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对通州区中小学生智慧课堂的调查——

本报记者 李若晨

进课堂，孩子喜欢吗？AI
XR

2025年5月9日
星期五

4

本
版
编
辑

陈
节
松

校
对

彭
师
德

刘
一

沙
澎
泽/

绘
制

本
版
摄
影

本
版
摄
影

唐
建
唐
建

小
育

“请大家在纸上画出 1/8和 3/8，
并进行比较。”北京小学通州分校教
育集团主校区的五年级数学课上，学
生们正在纸上奋笔疾书。他们手中
的纸笔看似寻常，实则不同。伴随着
他们的笔尖律动，每位学生的书写内
容都清晰地显示在老师的大屏幕上。

他们手中的纸笔暗藏玄机。普
通纸张经铺码处理，配合笔尾的扫描
头，以视频形式精准记录每位学生的
答题轨迹，并实时上传至教师的一教
一学平台。“王家豪，你来讲一下你的
答题思路。”随着学生走上讲台，大屏
幕上切换为他的答题纸，在王家豪的
讲解中，他刚刚画图、标数的解题过
程被逐步还原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智慧纸笔’系
统。”五年级数学老师李美杰介绍，

“它有三大优势。一是提高了教学效
率，过去老师需要一个一个看学生的
答题情况，现在每位同学的答题进度
都可以实时显示在大屏幕上，系统还
能自动批改客观题，主观题也能提供
辅助批改建议，节省了老师的时间。
二是能够进行精准的学情分析，通过
分析学生的答题数据，老师能精准把
握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为个性
化教学筑牢根基。三是能进行思维
再现，以往学生的练习老师只能看到
一个结果，但借助智慧纸笔系统能把
孩子们的思维过程完整记录并再现
出来，为教师精准备课，进行教学反
思和发现并指导学生学习问题提供
有力支持。”

五年级（7）班的王家豪同学非常
乐于分享自己的答题思路，当他第一
次看到自己的思维过程被再现出来
时不禁惊呼，“真是高科技，没想到还
能这样，而且很方便快捷，让我更喜

欢上数学课了。”
“以前订正错题，需要把答案
划掉，再改一遍，使用‘智慧
纸笔’订正错题时，新修
改内容会以蓝色字体在
屏幕上醒目显示，错
误之处一目了然，很
神奇，也能帮助自
己 更 好 地 查 漏 补
缺。”五年级（7）班
的张曦月说。

北京小学通
州分校教育集团
校 长 马 军 华 介
绍，“智慧纸笔”
系统已经在学校
英语、语文、数学
等多个学科教学
中应用。“与此同
时 ，我 们 搭 建 了

‘ 校 长 驾 驶 舱 ’平
台，可实时监测各班
教师授课情况与学生
作业完成进度，为精准
掌握学情提供有力支撑；
体育课学生手上的智慧手
环能实时监测学生的运动负
荷；教室天花板上的无感扩音系
统让师生自然音量即可清晰扩音；
通过‘双师课堂’与北京、内蒙、河北
等地‘一网’开展远程教研，实现了
首都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引领作用。
下学期，学校将全面推进智慧校园
建设，搭建 AI 未来教室、防欺凌 AI
预警系统、数智体育平台、双语互动
教学系统、AI智能体、数据中台等系
统，从备、教、学、评、研、管、育多方
面出发，以数据赋能教育转型。”马
军华说。

“所有人拿起手柄，双腿蹬直，
身体重心前倾，手柄向后屈臂，拉
伸——”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通
州校区的体育课上，学生们正坐在
一架架划船机上，握紧手柄，模仿
划船的动作，跟随老师的口令进行
拉伸。每个划船机前方都有一块屏
幕，每位学生的心率、功率、桨频与
里程数都清晰地显示在上面。老师
的大屏幕上，则同步呈现出所有学
生的运动数据。

初三（7）班的贺卓然自使用划船
机以来，已经累计划了百来公里。“每个
人有一个自己的账号，这节课划了多少
公里，累计划了多少公里都可以看到，
一开始我划一公里就得歇一会儿，现在
一节课已经能连续划5公里了。我觉
得比以前的跑圈有意思，能实时看到自
己的数据，更清晰直观。”

“传统体育课上，老师布置40个蹲
起，需要监督每一位学生完成，现在划
船机能自动记录数据，实时反馈给老
师。通过分析学生的体能情况，我会给
他们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划船机

看似容易，实则能锻炼
到全身，对学生耐力
跑、立定跳远等项目都
有帮助。比如班里有
个同学原来1000米长
跑成绩是4分05秒，经
过一个月的练习后，现
在能提高到 3分 50秒
了。”体育老师解鹏介
绍，学校自2023年开始
应用划船机，目前能保证
每天一节划船机体育课，
未来还将引进阳光跑、AI跳
绳等更多智慧体育设施，进
一步丰富体育课程内容，提升
学生的运动兴趣和身体素质。

“智慧操场”规划也正在北京
小学通州校区展开。“我们准备在操
场上划分功能分区，分别进行AI50米
课、AI体测、AI跳绳课与AI趣味活动
课，未来将能实现AI自助体测，并且
发挥系统的辐射带动作用，开展跨校
区AI运动竞赛。”北京小学通州分校
校长马军华说。

走进如今的学生课堂，能发现不少新奇场景。能实时记录全班
书写内容的纸笔、让学生实现“一对一”口语训练的AI答题器、体育
课学生运动数据老师一眼掌握……AI、XR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
正不断为教育领域带来新可能。

“一对一”语音答题器让开口不再难

这样的“课堂神器”不少。北京
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的英语
课上，每位学生手中都拿着一个类似
小遥控器的设备。“大家读一下这段
话。”英语老师杨美英在大屏幕上放
出一段英语短文，伴随着倒计时结
束，学生们熟练地点击设备上的录制
键，朗读声在教室内此起彼伏。朗读
结束后，设备屏幕上立即显示出每一
位同学的名字和分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刚大家的
朗读情况。”只见老师的大屏幕上显
示出刚刚朗读的短文中每一句的平
均分，读错次数多的单词被做了重点
标记，杨美英点开一位学生录制的音
频，刚刚的朗读便被播放出来，虽是
全班三十余位同学同步录制，但收音
却十分清晰。不一会儿，老师又换了
一个题型，学生们拿着“遥控器”做起
了听力选择题，通过点击设备上不同
字母的按键，每位学生的答案便被实
时上传到教师系统上。

“这种智能语音答题器主要用于
学生的口语和听力测试中，日常课堂
上也会使用。”杨美英说，除了能帮助
老师实现“精准教学”，智能语音答题
器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学生敢于开口
说话。“对于英语教学来说，激发孩子
的兴趣，让孩子们敢于开口说是最重
要的。以前老师点名孩子可能会怯
场，但现在所有人一起说就不会有这
个顾虑，而且实时反馈成绩会让他们
更有动力。我们才用了一个月的时
间，听力口语测试满分率就超过 50%
了。我还会用它进行‘单词 PK’，随
机选一些单词，让学生们分组竞赛，
大家都可高兴了。”

“我从初一下学期开始用这个设
备，当时觉得挺新奇，它的评分很详细，
能让自己及时知道哪里读得不准
确。我原来听力口语测试一直离
满分差一点，大概用了一个学期
左右，我已经能拿到满分了。”
初三（6）班的汪梓涵说。

“智慧纸笔”还原思维过程

“AI+体育”实现运动数据实时上传

XR拓展现实场景

戴 上 XR（扩
展现实）设备，到
岳阳楼沉浸式
体 验《岳 阳 楼
记》中的“巴陵
胜状”、在微
观世界中触
摸现实中看
不到的原子
核 、到 中 共
一大会址感
受革命历史
的 印 记 ……
这 样 的 场 景

正在北京五中
通州校区的课

堂上演着，现实
与虚拟世界的边

界不断被打破。
“设备系统中的素

材达 2000多个，涵盖不同
学段、不同学科。但并非每个

片段都适合课堂教学，老师上课的
时候会有挑选。”北京五中通州校区
信息科技老师田超为记者演示了物
理课中第一宇宙速度的学习片段。
进入片段，一幅包含地球、月球的宇
宙画面清晰呈现在眼前，画面左侧有
一个滑块可以调节发射速度，通过操
作手柄移动滑块，画面中便呈现出环

绕速度、脱离速度、逃逸速度等不同
速度产生的效果。“脱离速度是指在
地面上发射一个人造天体，使它可
以脱离地球的吸引，成为人造行星
的最小发射速度……”伴随着人造
天体的发射，游戏中还适时响起语
音讲解。“XR 设备的主要作用是解
决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比如第一
宇宙速度，现实中学生是无法直接
感受到的，但通过 XR 设备的场景
模拟，可以让学生获得更直观的沉
浸式体验，也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老师也会设置一些问题，让学生们
在看完后进行反馈。”田超说。

北京五中通州校区党委书记、校
长郝冬松介绍，目前XR设备已经在
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多个学科中
应用。“XR主要用于展示在教学过程
中不好实现或不容易感受的那些场
景，比如在地理课上，学生们可以借
它亲身体验地形地貌；在历史课上，
它可以将学生们带入一些具体的历
史事件中；在化学课上，一些危险实
验也可以通过XR进行设计模拟。”

记者从通州区教委了解到，目前
通州区已实现全区中小学 XR 设备
全覆盖，通过XR技术全面构建沉浸
式教学环境。未来将进一步积极开
展相关教学实践，推动教育教学模式
创新。

AI能否指导艺术创作？

在艺术类课程中，AI能起到多大
的作用？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的一堂
美术课上，学生们正目不转睛地看着
人工智能工具“豆包”将一张普通的
校园照片改造成古典园林景观。美
术老师王金笛输入指令，原本平整的
草坪上“生长”出蜿蜒的小溪、错落的
山石，一幅充满诗意的园林画卷徐徐
展开。

“这节课主要是园林设计，以学
校的一块区域为例让学生们发挥想
象力进行改造，AI的图生图功能可快
速呈现多种设计方案，可以给学生们
提供灵感参考，而且在输入指令时可
以指定艺术风格。比如输入‘江南园
林风格’，它就会生成小桥流水；要求

‘皇家园林气派’，画面就能立即变得
恢弘大气。”王金笛说。在老师的指
导下，学生们通过调整关键词，探索
不同艺术风格的可能性，从 AI 生成

的数十个方案中汲取灵感。

不过，王金笛也提醒，AI 在艺术
教育中扮演的是“启发者”而非“创作
者”的角色。“艺术是需要情感的，AI
生成的图像看似精美，但缺乏情感，
无法真正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她
举例说，“当我们要求呈现中国传统
园林的‘叠山理石’时，AI生成的山石
造型更接近日式风格，用的石头并不
是中国传统的太湖石，也达不到那种
错落有致的美感，反而学生手绘的小
草图会更生动。”

课堂上，学生们将AI生成的图像
作为参考，在纸本上绘出自己的设计
巧思。有的借鉴了AI作品中水景的
流动感，有的则融入了传统建筑的飞
檐元素。“AI的价值在于引发头脑风
暴，拓展学生思维的边界，但它永远替
代不了学生笔下的那份灵动与创意。
我们鼓励学生把AI当作一面镜子，照
见更多可能性，但最终的创作还是要
回归到艺术的本真。”王金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