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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不出校门也能逛书店

本报讯（记者 邓 菡 通讯员
杨玥滢 毋 瑕） 世界读书日前

夕，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举办

“阅在花开时节”校园书市活动，

以此丰富师生文化生活，建设博

雅书香校园。

此次活动，学校邀请了中

国书店、王府井书店、商务印书

馆涵芬楼书店、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等 7 家单位走进校

园，提供丰富、适合的书籍及文

创产品，方便同学和老师们阅

读和购买。

“同学购买了小说《人鱼陷

落》，我翻阅后感觉很吸引人，也

入手了一本。”学生刘希乔表示，

平时就爱好看小说的她觉得阅

读会带给人一种放松的感觉。

她认为校园书市活动很有意义，

给同学们提供了更多阅读选择，

也提高了大家读书的积极性。

据悉，参与此次活动的 7 家单位

共带来几千个品种的图书，涵盖

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几

大部类，并给予师生优惠价格。

同学们精心挑选着自己喜

爱的图书，有的俯身拿起书本仔

细翻阅，有的静静欣赏图书的封

面设计，有的和伙伴们交流讨论

书中的内容，有的向工作人员询

问版本与价格……很多学生入

手了自己感兴趣的图书，并为校

园书市点赞，认为这次活动丰富

了校园文化生活。老师们也以

现场购买或登记信息的方式参

与这次活动。根据师生的购书

和登记情况，学校图书馆后续将

筛选采购部分图书，方便更多师

生借阅。

三联书店团购经理王辰表

示，在校园里办书市，实际是让

学生不出校门就能“走进”书店，

调动大家阅读的积极性。博雅

学子的读书热情，也着实超出了

几家单位的预期。几家带书入

校单位的负责人纷纷表示，一六

六中学的读书氛围非常好，希望

有机会继续来到这所百年老校，

为师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图书产

品和服务。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学

生而言，阅读不仅是文化传承的

重要手段，更是他们适应未来发

展的基础能力和学习成长的内

在需要。丰富阅读形态、激活阅

读能量，已成为学校、家庭、社会

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近年来，北京市第一六六中

学通过多种举措，引导学生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立足学段、

学科特点，学校各学科有意识地

将学科阅读作为重要学习方法

和手段，以全学科阅读课程建设

促进每一名学生的全面发展、个

性化发展和健康可持续发展。

学校教学副校长刘燕红介绍说，

在教学方面，学校倡导全学科阅

读，着力培养学生的学科阅读素

养，除“课标”要求的阅读书目及

内容外，提倡学生广泛涉猎，开

展跨学科阅读，并形成学段进阶

式阅读和小学、初中、高中一体

化阅读的整体设计，引导学生在

阅读中丰富学科知识，培养学科

思维。学校也积极开展多种阅

读活动，营造阅读氛围，提升阅

读兴趣，助力学生在阅读中思

维，提升智慧。

朝阳区

探索人工智能
赋能课堂教学评价

本报讯（记者 孙梦莹） 在 4

月 8 日举办的“人工智能赋能课

堂教学评价高峰学术研讨会”上，

专家围绕人工智能作为辅助教学

手段，助力教育评价转型升级开

展研讨。研讨会上，朝阳区作为

“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

新型教与学模式”实验区作了经

验介绍。

朝阳区一直着力于教育信息

化、数字化建设，坚持问题导向、

需求导向、效果导向，坚持育人为

本、聚焦课堂、重在实践，构建了

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字化教育体

系。在成为实验区后，朝阳区按

照“一横一纵一融合”智慧教育工

作思路，聚焦“课堂、课程、课题、

大数据”，依托空中课堂、双师课

堂、融合课堂实践研究，不断完善

丰富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整

体构建教、学、研、评数字化育人

机制，为朝阳教育建设提供了有

力支撑。

会上，北京市润丰学校教师

进行了课堂教学展示，校长张义

宝以“AI 赋能：涵养课堂评价生

态 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为题，介

绍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评价改革

的一线探索。

据 悉 ，在 朝 阳 区 委 教 育 工

委、区教委的领导下，北京市朝

阳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润

丰学校积极开展人工智能赋能

课堂教学评价项目实验，学校

“AI 赋能的 3125 模型”和“AI 问

学生态涵养体系”的实践建构，

引入人工智能参与课堂评价，相

较于传统的个体观察式评课，具

有系统化、全面性、可量化、精准

性等方面的优势。学校人工智

能赋能课堂教学评价项目实验

为教育数字化开辟了新的赛道，

也是对如何有效推进义务教育

新课程标准的落地，对如何提升

课堂教学的效益、如何实现教与

学方式变革的有益尝试。

北京市西城外国语学校

将名著搬上舞台
本报讯（记者 宋迪）北京市

西城外国语学校学生日前将名

著经典搬上舞台，通过剧目展演

等形式，生动展现了文字里的中

国。同学们通过表演和诵读，增

加了阅读兴趣，也更深入地与古

人对话，传承经典。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蒲松

龄的《聊斋志异》、老舍的《四世同

堂》《茶经》等经典名著登上舞台，

学生精心编导、生动演绎，生发出

对于社会的思考，也培养了人文

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此外，学校还举办了主题

为“文字里的中国”展演活动，

借助舞台形式传颂经典。在屈

子清芬环节，同学们铿锵的声

音汇集，齐诵《屈原列传》；女生

用自己温婉若流水的声音合诵

《九歌·云中君》，再现芬芳甘冽

的情怀；还有学生默契合作，朗

诵张笑含同学原创现代诗《清

芬怀远》，表达对屈原和《楚辞》

的感悟……有思考、有智慧，同

学们在学习、欣赏经典的同时

尝试创新，加深了对古诗词的

热爱和理解。

在登高必赋、对话古今和

呐喊追寻环节，有的学生用自

己改编的歌曲展现了陶渊明对

爱情的热烈追求；有的学生用

不同声调念诵江淹的《别赋》，

在舞台上表现出六种类型的离

愁别绪，让我们明白和平安定

的不易，珍惜眼前生活；有的学

生用舞台剧的形式演绎《红楼

梦》经典片段《海棠诗社·红梅

诗会》；还有同学用舞台剧的形

式表现鲁迅先生佳作《呐喊》，

在那个吃人的时代……

参与组织此次活动的学校

教师表示，诗词承载了中华文

明的更迭演进，这次活动带领

学生感受到诗词中绵延千年的

浩瀚力量。

北京一六六中学学生在校园书市挑选图书。 学校供图

八一学校启动国际科技教育活动

首艘中学生“无人艇”将诞生
本报讯（记者 许 卉） 4 月

16日，北京市八一学校举行“逐梦

深蓝”国防科技教育主题活动暨

中学生“无人艇”研制、应用及课

程开发工程启动仪式。我国第一

艘中学生全程参与研制的“无人

艇”，将在八一学子手中诞生。

“我想让全世界看到中国青

少年研究的无人艇，让全世界的

人们都意识到中国科技青少年站

起来了！”学生袁来说。2016年，

八一学校启动中国首颗中学生科

普卫星研制、应用及课程开发工

程，同年，第一颗由中学生全程参

与研制的科普小卫星发射。如

今，八一航天少年科学院的学生

将全程参与研制国内首艘中学生

“无人艇”，是该校航天特色教育

不断深耕的另一项尝试。

“逐梦深蓝”项目计划在航

海各领域专家的支持下，由八一

学生主导设计、研制水下作业机

器人，通过全程参与无人艇研制

工程，体验工程设计全流程，在

真实条件与环境中进行项目式

学习。相关课程及活动将高校

无人艇设计竞赛等赛事引入中

学，增强学生国防意识，体验航

海工程科研，形成完整科学思想

方法及系统性思维，激发学生学

习热情。

学校党委书记牛震云表示，

八一学校“无人艇”研制、应用课

程主要以项目为主，一方面让对

海洋科技感兴趣的学生，通过无

人艇项目深入研究海洋、舰艇、

无人航海等相关知识，为学有余

力的学生搭建开阔视野、深入研

究的课程；另一方面，学校也会

开设选修课，利用课后服务时

间，让学生在专家的引领下，对

国家广阔的海洋疆土等相关知

识进行探索。

当天，航海科技教育协作体

成立。协作体由北京市八一学

校教育集团、中国造船工程学

会、国防科普委员会、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西北

工业大学、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

司等单位共同发起，推进航海主

题国防科技教育在中小学落地，

共同探索建设一流国防科技特

色学校的新途径及小初高与高

校贯通培养的新模式，致力打造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创新人才

培养新通道。

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副

院长雷波介绍，学校一直从事水

下兵器、声纳、海洋工程装备相

关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近年

来，西工大的海上无人艇项目，

从学生竞赛活动中逐渐做出产

品，并且孵化出具有产业功能的

公司。雷波表示，希望把面向大

学生开设的一些课程，逐渐与中

小学生的科研课题、课外兴趣结

合起来，产生更多类似八一学校

海鲈鱼水下机器人的项目，让学

生通过真实的学习，掌握科学实

践的基本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