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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创
数据、算法和算力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三大支柱，因此专门用来处理相关计算任务的人工智能新芯片需求量极大，发展

高算力、高灵活性和低功耗的人工智能芯片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基于此，人工智能芯片就像是AI星球中一颗逐渐闪亮的
星，今年入选为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的上海市位育中学，正是以芯片教育作为学校人工智能教育的特色突破口，创
建了全国首家中学生芯片教育实验室，鼓励学生在芯片领域大放异彩。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徐红清

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系列报道（二）

位育中学学生勇接“芯”挑战

■资讯

首届“礼上往来”
文创设计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李勤 为推动
文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文
创要素融合创新、发掘本土 IP
资源、开发优质文创产品，由中
共黄浦区委宣传部、黄浦区文旅
局指导，由黄浦文旅集团发起，
联手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
新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上
海工艺美院、香港理工大学上海
校友会等全国知名高等院校，上
海博物馆、中共一大纪念馆、新
疆博物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中心、豫园管理处等文化机构共
同举办首届“礼上往来”文创设
计大赛。

大赛启动仪式于4月8日在
南京路外滩中央广场举办，同时

“礼上往来”文创产业链平台也
在当天正式上线，活动还发布了
全新的“礼上往来”品牌。“礼尚
往来”中的“尚”字，承载了中华
民族千百年来的智慧和情感，是
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礼上
往来”文创品牌中的“上”字，则
体现了积极推进文创产品创新
创意的上海黄浦样本。

“礼上往来”品牌定位于文创
产业的汇聚高地，也将成为黄浦
文旅集团新业务的一大赛道，并
已将之注册商标。通过“礼上往
来”设计大赛吸引顶级设计人才
入驻，发掘本土IP资源，联合各路
优秀的创意、设计、制造方，共同
开发打造全新的“礼上往来”文创
产业链平台，将创意设计、IP授
权、开发制作、销售渠道各方全部
纳入，打通产业全链路。

呵护学生AI兴趣
筑牢“芯片人”科研基础
“在这个世界里，集成电路

宛如纵横交错的街道，承载着电
流与信息的高速流动。每一次
探索，都像是揭开一层神秘的面
纱，让我对芯片的构造与功能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高二学生孙
禹尧对芯片这个看似微小的物
件有着精妙的解读，在他看来这
里蕴含着一个广阔而精妙的“芯
世界”。他在高一选修了FPGA芯
片设计课程，求知欲促使他以小
组长身份带领组员启动了一个
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无线传
输信号的空气质量播报系统，综
合运用了功率芯片、比较器芯
片、发射接收芯片等多种芯片，
自主设计电路图来搭建实物装
置。作为FPGA芯片课程代表，孙
禹尧所在的团队在市级活动上
展示了该课题成果，更加坚定了
在芯片领域深入研究的决心，

“我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芯片
人，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高二学生程逸悠从六年级
就接触编程，在家长的安排下参
加了 Scratch 培训课，用简单拖
拽的方式就能做出动画和小游
戏，这让她一下子就着了迷。不
久后，她兴趣升级至硬件控制，

参加Arduino开发课程后逐步了
解算法。在人工智能的学习领
域中，她层层递进，不断突破自
我，“我越来越发现算法才是控
制的核心，于是将重心转移到了
信奥的学习上。”在人工智能的
学习阶段，她面临了高中升学，

“进入位育前，我曾有过忐忑，担
心因为学业压力而无法坚持编
程练习，没想到学校为我定制了
个性化的课表，我深深感受到学
校及老师对我们兴趣的尊重和
对梦想的呵护。”进入高中以来，
她又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热情，今
年获得了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
林匹克联赛一等奖。

从Scratch、C语言到Python，
高二学生单戈迪在初中阶段就掌
握了不少编程语言，升入位育后，
参加了柔性技术课程。他介绍，柔
性技术是通过打印出的最基本的
单元器件，来构筑出复杂的电子系
统，所以它在信息、能源、医疗、国
防等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就比如一些手机的柔性电子屏、便
携血糖仪等，都是基于柔性技术而
发明制造的，“或许未来我们能制
作出如镶嵌在衣服上的手机等改
变生活的发明，虽然作为中学生能
力有限，但我们在学校学习到了很
多理论知识并且在老师带领下实
践制作，这也为我未来涉及芯片的
学习与研究打下了基础。”

搭建跨学科教研团队
护航创新创造全过程
自2020年起，上海市位育中

学就开展起人工智能、芯片教育
的科技创新领域教育探索。芯片
课程作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课
程，融合了数学、物理、化学、语
言、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等多学科
知识，带动和深化多门基础学科
的学习和理解，同时也融通了“双
新”背景下核心素养的培育。

上海市位育中学在搭建学
校的“芯片科技教育”框架时，不
仅希望学生掌握科技知识，更希
望以此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实
践科技报国之志。学校立柱架
梁，从师资配备到芯片体验中
心，配置“软硬件模组”。在师资
配备上，不仅有信息技术、通用
技术、物理、数学等跨学科教师
共同组成校内教研团队，还有来
自大学、研究所的专家组建团队
进校授课。学校的“一沙一世
界”芯片体验中心则从芯片的发
展历史、研发历程、应用场景、实
验课题室等几个板块，带领学生
触达真实的芯片世界。在此过
程中，学校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人工智能的研习不仅
在理论知识的学习，更是手脑并
用的创新创造过程。

学校在搭建校本教材课程的

同时，还打造通识、选修、专项三
级线下课程和线上慕课，逐步形
成的“芯片科技教育”特色课程，
开始辐射周边的上海位育教育集
团成员单位。去年，“智慧校园
芯动位育”首届上海位育教育集
团科技教育活动周在上海市位育
中学成功举办，集团7所学校的
科技“小达人”齐聚位育，共同打
开芯片世界的大门。对于学校接
下来“芯片科技教育”的规划，校
方表示将从校本课程建设开发、
校园环境浸润式打造、学校信息
化水平建设三个方面进一步推动

“芯片科技教育”特色发展。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实习生 王
雯祺

本报讯 第四届上海红色文
化创意大赛2023长三角青年文
创设计大赛暨上外贤达“青年匠
心”文创设计项目，以“长三角青
年文创设计大赛”为平台，继续
专注传承和发扬经典文化，以设
计驱动创新，助力文化焕新。来
自各地的高校师生、文创创业者
积极参赛，这些历史中沉甸甸的
文化遗产，通过当下高校师生、
青年设计师的视角和思维，以一
种崭新的形态重新走入公众的
视野。

匠心融合
探索金山农民画的日用美学

“在我的十六年教学生涯中，
始终坚持以实践为导向，不断激
励和引导学生走出课堂，参与各
种文化创意比赛，以拓宽他们的
视野，锻炼实战能力。”上海中侨
职业技术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戴
红梅深知比赛不仅能够增强学生
的专业技能，还能培养他们的创
新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因此，
她鼓励学生发挥个人创造力和想
象力，在展现独特个性的同时，也
要勇于表达自我思想。

张能阳作为戴红梅老师带

领的学生之一，他的参赛作品聚
焦金山农民画。“通过戴老师的
指导，我设计出了既有民族风貌
又兼具时尚感的日用产品，实现
了美的碰撞。希望这些设计能
够让更多人了解并欣赏到金山
农民画的独特魅力。”回忆参赛
创作的点滴过程，张能阳难掩感
激之情。

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参赛之
旅，既是创意迸发的提升平台，
同样也获得了更多与专业人士
互通交流的机会。“未来，期待比

赛的奖励机制可以更加丰富多
元，激励更多文创人士参与到创
意设计中来。”戴红梅说。

突破创新
传达镂金剪彩的艺术魅力

现任职于黑龙江财经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教师李思
涵一直致力于培养学生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和乡村振兴主题的
创意设计兴趣。在过去三年中，
她带领学生每年都参加长三角
青年文创设计大赛，过程中，她

鼓励学生深入挖掘和利用各自
家乡的文化特色，如传统节庆、
手工艺品、民间故事等，用这些
丰富他们的设计灵感，增强作品
的感染力。

学生殷雪琦的参赛作品《镂
金剪彩文化创意周边设计》就是
在李思涵的指导下完成的。“这
个作品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剪纸技艺为灵感，采用了十
二地支作为主题。”殷雪琦介绍
说，她的创作理念是将传统剪纸
艺术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用比兴
的手法，让年轻一代能够了解和
感受剪纸技艺的独特美感，传达
吉祥和谐的寓意。

在其创作过程中，李思涵提
供了诸多宝贵意见，如如何明确
创作选题、目的、要求及主要内
容，怎样深入研究剪纸的文化内
涵、构图、颜色搭配和细节刻画
等。“老师的悉心指导让我的作
品更加完善，也让整个创作过程
成为了一次深入了解和体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殷雪琦
意犹未尽地说。

谈及今后的参赛规划，李
思涵表示，如果比赛继续举办，
将会带领学生持续深入挖掘传
统文化的内涵，激发他们在设
计创意方面的潜力进一步突破
与创新。

深挖传统文化内涵 激发创意设计潜力

上海市位育中学“一沙一世
界”芯片体验中心。

学校FPGA芯片仿真电路
设计课程，学生手动搭建电路。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黑龙江财经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师李思涵（左四）指导学生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