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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I与数智化在语文
阅读教学中的基础应用

（一）智能阅读分析工具
1、助力文本理解

借助AI技术，特别是自然语言处
理算法，可对阅读文本进行深度剖
析。例如，在阅读记叙文时，智能工具
能自动标注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的
起因、经过和结果等关键要素，帮助学
生梳理文章脉络。以文言文《司马光》
为例，AI工具能精准识别“司马光”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
及“光持石击瓮破之”等关键信息，让
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文言文内容。

2、提供个性化阅读建议
数智化系统可根据学生的阅读历

史和答题数据，分析其阅读水平和兴
趣偏好。例如，对喜欢科幻的学生，系
统会推送刘慈欣的《带上她的眼睛》等
材料，并针对理解难点提供解释和拓
展资源，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二）虚拟阅读环境创设
1、打造沉浸式体验
依托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

（AR）技术，为学生营造沉浸式阅读环
境。例如，在阅读《圆明园的毁灭》时，
学生通过VR技术“置身”于圆明园，
目睹其辉煌与毁灭，深刻感受侵略者
的残暴和国家的苦难，增强情感共鸣。

2、实现互动式学习
AR技术能让阅读内容“鲜活”起

来。例如，在阅读《昆虫记》时，学生用
手机扫描昆虫图片，即可看到3D模型
并听到语音介绍，点击模型不同部位
还能获取详细说明，实现与阅读内容
的深度互动。

二、跨学科融合下的创
新阅读教学模式

1、主题式阅读项目
以“探索宇宙奥秘”为主题，教师

可选取语文教材中的《宇宙生命之
谜》，结合科学教材中的宇宙知识章节
和《时间简史》（儿童版）等科普读物。

学生在阅读课文后，通过科学教材和
科普读物深入了解宇宙知识，并利用
AI绘图工具创作科幻画，配以文字说
明，将语文写作与科学知识相结合。

2、实验辅助阅读
在阅读《蜜蜂》时，教师可通过AI

生成的动画视频，带领学生观察蜜蜂
的飞行、采蜜等行为。学生记录实验
过程，与课文描述对比分析，从科学视
角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同时提升科学
探究能力和语文表达能力。

3、还原历史情境
运用AI技术，依据历史资料还原

课文背景。例如，在阅读《将相和》时，
通过AI生成的动画视频展示战国时
期秦赵两国的政治局势和军事力量对
比，帮助学生理解故事背景，更好地分
析蔺相如和廉颇的行为动机，体会人
物品质。

4、开展跨时空对话

借助数智化平台，组织学生进行
角色扮演。例如，在阅读《草船借箭》
后，学生分别扮演诸葛亮、周瑜、鲁肃等
角色，基于历史知识和课文内容开展

“三国议事会”，在对话中运用语文表达
能力，结合历史知识展现对人物性格和
事件发展的理解，提升综合素养。

三、总结与展望
AI与数智化技术驱动的跨学科语

文阅读教学创新，为小学语文教学注入
了新活力。尽管面临技术故障、跨学科
知识整合等挑战，但通过有效策略能够
逐步克服。未来教学中，应持续优化这
一模式，充分利用AI与数智化技术的优
势，深化跨学科融合，为学生提供更优质、
高效的语文阅读
学习体验，培养适
应时代发展的创
新型人才。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冯瑶君
通讯员 赵瑞瑜

“垒山脚下春风吹，百花竞放，可爱
的校园啊，沐浴朝阳，我们是联和小学
的学生……”这是三江镇联和小学传唱
近40年的校歌。每天午饭后，《联和小
学校歌》响起，传遍校园各个角落。

日前，联和小学举行“国歌·队歌·
校歌”比赛活动，学校1000多名学生
身着整齐的校服，用清脆的歌声传递
着对校歌的理解。低年级学生专注的
眼神中闪烁着兴奋，高年级学生则在
合唱时自发加入手势舞。

校歌的词作者、今年85岁的退休
教师梁虹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与孩
子们并肩站在舞台中央，共同歌唱这
首承载着时光记忆的校园经典。

梁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将“团
结、勤奋、求实”的校训融入歌词，以

“榕荫下书声琅琅”的意象描绘校园图
景。当熟悉的旋律在校园回荡，沧桑
的嗓音与稚嫩的童声交织成动人的乐
章，不少师生眼眶湿润。

“这首歌凝聚着我们这代教育人
的初心。”梁虹拿着校歌手稿，激动地
向孩子们讲述当年创作的故事，“当
年，收到校长交来的任务，我觉得很光

荣。当天晚上，我围绕学校周边风景、
校园、学生写成歌词，第二天交给校
长。最后成稿发布后，我看到一个字
都没有改动过。”

“垒山就在校门口，长堤就在学校
右侧，长堤上的榕树伴随着孩子们成
长……”梁虹一边清唱着歌词一边说，

“写我们熟悉的场景、歌词更容易产生
共鸣。”

梁虹告诉记者，她是联和小学退
休教师，现住在联和小学附近，每天依
然能听到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

“那个年代，每个学校都要创作校
歌，主要是用于教育、鼓励学生，于是

学校找到我帮忙。”校歌作曲者林玉泉
是三江联和村文艺爱好者，擅长词曲
创作，当年以笔名“白水”为校歌完成
谱曲创作。“当时考虑到群众的文化程
度不高，校歌要简单易学、易懂，结合
我对乡村文化的一些理解，一下子就
找到了灵感。”林玉泉说，上世纪60年

代末至70年代他曾在联和村教书，
熟悉校园生活，联和小学校歌创作于
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他在三江文
化站工作。

联和小学副校长李炳宏告诉
记者，联和小学创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当时为祥光堂小学，
1985 年定名为三江镇联和小学。
校歌传唱近 40 年来，今天依然动
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生，永远
不会过时。在联和小学，从一年级
入学就开始学唱校歌，如今，这首
历经岁月沉淀的校歌已成为学校
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的校歌很容易学，学几遍就能唱。”
该校学生郭可晴高兴地分享唱校
歌的心情。“好听，第一次听到我们
的校歌，就觉得是很熟悉的旋律。”
学生赵茹意说，在听到校歌创作的
故事后，心里更有感触了。

声声校歌字字真情。《联和小
学校歌》经“江门日报新会微事”微

信公众号发布后，收获网友大量点
赞。很多人纷纷留言：“当年的校
歌，时隔30多年，现在听起来，还耳
熟能详”“我还深深记得这个校歌，
快 30岁了，都能哼出”“确实好听，
朗朗上口”……

一首校歌 近40年记忆
——85岁退休教师梁虹与联和小学学子的“榕荫书声”之约

今年 85 岁的
（中）梁虹佩戴着鲜
艳的红领巾，与孩
子们并肩站在舞台
中央，共同歌唱这
首承载着时光记忆
的校园经典。

做一个幸福
的阅读者
新会圭峰小学教育集团
首届书香节开幕

江门日报讯（记者/钟珍玲）近日，新会
圭峰小学教育集团首届书香节开幕，新会圭峰
小学第十届书香节同时拉开帷幕。活动以“做
一个幸福的阅读者”为主题，通过丰富多彩的
读书活动，旨在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提升全
体学生的文化素养，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文
化生活习惯。

活动特邀《少男少女》副总编辑、广东省作
家协会会员吕晓霞带来主题为“从‘千篇一律’
到‘别出心裁’——探编辑眼里的好文章”的文
学创作专题讲座。她以“阅读人生，阅读世界”
为核心思想，通过生动案例解析写作与生活的
关系，鼓励学生用文字记录成长点滴。“每一次
写作都是与心灵的对话，每一篇佳作都是时光
的琥珀。”吕晓霞的分享引发了在场师生的强
烈共鸣。

随后，圭峰小学六（7）班的同学们带来书
香节的优秀节目《国家的孩子》。该节目讲述
了上世纪60年代内蒙古草原上的保育员都贵
玛和28个上海孤儿血脉相依、大爱互助的感
人故事。在同学们的深情演绎下，感动了所有
观众，得到一致好评。

在读书分享环节，新会圭峰小学党委书记
周文斌特别指出，在AI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
深度阅读仍是培养人文素养、锤炼思辨能力的
重要途径。他与教师们深入探讨如何在AI浪
潮中坚守教育初心。现场互动中，观众们围绕

“AI时代的教育思考”展开热烈讨论，将活动
推向高潮。周文斌还代表新会圭峰小学教育
集团向吕晓霞和新会区教师发展中心王梅老
师、集团成员校及圭峰小学教师代表赠送最新
出版的《给教师的人工智能教育》。

此次开幕仪式的举办，吹响了书香节的号
角，点燃了全体师生的阅读热情。新会圭峰小
学作为教育集团领衔校发出倡议：愿大家轻捧
一本好书，共赴一场春天的盛宴，与书相约，

“阅”见美好，争做最幸福的读书人。

江门日报讯（记者/钟珍玲）为进一步深
化名师工作室建设，促进工作室教学经验共
享，深化课程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提升
教师信息化能力，日前，新会区小学数学骨干
班教师能力提升培训活动在新会实验小学举
行。本次活动以AI技术与数学教学的深度融
合为核心，助力教师掌握智能教育技术，推动
区域教学创新。

教学展示环节，新会实验小学吴紫佳老师
和新会区会城德兴小学教师罗若瑜同课异构
三年级《年、月、日》。她们以各自独特的教学视
觉和各种AI工具向大家展示了一节有趣又新
颖的出色课堂，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助力学生们自主探索年、月、日的秘密。

评课环节，大家对两位青年教师的AI融
合数学课从“技术融合”“素养培育”“教学创
新”三个维度进行有针对性的详细点评，肯定
了两位青年教师出色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大
家认为通过AI技术的巧妙运用，可以有效降
低学生的认知负荷，增强学习探究的乐趣，AI
技术赋能下小学数学课堂有着无限可能。

分享会现场，新会实验小学骨干教师张荣
灿提出，可以活用本土资源，设计有生命力的
数学项目，让学生在项目中感受数学的魅力和
价值。他认为在新课标引领下，小学数学项目
式教学虽充满挑战，却也满是机遇。

江海区朗晴小学教师赵苑彤则分享了她
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的看法，认为
新时代教师应该积极拥抱AI等新技术，AI工
具生成的教学素材，可以让课堂“活”起来，生
成的动态教学素材，能够让课堂更生动、更有
趣，极大提升了学生的专注力与参与感。

新会区小学数学教研员、江门市区锦超名
教师工作室主持人区锦超认为教师应该深度
思考如何用好AI工具这个问题，在教学中不
断总结反思、实践创新打造高效优质课堂，推
动数学课堂高质量发展。

AI赋能构建
智慧教育新生态
新会区开展小学数学骨干班
教师能力提升培训活动

在科技浪潮的推动下，语文

阅读教学迎来了全新的变革机
遇。通过将AI与数智化技术深

度融合到跨学科语文阅读教学
中，整合多学科知识和智能化手
段，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语文阅读

能力，还能培养其综合素养与创
新思维。

新会区会城人民小学 李样笑

AI与数智化技术赋能跨学科语文阅读教学的创新实践

案例分享
面对家庭教育的种种挑战，笔者

有时会感到困惑与迷茫。记得笔者曾
遇到过一个特别的孩子小明，他聪明
伶俐，却也顽皮捣蛋。小明的父母经
常忙于工作，对孩子的教育显得有些
力不从心。通过与他们的交流，笔者
发现他们缺乏正确的教育方法，这让
笔者意识到作为教师，需要做的不仅
仅是在学校里教书，还要引导家长们
如何在家进行有效的教育。

笔者开始尝试将《全国家庭教育
指导大纲》的理念融入与家长的沟通
之中，鼓励他们与孩子一起阅读、游戏
和探索世界。同时，还利用《父母课
堂》中的典型案例组织全班家长一起
探讨和学习，分享先进的家庭教育理

念和方法，让家长了解到陪伴和理解
孩子的重要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明的变化开
始让所有人惊喜。他不再是那个总是
惹麻烦的孩子，而是变得更加专注和
自律。小明的父母也学会了如何平衡
工作与家庭，他们开始更多地参与到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用爱心和耐心去
引导而非简单的命令。

教育理念与实践
笔者的这一实践案例，不仅在小

明的家庭取得了成功，也引起了班中
其他家长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家长开
始主动向笔者咨询如何在家中实施有
效的教育活动，孩子们也因此获得了
更加全面和健康的成长环境。

通过这次经历，笔者更深刻地认

识到：教师在推动家庭教育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不仅是知识的传
递者，更是家庭教育的引领者和实践
者。而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家
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当老师和家
长共同学习，共同成长，我们就能为孩
子们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成长环境。

行动建议
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笔者

必须以身作则，与家长携手共育，积极
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不仅要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更要注
重培养他们的品德和综合素质。我会
鼓励孩子多参加课外活动，如：体育运
动、音乐、绘画等，让他们在快乐中学
习，全面发展。其次，要与孩子建立良

好的沟通关系。笔者会尽量抽出时间
与孩子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
求。当孩子遇到困难时，笔者会耐心
倾听，给予支持和鼓励。同时，笔者也
会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故事，让孩子从
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此外，还要关注
孩子的心理健康。在孩子成长过程
中，他们可能会面临各种压力和挑
战。笔者会教育孩子学会调节情绪，
培养他们的抗挫能力，确保孩子的心
理健康。

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
的任务，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让我们共同努力、携手并进，在家庭教
育这片沃土上，
培育出未来的希
望之花！

在教育的长河中，家庭是孩子
成长的摇篮，家长则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笔者

深刻体会到：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学

校的课堂，更渗透在家庭生活的每
一个细节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庭教育促进法》和《全国家庭教
育指导大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而作为一名教师，笔者更是积极地
将这些理念贯彻实践，以期在家庭
教育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新会实验小学教师 陈超文 崖门镇

法治禁毒教育
进校园

江门日报讯（记者/任晓盈）为提升青少
年法治意识和禁毒观念，打造健康无毒的校园
环境，近日，青少年法治宣传暨禁毒教育活动
在崖门镇仙洞学校和崖南初级中学相继开展。

活动当天，来自广东信宇律师事务所的李
东海律师和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的林忠海律
师，以案说法，向学生们介绍了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禁毒法等法律法规，
重点讲解校园欺凌、网络诈骗、毒品危害等青
少年常见问题，增强学生们对法律援助的认
知，培养他们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习
惯。

同时，为了提升学生们的参与度和学习兴
趣，活动还设置了法治禁毒知识互动提问环
节。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回答问题，并围绕
毒品的危害和禁毒法律法规等话题展开热烈
讨论，工作人员耐心解答，进一步加深学生们
对禁毒知识的理解。

下一步，崖门镇将持续关注青少年的法治
禁毒教育，通过常态化、多样化的教育活动，增
强青少年的法治意识和禁毒能力，共同为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打造良好环境。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冯瑶
君） 近日，新会东区学校一教室变
身“船舶工程师工作室”，一场别开
生面的“移动的城市”主题科普活动
在此展开。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
船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航
通”）10 多位船舶工程师组成的蓝
马甲志愿者服务队，带来了一场生
动有趣的船舶建造科普活动，为同
学们揭开现代船舶工业的神秘面
纱。

船舶科技工业涉及多个领域，
为了让同学们充分了解船舶知识，活
动分为讲座和手工制作船模两个环
节。江门航通工程师团队通过PPT演
示，带领学生们从郑和下西洋的木质
宝船，到全球最大宽扁浅吃水型半潜
驳船“四航永兴”号；从传统铆接工
艺，到现代模块化造船技术。当工程
师展示江门航通大国重器的建造过
程时，现场响起阵阵惊叹声。

“大家知道船舶为什么能浮在
水面吗？”在互动实验环节，工程师

用阿基米德原理讲解船舶制造原
理，并通过提问与学生互动，点燃学

生的探索热情。同学们争先恐后地
举手抢答，收获了工程师们精心准

备的小礼物。
李昕澎同学兴奋地说：“原来船舱

分隔设计不仅能增加浮力，还能提高
安全性，好帅！”区艾琪同学则表示，

“青苹果科学讲堂”很有趣，既能学到
课堂外的新知识，又能亲自动手制作
船模，让她收获满满。

手工制作船模将活动推向高潮，
学生们分组动手拼装南湖红船木质模
型，同步了解了“一艘小船诞生一个大
党”的红船故事。在工程师的指导下，
孩子们运用刚学到的知识调整船体线
型，分工合作拼接船体构件。当一艘
艘红船制作完成时，欢呼声和欢笑声
洒满整个教室。

“青苹果科学讲堂”是《青苹果》校
园专刊打造的科普实践活动。《青苹
果》是一份主要为江门本地小学生
服务的刊物，内容着重于刊发本地
小学校园生活，展示孩子们自己的
优秀作品，深受喜爱。经过逾20年
的深耕，全市逾15万名小学生订阅
了《青苹果》。

“这种沉浸式科普就像播种机，
在孩子们心中播撒爱国报国、科技兴
邦的种子。本次活动以红船模型为
纽带，以船舶科普厚植家国情怀，让
孩子们既看懂船舶的‘形’，更读懂其
中承载的‘魂’。”江门航通团委书记
黄丕康表示，“青苹果科学讲堂”将通
过虚拟现实技术让更多孩子感受基
建魅力。

江门航通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
交通建设集团旗下的三级子公司，也
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要
研发、设计、制造、维修港航施工船舶、
海洋工程辅助工作船、液货运输船等
特种船舶，已承建生产了全球最大宽
扁浅吃水型半潜驳船“四航永兴”号、
全球首创水体自然交换深远海养殖
工船“湾区伶仃”号，以及国内第一艘
深层水泥搅拌船等系列海工重器。
该公司于2006年落户新会，经过多年
发展，拥有大批造船领域的技术能手
和人才，现有中级职称以上船舶工程
师50余人。

“青苹果科学讲堂”携中交四航局船舶工程师进课堂

硬核科普船舶建造知识

家校共育，携手点亮未来

“青苹果科学讲堂”携中交四航局船舶工程师进课堂，受到同学们的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