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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人工智
能教育基地名单。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根据推荐要求，认真组织在人工智能课
程教学、师资配备、实验环境建设等方面
具有较好基础的中小学校积极申报，经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严格审核推荐、教
育部集中公示，最终确定了184个中小
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其中，上海市虹
口区曲阳第四小学成功入选。

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创建于 1985
年，不仅在教育教学上屡创佳绩，还早在
1999年就成立了红领巾科学院，这一特
色延续至今，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了
一个开放的空间。学校先后被评为中小
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赛复创智杯”上
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意设计评选活动优秀
组织学校、上海市科技特色校、上海市中
小学教学数字化转型整体试验样板校、

“诺奖计划获得者科学实验室青少年科
学素养国际培养计划”项目校等荣誉。

作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学
校结合学生实际水平开设循序渐进的AI
课程，让学生在感知AI、应用AI、理解AI
的过程中，全面提升AI素养和软硬件操

作能力。在这里，学生们可以在项目学
习专用教室、机器人工作室、计算机教室
等多元化的学习环境中，亲身感受AI的
魅力，激发对科学的热爱和探究欲望。
在这里，学生已然成为AI技术的实践者
和探索者。

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AI技术的
应用，学校还积极与科研机构、企业合
作，共同打造科学体验营。学生们在专
家的指导下，亲自体验AI技术在各个领
域的应用，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AI技术
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学校在AI教育领域的成果
显著，多次获得虹口区科技教育特色项
目的荣誉，AI执教团队也在国家级、市区
级比赛中屡获殊荣。这些荣誉和成绩的
背后，是学校对AI教育的执着追求和不
懈努力。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不断发展，学校将继续积极探索AI教育的
实施方式，为学生提供更丰富、更实用的
教育资源。在曲阳第四小学，AI教育将为
学生们带来更广阔的未来！ 文/朱依黎

展翅翱翔 AI教育引领未来
——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入选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

青年报评论员 陈嘉音

“我们去看看小姨起床没”“叫舅舅带

你去”“你去和叔叔玩”……“德华”们，是

不是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

在刚刚结束的寒假中，大学生们回家

纷纷开启“保姆”模式，化身“大学生德

华”。这个词源于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的

角色江德华，她在家中担任了照顾5个孩

子的重任，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幼儿园园

长”。

现实中，许多大学生在放假后也选择

了类似的角色，帮助父母照顾哥哥或姐姐

的孩子，成了家庭育儿的新力量。网络上

有个说法：“大学生放假回家，只能靠家务

活来维系亲情。”实际上，无论是选择照顾

孩子还是主动承担家务，这些行为都展现

了当代年轻人对于家庭关系的重视和积

极维护。

在校园，大学生虽然过着独立的生

活，但多数时候他们仍然被视为孩子，享

受着父母的照顾。然而，当他们开始照顾

下一代时，他们必须迅速调整自己的心

态，学会从一个被照顾者转变为照顾者。

另一方面，“大学生德华”现象更是代

际互助的真实写照。一位网友就分享了

自己的家庭故事：“我妈看我四姨长大的，

我小时候是我四姨看大的，我四姨的儿子

是我看大的，现在他放假来我这帮我带

崽。”

“21 岁未婚未育，已有 8 年带娃经

验。”这句吐槽也在说明，无论是体能还是

教育理念，放假回家的姑姑小姨或是舅舅

叔叔，无疑是替代老一辈照顾孩子的更优

人选。这种身份的转变促使他们思考更

多的问题，如如何平衡人际关系、如何更

有效地沟通、如何培养自己的耐心与责任

心等。这些思考与实践，无疑会加速他们

内心成长的步伐。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这种互助精

神不仅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也为

年轻一代提供了成长与锻炼的机会。这

种从“长不大的孩子”到“可靠的大人”的

转变，不仅仅是生活技能的提升，更是年

轻人内心成熟与责任感增强的体现。

不过，无论是在家庭内外，任何的帮

助都不应该成为理所当然。是否成为“大

学生德华”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那些愿

意伸出援手的“德华”们，我们应该给予他

们足够的支持和鼓励；对于那些选择不承

担照顾孩子责任的大学生，我们同样应当

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生活方式和优先事项，有些人可能更

倾向于专注于学业或个人兴趣，而不是家

庭责任。

让我们回到《父母爱情故事》，在剧

里，德华对一家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

哥哥对她充满感激，而原本个性截然不同

针尖对麦芒般的姑嫂最后亲如姐妹，侄子

侄女们也骄傲地说“我是姑姑带大的”。

这正应了那句话：“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

来。”

无论是否成为“德华”，我们都理解并

接受每个人在家庭里都有不同的角色和

贡献方式。家庭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需

要不同的成员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其中。

“嘀——认证成功！”黄明和他的三位
同事在机器上刷过居民身份证后，顺利地
踏入了复旦校园。他们一行四人此次来
上海出差，闲暇之余临时决定前来参观。

“原来刷身份证就能进，真是太方便了！”
他们欣喜地表示。

上午十点，阳光明媚，来自东
北的王璐一家四口在复旦大学校
门前留下了合影。她感慨地说：“来
上海两天都是阴雨绵绵，今天终于
放晴了，赶紧带孩子们来感受一下
名校的氛围。”当得知今天是校园优
化开放的首日时，她更是惊喜万分：

“真的吗？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实际上，像王璐这样不知道校园

已调整入校措施的游客并不在少数。许
多游客在校门口看到公告后才发现，入校
流程已经大大简化。张洋和妻子都是大
连理工大学的教师，他们带着女儿来到复
旦参观。张洋笑着说：“这算是我们一家
人的游学之旅吧！让孩子感受一下复旦
的百年历史人文气息，也给她立个志向。”

优化开放的第一天正值工作日，虽然
游客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但入校流程的
简化仍然让校门口值守的保安小哥感到
轻松了许多。他坦言：“以前游客需要站
在门口临时预约，等待系统审核的时间长
了或者当日名额已满，游客就会有些不
满。现在一刷证件就能进来，大家都方便
了很多。”

直击复旦大学校园优化开放首日：

无需预约，凭有效证件“丝滑”入校

昨日，复旦大学进一步
优化了校园开放措施，校外
人士无需预约，只需刷居民
身份证或扫描随申码，抑或
通过护照、港澳台通行证等
有效证件进行登记，便能轻
松步入校园。开放首日，记
者实地探访了复旦大学邯郸
校区，一探游客进校的顺畅
程度以及校外人士在校内食
堂就餐的体验度。从开放首
日的情况来看，“丝滑入校”，
可谓社会公众的普遍感受。
大家感叹，春天要来了，学校
要更加热闹起来了。

青年报实习生 朱怡 记者 刘昕璐

“大学生德华”梗里的中国式亲情

在晴朗的天气里，校园里拍照的人群
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复旦本校的学生。他
们大多已经从社交平台上得知了入校措
施优化调整的消息。当被问及对此的看
法时，一位男生表示：“我觉得挺好的，不
仅方便了游客，也让附近居民进校园变得
更容易了。春天就要来了，学校也要变得
更加热闹了。”还有学生开玩笑说：“看来
又要回到一顿饭被借八次卡的日子了！”

虽是玩笑话，但也引发了校内师生和社
会公众对食堂对外开放问题的关注。记者
走访了邯郸校区的旦苑餐厅和北区学生餐
厅后发现，多数食堂窗口已经支持微信支
付，并在显眼位置标示了餐品分布情况以供
游客参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校外人员在

就餐时间段需要避开高峰期（11:15-12:
30），同时，需另收取50%搭伙费。

就记者首日走访情况来看，从入校流
程简化到食堂窗口开放，复旦大学已做好
向社会公众正式开放的准备。今天，复旦
大学将迎来校园正式开放后的首个周末。
由于校园暂未向公众开放车辆入校服务，
提醒有参观计划的公众带好个人证件，选
择合适的交通方式出行。校园开放多个进
校入口，游客可根据实时人流量自行选择。

另外，游客须避开高峰时段前往食堂用
餐，避免进入教学科研场所及学生生活园
区。校园内部道路人车不分流，带小孩的游
客务必注意随行儿童安全。让我们一起有
序参观，近距离感受百年复旦的独特魅力。

不用预约，大家都方便

食堂开放，需付搭伙费

优化校园开放措施
后，进入校园无需预约。

刷身份证、随申码都能快速进入校园。
青年报实习生 朱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