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导报讯 6月 10日，晋中师专附校与

晋中学院联合主办“感悟思想伟力谱写‘晋’彩

华章”———“何以晋中”大中小学生讲思政课竞

赛展演活动。此次活动是学校深化“大思政一

体化”建设、推动跨学段协同育人的创新实践，

彰显了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学校在立

德树人征程中的主动担当。

活动特邀晋中学院党委副书记薛珠峰，市

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邓

继杰，晋中学院团委书记王艳，市教育局三级

调研员杜红英，晋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

支副书记郭志刚莅临指导。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附属学校党总支书记赵东云、校长许慧等

领导全程参与，共同见证思政教育一体化的丰

硕成果。

许慧在致辞中强调：“本次活动是晋中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学校落实大中小学思

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携手高校挖

掘晋中元素，共建课程、共享资源，让思政教

育贯通学段、扎根乡土，真正实现‘从课本走

进生活’。”

活动创新采用“1（大学生）+1（中学生）+1

（小学生）”跨学段组队模式，晋中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附属学校学生与高校学子并肩作战，在

12组宣讲中展现附校育人成效。

小学生用童言讲述大历史：晋中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附属学校小学生团队在《榆见老

城 岁月回声》《三晋之声》等节目中，以童真

视角解读古城风铃、晋剧绝活，让传统文化浸

润童心。

中学生以实践诠释新担当：晋中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附属学校中学生主导的《行走的思政

课：绿水青山间的青春答卷》走进潇河湿地公

园，用生态调研报告践行“两山”理念；《智传千

年味，妙续美食魂》以 vlog解码“鱼羊包”中的

工匠精神，获评二等奖。

在《晋华燃热血，学子绘新程》《太行星火

燃汾水赤魂传》等节目中，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附属学校学生与大学生共同挖掘纱厂工

运史、韩麟符烈士事迹，让革命薪火在讲述中

生生不息。

晋中学院思政课专职教师张海洋在点评

中高度肯定了这一形式，他指出，活动使学生

们真切地触摸到了晋中的深厚底蕴，让思政教

育为青年学子的成长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并鼓励学生们从展演舞台走向更广阔的生活

平台、理论讲台和实践擂台。 （黄晶）

信仰之光：
教育本体论的哲学根基
·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与教育立基

公元前 5世纪的古希腊学园里，柏拉图在《理想

国》中构建了“洞穴寓言”，将教育定义为“灵魂转向

的艺术”，认为真正的教育应引导人从虚幻的影子

世界转向对“善的理念”的观照。这种理念在古印度

《奥义书》中有着相似的表达，“教育是让灵魂从无

明中觉醒”的修行，而中国儒家经典《大学》则开宗

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将道德完善与精神超越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这些

轴心文明的教育智慧共同指向一个本质：教育的本

体不是知识的堆砌，而是信仰的建构与精神的养

成。即便在当今人工智能兴起的时代，这一本质依

然未变，《使用指南》的出台，也是为了确保在技术

加持下，教育能更好地坚守这一精神内核，让学生

在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探索知识时，不偏离对真

理、美德的追求。

·现代教育哲学的信仰重构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当代教育

的危机在于忘记了教育的本质是精神的传承”，他提

出“教育是灵魂的唤醒”的著名论断。德国教育家福

禄贝尔将幼儿园视为“上帝精神的育苗圃”，蒙台梭

利在创办儿童之家时，始终强调“精神胚胎”的发育

需要信仰之光的照耀。这些现代教育思想家的探

索，本质上是在世俗化浪潮中为教育重新寻找精神

锚点，让技术理性时代的教育不至于沦为冰冷的知

识传输系统。《使用指南》正是顺应这一思潮，在人

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教育的当下，为学生、教师和

家长提供了明确指引，使教育在技术的浪潮中，依然

能紧紧握住信仰与精神的舵盘，驶向培育完整人格

的彼岸。

中国教育史上的
信仰传承案例
·孔子杏坛的志道精神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在陈蔡绝粮之际仍“讲诵

弦歌不衰”，这种对“道”的坚守构成儒家教育的精神

内核。其弟子曾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

誓言，成为后世士大夫的精神胎记。曲阜孔庙留存的

明代《孔子燕居图》壁画中，孔子抚琴授课的场景，正

是这种精神教育的视觉化呈现。在现代教育语境下，

即便学生借助《使用指南》中提及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辅助学习，也应传承这种志道精神，将对知识、真理

的追求置于首位，不被技术带来的便捷迷惑，让人工

智能成为探索“道”的助力而非阻碍。

·西南联大的精神坚守

1938年的昆明，茅草屋教室里，闻一多在讲授

《楚辞》时，常常从屈原的爱国精神延伸到抗战救国

的现实，学生笔记中记载：“闻先生讲诗时，眼睛里燃

烧着火焰”。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西南联大仍

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培养出 8位两弹一星元勋，

这种精神力量创造的教育奇迹，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如今，面对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带来的丰富资源，如

《使用指南》中提到的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个性化学习

方案，学校和教师更应传承西南联大的精神，引导学

生在技术助力下，坚定为国家、为民族而学习的信

念，将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验

1927年创办的晓庄师范，要求学生“每天四问”：

一问自己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二问自己的学问有没有

进步这种将精神成长置于首位的教育实践，在《陶行

知全集》中有详细记载。晓庄学生在田间地头学习

时，常常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誓言

相互激励。当下，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

应用，如《使用指南》所规范的在教师指导下，学生

借助人工智能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等场景，更需要传

承陶行知的教育理念，确保技术服务于学生的精神

成长，让学生在利用技术的过程中，不忘对道德、对

奉献精神的追求。

技术时代的
精神教育危机与突围

———教育工业化造成的精神荒漠

中国某教育大省的调研数据显示，78%的高中

生“从未在课堂上讨论过人生意义”，某重点中学

的心理咨询室记录显示，2024 年因“精神空虚”寻

求帮助的学生数量较十年前增长 3 倍。这种教育

的异化现象，本质上是将人异化为考试机器，导

致精神世界的荒漠化。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

现，本应成为打破这种僵局的契机，但如果使用

不当，也可能加剧这一危机。《使用指南》的发布，

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它强调在各学段合理应

用人工智能，小学阶段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

容生成功能，防止学生过度依赖技术而失去自主思

考与精神探索的能力，从制度层面为抵御精神荒漠

蔓延筑牢防线。

———价值相对主义的教育困境

后现代思潮影响下，某些教育理念走向极端，认

为“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当教育放弃对终极价值

的引导，就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使精神教育失

去根基。此时，《使用指南》的价值愈发凸显，它明确

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育人导向，坚持价值引领，

确保技术向善，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使用人工智能

过程中形成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价值观，帮助学生

在信息繁杂的虚拟世界里，找到价值坐标，摆脱价值

相对主义的干扰，重塑精神教育的基石。

———重建精神教育的实践路径

·课程体系的精神维度重构

剑桥大学 2022年推出的“文明传承与创新”课

程，要求学生研读《论语》《理想国》等经典，撰写“古

今价值对话”报告。北京四中在 2023年开设的“精神

成长”校本课程中，通过“哲学咖啡馆”“生命教育工

作坊”等形式，引导学生思考存在意义。这些课程创

新表明，精神教育需要制度化的载体。结合《使用指

南》，学校在构建课程体系时，可以将生成式人工智

能与精神教育深度融合。例如，在高中阶段，利用人

工智能辅助学生开展对经典著作的跨学科研究，通

过智能工具生成知识图谱，帮助学生梳理不同文化

经典中的精神脉络，使技术成为精神教育课程创新

的有力支撑。

·教师角色的精神导师转型

芬兰教师教育强调“精神引领者”培养，赫尔辛

基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精神素养”课程，要求师范

生研读《教育的情调》等著作，掌握精神引导技巧。中

国陶行知研究会推行的“新师范教育”项目，要求教

师每年完成 100小时的“精神成长”研修，这些探索正

在重塑教师的精神导师角色。《使用指南》也对教师

提出了明确要求，教师应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科学融

合技术与教学，承担监督指导职责，向学生推荐可靠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数

据安全意识和技术伦理认知。这意味着教师不仅要

成为技术应用的指导者，更要成为学生精神成长的

引路人，在人工智能时代，以自身的精神力量与专业

素养，为学生照亮精神发展之路。

·校园文化的精神场域营造

英国哈罗公学的“哈罗精神”体现在每日的

Chapel 礼拜、传统的“草帽文化”中，这些仪式化活

动形成强大的精神场域。深圳中学在校园中设置

“精神长廊”，陈列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科学家的

精神语录，用环境浸润学生心灵。这些实践证明，

精神教育需要具象化的文化空间。在人工智能融入

校园的过程中，学校可以依据《使用指南》打造新的

校园文化景观。比如，设立人工智能与人文精神融

合的主题展览区，展示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人类文

明进步中蕴含的精神力量，以及如何在技术应用中

坚守人文底线，让校园的每一处角落都成为精神教

育的潜在课堂，与《使用指南》协同发力，营造浓厚

的精神育人氛围。

让信仰之光
照亮教育的未来

站在 2025年的教育十字路口，当我们回望人类

教育史，从苏格拉底的雅典学园到孔子的杏坛，从修

道院学校到西南联大的茅草屋，真正推动文明进步

的教育，从来都是信仰与精神的火炬传递。在这个技

术狂飙的时代，《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

（2025年版）》的发布，为教育在技术浪潮中稳住信仰

与精神的航向提供了有力保障。它既赋予了教育创

新的技术动能，又为学生、教师和家长明确了精神坚

守的边界。当东京大学的课堂上重新响起对生命意

义的探讨，当硅谷的科技新贵开始思考技术伦理的

边界，当乡村学校的孩子也能借助人工智能触摸到

人类精神的星空，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其塑造灵魂、启

迪智慧、点化生命的神圣使命。

黄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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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 】
阅读提示：在人工智能秒解高考压轴题、虚拟现

实模拟太空实验的今天，教育科技市场蓬勃发展，智

能测评、个性化学习 APP 等技术手段层出不穷。然

而，调查显示，不少年轻人将教育功利化，追求分数和

职业技能，忽视生命意义、良知与精神价值的追寻。教

育的本质不应只是技能培训，苏格拉底与孔子早已指

明，其最高使命是点燃信仰与精神的火种。如今，教育

部发布的《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 年

版）》（以下简称《使用指南》），也为教育的精神使命赋

予新内涵。

策划 刘田茵

信仰与精神：教育长河中永不熄灭的灯塔

科学导报讯 6月 8日，在太原市青少年

宫举行的山西省“红领巾小百灵”合唱展演

活动中，太原市小店区育杰小学合唱队凭借

精湛的技艺和出色的表现，从全省 20 支参

赛队伍中经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一举斩获

一等奖。

本次展演由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少工

委主办，共青团太原市委、太原市少工委承

办，为全省青少年搭建了高水准的艺术交流

平台。比赛中，育杰小学合唱队的队员们身着

统一服装，佩戴鲜艳红领巾，以清澈嘹亮的歌

声和富有感染力的舞台表现，深情演绎了《红

领巾相约中国梦》《好习惯我成长》。生动诠释

了新时代少先队员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小店区原创歌曲《好习惯

我成长》首次登上省级舞台，其朗朗上口的旋

律和充满正能量的歌词，赢得了现场评委与

观众的一致好评。

此次荣获一等奖，是育杰小学长期深耕

艺术教育、注重学生美育培养结出的丰硕成

果，也是小店区积极构建“五育并举”育人体

系、大力推进校园美育工作的生动缩影。

育杰小学表示，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持

续深化艺术教育改革与创新。未来计划通过

组建班级合唱社团、开展合唱大师课等形式，

进一步丰富艺术教育内涵，培养更多兼具艺

术素养与爱国情怀的新时代好少年，为区域

美育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通讯员 王淑丽冯 颖娟）

太原市小店区育杰小学

获山西省“红领巾
小百灵”合唱展演一等奖

该图由 生成

晋中师专附校携手晋中学院

举办“何以晋中”
大中小学思政课竞赛展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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