团式帮扶背景下，4月17日至19
日，李惠利中学地理组教师6人受邀前往盐
源中学，为其智慧农场实践基地“耕读学堂”
的跨学科融合实践提供精准指导，开启了两
校劳动教育协作的全新征程。

盐源中学“耕读学堂”作为凉山州最大
的校内农业基地，于2024年底建成。这座农
场凭借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实现了温
湿度、光照的精准调控。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其成为智能、环
保、可持续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也为两校
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自2018年起，李惠利中学便积极探索
劳动教育，通过校园梯田、空中农场、一米农
场等多样化形式，常态化开展劳动教育。学
校将学生劳动成果转化为“米袋子”“甘蔗杆
子”等特色奖励，用于表彰综合素质突出的
同学，同时立足农业生产开展课题研究，积
累了丰富的劳动教育经验。正是基于此，盐
源中学党委书记胡聪元于2024年11月专
程走访李惠利中学，汲取劳动教育经验。

此次李惠利中学教师前往盐源中学，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针对“耕读学堂”跨学科融
合实践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进行高效诊断，为
盐源中学学生素养提升和教师专业成长提
供有力支持。未来，两校将依托网络教学，创
新打造“双区协作”劳动教育新模式。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王敏霞）4月 17日，专业心理咨询
师、宁波市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刘华走进宁
波艺术实验学校明湖校区，给同学们带来了
主题为“和情绪做朋友，让生命更温暖”的特
别课堂。

学习情绪管理技能是本堂课的重点之
一。刘老师向孩子们传授了积极暂停的情
绪管理方法，当情绪激动时，可以通过深呼
吸、暂时离开现场等方式让自己冷静下来。
同时，她还教孩子们学会用“我感到……因
为……我希望……”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
感受和需求，避免情绪化的表达。

此外，刘老师还特别强调了求助意识的重
要性，破除了孩子们“求助=软弱”的误区。她告
诉孩子们：“在遇到困难时，勇敢地向他人求助
是一种智慧和勇气，而不是软弱的表现。”

课堂上，孩子们时而专注思考，时而积极
发言，与刘老师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孩子们纷
纷表示，通过这堂课，他们对情绪有了全新的
认识，也学会了如何与情绪成为好朋友。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在今后的
生活中，孩子们能够运用所学，勇敢地表达
自己的情绪，在遇到困难时积极求助，让生
命因为良好的情绪管理而更加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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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们在荪湖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