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40 年， 正当
盛年的你， 作为国际知

名的环境学家，要在世界自然基
金会年会做“20 年前大疫战”演讲，带
领与会者回顾 2020 年中国新冠病毒
肺炎事件。 你需要准备、 分析哪些材
料？ 给出什么观点？

为此，你要准备以下材料：
1.� 新冠病毒的来源及特性。
要求：阅读相关科普文章，提取主

要信息，以思维导图呈现。
2.� 疫情的整个发生过程。
要求：持续关注，不断记录；
甄选真实及重要的信息， 剔除虚

假、次要信息；用统计图表记录从 2 月
1 日起全国确诊、疑似感染总量、湖北
省及广东省确诊、 疑似感染总量的数

据变化，并配以简洁的分析文字；
用数轴或图表形式展示疫情由起

到止的过程，标出重要的时间节点，配
以简洁的文字说明。

3.� 国内各方的反应。
要求：持续关注，不断记录；
甄选真实及重要的信息， 剔除虚

假、次要信息；
总结以下各方不同阶段的反应及

应对措施：中国中央政府及省市政府、
医院、官方媒体、网络、社会民间、学
校、 家庭、 个人；（鼓励多样的呈现形
式，比如以图表形式分类整理）

关于科学防疫，画若干小漫画，宣
传你认为在个人防护、饮食、出行、交
际、用药等方面的正确和合适的做法。

4.� 国外各方的反应。
要求：持续关注，不断记录；
甄选真实及重要的信息， 剔除虚

假、次要信息；

总结以下各方
不同阶段的反应及
应对措施： 世界卫生
组织、 美德日韩澳等
相关国家、 国际舆论。
（鼓励多样的呈现形式 ，
比如以图表形式 分 类 整
理 ）

5.� 事件回看之后 ，你
对以下两个问题作一总结
性发言， 请拟写好发言稿。
（不少于 800 字）

围绕“2020 年中国新冠病
毒肺炎” 这一中心事件， 对于
“20 年前的人类与自然”这一话
题，你认为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经过 20 年， 你看到中国在环
境保护、人与自然共处、公共卫生
应急处理、 国民素质等方面有了哪
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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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6 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专业

“人工智能 +X”助力大湾区建设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陈亮
图 / 华南理工大学提供

“人工智能 +X”助力大湾区建设

发挥特长，服务地区行业建设

华工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创新实践课堂

来看21世纪别人家的

“放羊”网课还在老师灌学生听？

延续讲学之风：每日“朝话”

在线学习进入

第二轮，上新课但容

量、难度降低，更加

考验各校网课的智

慧。 你以为，网课只

能是看视频或直播？

还是老师讲学生听？

来看看别人家 21 世

纪的“放羊”网课。

课程围绕新冠肺炎展开

21 世
纪的语文怎样学？

宅家娃爱上项目式学习

21 世纪的语文：学习解决问题

这 是 广 州 广 雅 实 验 学 校
初二同学们持续了三周的 “同
一 星 球 ” 语 文 项 目 式 学 习
（PBL）课程的一部分 ，由广雅
教育集团广州片属校初中语
文大科组长吴穗华设计 ，备组
教师合力 ，要求八年级学生在
为期三周的学习中 ，针对目前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真实社
会情境完成假定自己为环境
学家的系列任务。 学生充分利
用鲜活的社会素材学习和训
练实用文 （以科普作品 、新闻 、
评论性文章为主 ） 的阅读策

略 ，并进行一些有关 “人类与
自然 ，过去与未来 ”这一主题
的研究活动。

对于这一任务 ，宅家的同
学们学得热火朝天 ，收集每日
疫情数据 ，阅读大量相关信息
和文章 ，做图表写分析 ，最终
形成自己的看法。

初 二 7 班 的 张 思 培 同 学
告诉记者 ， 从 2 月 10 日开始
到现在 ， “每天花费半小时左
右 ，做相关研究和阅读 。 收获
很大 ，除了关于疫情的科学性
知识 ， 还有学习技能的收获 ，
信息筛选和事例分析的策略
都挺有长进的 ，很喜欢这种自
主的学习方式。 ”

这 项 学 习 的 目 的 是 培 养
孩子们的信息 、媒介和技术素
养，以及生活和职业素养。 “信
息 、媒介和技术素养主要凸显
实践应用能力 ，包括获取和评
估信息 、 运用和管理信息 ，分
析媒介 、创作媒介作品 ，高效
运用信息技术。 ‘同一星球’课
程 ，充分利用真实社会中巨大
的信息流 ，整合课程与学习资
源 ，通过设计关联的子任务群
培育学生的信息 、媒介和技术
素养。 ”吴穗华说，生活和职业
素养重视自我发展能力 ，包括
适应变化 、学会灵活 ，主动性 、
自我引领 ，跨文化交际 ，成效
与义务 ， 以及领导与责任等 ，
课程为学生假定一个未来的
身份 ，学生必须以这个身份去
观察 、思考及进行决策 ，树立
全球意识及贡献社会的观念 ，
由此 ，逐渐形成现代公民必备
的生活和职业素养。

21 世纪的语文学习，应该是什么
样子？ 一篇一篇教课文、 教师讲学生
听？ 还是生词、作者、写作背景、内容、
手法、主旨……这样的套路？学生考试
拿高分是唯一目的？吴穗华认为，传统
教学模式有其优势， 但教师和学生与
时俱进， 更新语文教与学的观念和方
式非常重要。

“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人
类在复杂情境中的关键能力、 自我追
寻、全局视野、社会责任、合作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品质非常重要。 我们有责任去培养学
生面向未来时代的学科素养。 ” 她表
示， 学生在学科课程中习得学科的能
力， 应该成为自己在未来解决更复杂
的真实问题的基础，“他们需要学习如
何解决问题，如何创造性地思考，还需
要学习项目管理技能， 以及在
团队中协同与合作。 ”

3 月 2 日开始 ， 海珠区
第 二 实 验 小 学 教 育 集 团 正
式推出新课程 《朝话 》，参照
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 、教育
家梁漱溟先生的办学传统 ，
延续中国古代的讲学之风 ，
每天早晨 ， 围绕某个话题 ，
给学生讲做人做事的道理。

集 团 总 校 长 刘 良 华 介
绍 ，“朝话 ”就是每日每朝的
讲话 、对话 ， 《朝话 》是集团
学 校 每 个 年 级 每 天 的 第 一
课 ，“这门课程很特别 ，不仅
是名称很特别 ，内容和讲课
的人也很特别。 这门课程由
每 一 个 学 校 的 校 长 、 副 校
长 、优秀教师组成一个强大
的讲师团。 每天都会有一到
四个教师来做一场讲座。 短
则 5 分钟，长则不超过 20 分
钟。 ”

课程总体将关注六个方
面的主题。

第一类是人格教育 。 怎
样成为一个有强大人格魅力
的人？ 怎么成为既有爱心又
有意志力的人？

第二类是知识学习 。 讨
论如何让孩子们学会有效地
学习 ， 让孩子们在语文 、数
学、 外语等学科学得比较轻
松，又比较有效。

第三类是身体健康 。 讨
论为什么要少看医生， 少吃
药； 为什么足够睡眠比运动
还重要。

第四类是审美游戏 。 讨
论 为 什 么 要 学 会 玩 “小 游
戏 ”，比如折纸 、踢毽子 ，还
要学会玩一些 “大游戏 ”，比
如打乒乓球、 打篮球、 弹钢
琴、拉小提琴，等等。

第五类是劳动与生涯教
育。 讨论为什么做家务劳动
很重要； 为什么鼓励孩子们
在家里要学会做饭做菜 ，学
会跟食物打交道， 要有必要
的“食育”。 这个专题会介绍
一些很重要的职业， 介绍这
些职业有哪些艰难， 有哪些
欢乐。

最后，回到情感教育。让
孩子明白 ， 为什么亲情 、友
情和爱情很重要。 为什么既
要过独立的生活又要学会与
他 人 交 往 ， 有 社 会 情 感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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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
育部审批通
过 暨 南 大
学、 华南农
业 大 学 、 广
东技术师范
大学、 广州
大学、 广东
石油化工学
院、 广东工
业大学新增
人工智能专
业。 相关高
校 表 示 ， 开
设人工智能
专业， 一方
面可以服务
地区行业建
设， 另一方
面将为粤港
澳大湾区建
设提供强有
力的人才和
智力支撑。

教育部指出，要以解决人
工智能重大理论和实践应用
问题为牵引，促进人工智能基
础理论研究，加快人工智能领
域科技成果在重点行业领域
的转化应用。 广东高校近年来
发挥特长，为地区、行业建设
添上人工智能这把“火”。

华南农业大学紧扣农业
特色，计划培养具备人工智能
创造性思维、具备人工智能技
术理论和 AI 赋能应用能力的
人工智能专业人才。“该专业
的获批，将加速我校农业特色
学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交叉
融合，为我国农业人工智能领

域、岭南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
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
华农相关负责人说。

人工智能不是闭门造车。
近年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充
分利用其应用型本科的优势
特点，进军高职、中职智慧教
育。 该校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
赵慧民教授举例说，广技师面
向高职中职学校，根据学校人
工智能学科点和研究方向，利
用声音识别技术检测课堂学
生的关注度、兴趣点，还能给
学生提供知识图谱的推荐等。
赵慧民表示：“我们把计算机

学院软件工程、数据科学等资
源整合进人工智能专业，希望
能够服务智慧城市建设、智慧
制造、智慧教育等领域。 ”

紧密结合院校特长， 发展
人工智能学科是不少高校的
选择。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电信
学院院长孙国玺表示， 近年
来， 学院与茂名石化合作，利
用人工智能在石化安全监测、
智慧巡检等方面有较大突破。
孙国玺表示，未来，学校将把
创新贯穿到人工智能专业学
生的大学四年学习，把本科生
培养成服务石化建设的高水
平应用型本科人才。

教育部在 《通知》 中强
调，要“构建基础理论人才与
‘人工智能 +X’复合型人才并
重的培养体系”。 华南理工大
学广州国际校区吴贤铭智能
工程学院副院长谢龙汉指出：
“X 的范围很广泛， 可以指机
械、电子、材料、医学、教育等
各行各业 ， 由人工智能为 X
‘供血再造’。 ” 按照华工的教
学设计， 人工智能专业在大
一、 大二教学基本理论知识，
大三之后结合 X， 例如控制、
自动化、机械、电子等工程类

内容加以实践，让学生打下扎
实的应用基础。

“人工智能 +X”也给高
校的新工科建设提供了新的
思路。 广州大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广大深度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和发展
需求中，2017-2019 年相继新
增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等专业。“此次获批
增设人工智能等两个新工科
专业，使工学专业在全部专业
中的比例显著提升，将有效带
动学科专业结构和学科体系

的持续优化。 ”该负责人表示。
此外，广东人工智能学科

建设不仅会服务粤港澳大湾
区， 未来还可能辐射“一带一
路”沿线城市。 暨南大学智能科
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屈挺教授表
示：“未来五年， 我们将把人工
智能产业学院打造成为汇聚国
际高端人才， 具有国际一流水
平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基地与
创新高地。 率先建设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人工智能领域首屈一
指的创新明珠，服务东南亚，并
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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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良华

吴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