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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工智能大大方方地走进中小学课堂；
当高中生和中职生在同一个学校上课；
当高校展示“上天入海”的高科技创新宏图与成果；
……
中国教育因应内在动力与外部推力，已然发生变革。
2024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拐点之年——
基础教育在AI浪潮的席卷中，迎来了教育改革的实验攻

坚战，数字化重构教育生态，中小学生将从感知、体验、理解、
应用再到创作，循序渐进地接受人工智能教育。未来教育长
什么样子清晰可见。

职业教育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职教出海的高质量发
展快车道中，迎来了“高光时刻”，技能塑造人生不再羞答答。

高等教育则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进一步深化产教融
合，推动高科技创新、跨学科融合和国际化发展，教育科技人
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化成自觉行动实践。

岁末年初，羊城晚报《教育领航者》特刊不仅解码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创新密码”，还将为大家展现教
育改革的宏大叙事和点滴细节，讲好每一个教育故事，同时
也一如既往地致敬每一位教育领航者。

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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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为明学校

在校长王礼维的办公室内，四面墙
壁都悬挂着学生的书法、挂盘等艺术创
作作品。望着办公桌上方的一幅字画，
这位见证为明成长壮大的掌门人流露
出满眼的自豪。王礼维表示，自己常感
慨学生的艺术佳作“太多、太好”，“不能
将学生的艺术全部装裱出来，是我心头
的小小遗憾。”

“科学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精
神与创新能力，艺术教育则培养学生情
操与修养，是人才的奠基、培根工程。”
作为一所自创办之初即以艺术为特色的
老牌学校的执掌者，王礼维所思考的，是
如何将艺术的种子播撒在校园每个角
落，实现春风化雨、树德润心的教育目
的。在其引领下，为明学校秉承“普及与
提升并重”的理念，探索出了一条融合

“课程与活动”、“必修与选修”“社团与
节日”相结合的艺术教育发展之路。

团扇、涂绘、创意线描、拼豆作品、
青花挂盘……推开为明学校的美术课
室，各类灵巧的艺术创作琳琅满目。面
对这些学生创作，美术老师杨晓飞同样
满脸的自豪。“我们的美术课程并不局
限于教室之内。还积极探索校园内外
的天地，让学生去体验、去感知、去创
造。”不久前刚落幕的校园艺术节上，一
场以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导向的研
究性学习项目，让多位为明小学生化身
为“街头探客”，深入市井街巷探索岭南
文化的丰富内涵。除了创作出栩栩如
生的艺术作品，学生还围绕岭南美食、
建筑、醒狮、粤剧四大非遗项目，制作了
详尽的资料卡片与画报，积极反思探讨
非遗艺术的传承课题。

在教学楼二三层，一根根廊柱换上
了“新衣”——这便是广州为明“校园廊
柱壁画”项目的亮眼成果。据悉，该项目
由校内美术组领衔，众多小学部学生积
极参与，以项目式学习的形式，分三期完
成了这一历时一年半的艺术项目。“我们
以‘梦想’为创作主题，结合缤纷童年、
多彩校园、美丽广州、神秘太空等素材，
让学生借艺术表达自己天马行空的想

象。”小学副校长龙旭表示，通过这一项
目，广州为明切实让学生参与到校园的
建设中来，实现“把校园还给学生”。

设置艺术常规课与特色活动之余，
广州为明还打造了多支学生特长队。创
校以来，合唱团、漫画社、街舞团、影剧
社等社团如百花般齐放，在各大赛事活
动中，更是以耀眼成绩擦亮了广州为明
的艺术教育名片——以儿童舞和民族舞
为基础的小学部大榕树舞蹈团，连续七
届在广州市中小学舞蹈比赛（海珠赛区）
中夺冠，实现了王礼维校长口中“有赛必
参、参必夺冠”的豪迈目标；小学部“大
榕树童声合唱团”在众多演出赛事中展
现了卓越的专业素质，荣获三次国家级
金奖，并在2023年登上国际舞台，在“勃
拉姆斯国际冬季合唱节”上获银奖。

“虽然我们不是艺术学校，但是校
园的艺术氛围很浓厚。”龙旭副校长告
诉记者，大榕树童声合唱团深受为明学
子喜爱，有的学生因心系合唱团这个大
家庭，即便家迁异地，仍坚持留在广州
为明。目前，合唱团已吸引200余名学
生参与，团队成员在广州为明的艺术氛
围中茁壮成长，许多毕业生已奔赴各
市、区合唱团中担纲要角，更有学生因
此走上了艺术的职业道路。

王礼维介绍，在保证国家课程开
足、开齐、开好之余，学校还开设研发了
大量校本特色课程。“只要学生有需求，
学校没有的课程我们也会从外面专业
机构引进，为的就是能满足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实现人人有选修、个个有特长、
班班有特色。”

“创设适合学生最优发展的教育，
最大可能满足孩子的成长需求和选择
权。”数年前王礼维立下的育人理念，如
今成为了该校回答科艺教育“加法题”
所沿用的“为明公式”。在实现科艺教
育“并蒂齐放”的道路上，广州为明正铆
足气劲、下足功夫，浇灌出一代又一代
具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为明现代
人”，为共绘国家长足发展的宏伟蓝图，
添上为明教育人独具特色的一笔。

以梦为马，个性绽放的艺术教育

兼容教育行廿载 科艺并举育新才

一场全球科技赛事，赛出了为明学
子的风采。2023年，在有“机器人奥运
会”之称的VEX机器人世界锦标赛上，
三名广州为明学子远赴美国达拉斯，与
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3000多
支 VEX 赛队同场竞技。最终，所在的
两支队伍皆获得分区赛冠军，并分获世
界第五、世界第九的好成绩。

广州为明在世界级赛事上斩获如
此成绩，背后并非一日之功，而需久久
为功。在广州市中小学积极推进科学
教育的浪潮中，广州为明率先建设了涵
盖常规课、选修课、社团与竞赛三个层
次的结构化、进阶式的“小初衔接素养
课程项目”，在广州教育圈内，以破竹之
势擦亮了自己的科创教育品牌。

在广州为明“一带一路”主题学习室
内，满墙的陈列柜上展出着学生的沙盘建
模作品。这里是为明学子“一带一路”科

技融合课程的上课地点，学生将通过项目
小组学习的形式，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产业发展为主题，了解地理、历史、电子海
报制作、设计规划、模型搭建、3D建模、贸
易交换、项目介绍等方面的内容。

广州为明科创课程主管欧作超老
师告诉记者，目前学校在1-8年级各个
班级均开设了乐高编程、EV3编程、“一
带一路”科技融合课程等科创“常规
课”，这些课程遵循“剖析-制作-展示”
等课堂基本范式，每周连堂两节课，着
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创新思维等素养
以及锻炼动手实践能力。

“落实面向人人的创新素养教育，实
现因材施教的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这是
广州为明科创项目的育人目标。在设置
科创常规课之余，广州为明还打造了电
子科学、编程、3D打印等多门选修课程，
供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自主选学；面对冒

尖或有优秀科创表现的学生群体，广州
为明还通过打造社团与选送参赛的形
式，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科创能力。

在广州为明教学楼五楼，一间坐落
在走道尽头的超大课室，便是广州为明
少年科学院“科技创新社团”的所在
地。该社团对标国内科技发明、创客以
及机器人主流赛事活动的要求，对学生
进行专项培养。这间打通了三个课室
的大型科创空间，正成为一批批为明

“少年科创家”的孵化基地。
“这些可是了不得的发明！”在科创

教室的陈列柜前，欧老师如数家珍地向
记者介绍每一个学生项目：集照明降温
导航于一体的“智能登山辅助头盔”、提
高冲浪学习效率和安全性的“冲浪姿态

纠正装置”、结合了智能控制技术与物理
吸水手段的“雨伞烘干清洁装置”……这
些在各大科创赛事上获奖的学生科创作
品，都是为明学子在生活中寻找问题、
通过科创解决问题的生动案例。“只要
学生有想法，就可以来这里落地。”

成立以来，广州为明少年科学院已
获得教育部门官方主办赛事省级奖项
23 项，市级奖项 40 项，区级奖项 25
项。在这里，为明“小小科创家”们已经
完成了“校园文明小助手机器人”“基于
姿态识别的坐位体前屈训练装置”“基
于人脸识别的体育设备共享柜”“基于
yolo v2 的非机动车道检测装置”、“智
能咏春拳木人桩”等数十项科技发明成
果，并已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5项。

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的科创教育

随着国家教育改革的深
化，中小学教育正迎来从应试
教育到素质教育转型的新篇
章。科学与艺术教育，作为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审美情感的
重要途径，已成中小学教改的
重要抓手。

如何做好中小学科艺教育
的“加法”，既实现学生个性化
培养，又保证人才素养的全方
位发展？广州市为明学校（以
下简称“广州为明”）从课程角
度破题，通过构建“兼容教育”
校本特色课程体系，为学生提
供丰富多样、选择性强的教育
资源，为学生的成才之路，切实
插上了科学与艺术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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