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
通讯员熊海豹）今年3月，华中师
范大学附属小学发布了该校专
属AI大模型——“附小智脑”。5
月 14 日，2025 年世界数字教育
大会将在湖北武汉召开，“附小
智脑”也出现在大会现场。

据了解，“附小智脑”由该
小学与国内 AI 团队共同研发，
通过对海量校本知识库及小学
教育数据的深度学习，全方位
重塑校园的各个方面工作，成
为深度融入校园生态的智慧大
脑。

长江日报记者在武汉经济
技术开发区神龙小学湖畔校区
观摩点看到，“附小智脑”通过实
时采集分析超300项教育数据，
可动态生成学校发展、教师教
学、学生成长的三维数字画像。
点击屏幕，即可进入校园VR实
景，感受数字化校园。

现场还有许多有趣的体验，
教育机器人可实时解答观众提
出的学校教育相关问题。人们
在触控屏上可扮演AI教师，体验
智能备课系统；智创艺术课堂通
过AI变脸技术，将学生手绘的京
剧脸谱转化为动态数字艺术。

据了解，“附小智脑”已深
度融入校园生态，其核心由六
大智能模块构成：校本智库，沉
淀十年教学数据，形成精准教
学资源库；数智导师，为每位教
师定制数字分身，实现7×24小
时个性化辅导；智创课堂，AI动
态生成分层教案，支持实时课
堂互动反馈；智能学伴，通过深
度学习构建学生数字孪生，提
供全天候学习陪伴；家校智联，
构建 24 小时在线沟通平台；智
校联盟，云端共享全国几十所
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汇聚更
多学校智库和AI教师。

机器人会砌砖
还能现场教学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洋 通讯员郑正鼎）2025年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在即，武汉科技大学汪朝晖
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耐火材料智能砌筑机器人平
台”将在大会上亮相。这个会砌砖的机器人不仅能
让冶金装备建造告别人工苦力活，让传统砌筑工艺
踏上了智能化道路，更用数字技术重塑了人才培养
模式。

在传统焦炉建造过程中，耐火砖砌筑曾是最“磨
人”的工序——上千种形状各异的砖块全靠人工搬
运、涂抹泥浆、精准堆砌，工人不仅累弯腰，还得像

“绣花”一样控制误差。如今，武科大的机器人平台
让这一切变了样。

实验平台首创移动式龙门桁架与双机械臂协同
作业系统。通过四轴机械手与六自由度关节臂的异
构协同，配合深度学习视觉检测技术，实现大负载异
型砖块抓取和异型砖面灵巧涂抹。基于深度学习的
抓取—定位检测算法实现耐火砖识别正确率达98%
以上；通过自适应控制算法优化异构机械臂协同运
动路径，砌筑精度达±1mm。

“学生通过构建虚实交互的焦炉砌筑数字化模
型，可以实现1000余种耐火砖的拼砌训练，同步开
展砌筑机器人控制现场实训教学。”项目团队成员
介绍，学生通过虚实映射的方式操控机械臂执行砌
筑任务，实现砌筑工艺智能优化，系统掌握机器人
运动控制核心技术。最终形成“数字建模—工艺优
化—实验验证”的递进式智能装备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体系。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洋 通讯员武柳青）
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即将在武汉拉开帷
幕，一条能像真鱼一样游动的仿生机器鱼吸
引众人目光。这条机器鱼由武汉大学师生研
发，目前已在长江大保护项目中用于生态数
据采集，为水域环境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

长江日报记者看到，会场的一个鱼缸中，
有条仿生机器鱼的游动姿态与真鱼几乎一
样。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仿生机器鱼的头部
有一块小小的亮片，那是避障传感器。

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仿生机器鱼
长度为53厘米，外形设计模仿真实鱼类，躯

干部分包含头部和尾部两个关节，能够模
拟鱼类的游动姿态。其表面装有 LED 灯，
可在水中呈现动态光影效果。它还配备了
障碍物感测器和 AI 学习功能，能够识别和
避开水下障碍物。

据介绍，该成果是基于仿生学原理设计
的“智能水下机器人”，展现了学科交叉创新
与工程实践的深度融合。其核心技术在于模
拟鱼类的运动机制以实现高效游动，可以应
用于水下探测、水质监测及生态保护。

右图：武汉大学仿生机器鱼将亮相
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严培辉 摄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通讯员谢小琴 杨志杰

在武汉理工大学，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就能
远程接入“无人工厂”“无人码头”“无人汽车”
等尖端技术与实际应用场景，为学生构建“沉
浸式”教学环境。近日，长江日报记者近距离
感受了理工智课平台这个特别课堂的数字魅
力，他们的成果也亮相于2025年世界数字教
育大会高等教育观摩现场。

在网络空间设计生产电池

戴上VR眼镜，武汉理工大学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专业研二学生罗凯开始了自己的电池
制造模拟实践。在网络空间打开锂离子电池
电解液配方研发数字孪生系统，一间虚拟的实
验场景呈现在罗凯的眼前，按下“配方研发”按
钮，罗凯进入材料库，选择了一种钴酸锂材料
做手机电池，在虚拟智能产线上经过涂布、辊
压、分切、组装、电解液注入、组装等程序，短短
5分钟便完成了整个电池制备。

“实验场景与真实的实验室一模一样，5
分钟就能完成一场电池制造实验。”罗凯说，过
去自己经常排队去实验室做实验，一次只能做
一个实验配方，而孪生系统上有24个配方可
供选择，还可进行迭代优化，现场还显示实验
考核成绩，效率很高。

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孟甲申
告诉记者，该校在马房山校区有一间真实的电
池制造实验室，经过数字孪生技术搬到了网络
空间，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实验材料，自己设
计电池，得到不同的电池性能。真实的实验室
单元一次只能做一个实验，在孪生系统上一次
可安排24名学生同时做实验，而且实验可以
在个人PC端、手机上完成。

在虚拟汽车生产线上实习

“进入动力电池装配环节，查看汽车底盘的
装配、挡风玻璃的装配……”智能制造工程专业
大四学生杨廷俊戴上混合现实技术头盔（MR），
进入汽车未来智造虚拟平台，和5位同学一起
漫游在最先进的汽车装配生产线上，手持遥控
器还可搬动汽车配件，参与汽车装配工作。

杨廷俊介绍，在汽车未来智造虚拟平台，

既可鸟瞰厂区全貌，了解整车总装产线工序与
布局，又可以切换视角，进入虚拟车间。利用
交互式的学习模式，他可进行汽车总装工序学
习及知识考核，沉浸式体验汽车生产车间的生
产状态。接下来，杨廷俊又进入未来课堂教学
模块，进行动力电池封装结构设计与虚拟装
配，系统随机生成的一个车型，给出续航要求、
电池性能需求、应用场景等差异性参数，让他
根据车型要求完成底盘电池+成组模式+连接
方式的方案设计，并进行电池包的虚拟装配。

“过去是大三才能进入汽车公司产线实
习，现在大一就可以进入认知实习了。”机电工
程学院卢杰老师表示，汽车未来制造虚拟平台
可以代替部分实操训练。通过AR虚实融合
技术，可进行零部件的结构设计与有限元分
析，基于AI算法的装配路径规划完成零部件

的虚拟装配，并对装配结果实时进行碰撞检
测，对结果进行综合评价。

“亲手”在青岛港装卸货物

船舶往来、吊车林立、卡车穿梭……戴上
VR眼镜后，研二学生康天博仿佛来到我国北
方忙碌的青岛港，数字化港口装备孪生仿真平
台让他难以相信自己身处武汉理工大学校园。

康天博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识港口
全貌、“亲手”操控港口设备。相比于真实港口
的现场实习，反而这虚拟的看得更明白更全
面，没了管中窥豹的感觉。

来数字化港口装备孪生仿真平台实习前，
康天博已在线上进行了理论和相关实操的学
习，记者看到，他根据任务分工，结合某港口典

型装卸工艺场景进行实验和验证。在康天博
模拟抓箱、翻箱、放箱等远程作业时，另一名同
学则基于AR全息沙盘配置卸船调度工艺的
装备、路径及堆场码垛顺序，二人合作完成靠
泊集装箱船舶装卸作业任务。

该校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副教授梅杰说，
过去学生在港口实习，很多设备根本碰不到，
而在数字化港口装备孪生仿真平台，不仅可以
进行港口的调度作业，还能设计工艺流程。

据悉，武汉理工大学深度对接国家智慧教
育公共服务平台，共建校企微课程150余门，
开发汇聚优质资源60万余条。

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表示，教育数字
化转型是一场系统性变革，是教育全要素、全
流程、全业务和全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人工智
能将在知识传授中扮演关键角色。

皮影无人操控
也能互动表演

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 通讯员谢依灵）不用
人在幕布后操纵，只需向AI机器人下达指令，屏幕
上的可爱皮影小人就动了起来。5月14日，2025年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湖北武汉召开，在武汉经济
技术开发区神龙小学湖畔校区观摩点，长江日报记
者发现，光谷第十五小学的智能皮影展台格外引人
注目。

活动现场，光谷十五小带来了智能体AI机器人
演绎皮影剧、虚实融合皮影戏、手工DIY互动等多
个展区。观众只需向AI机器人下达指令，它便能基
于深度学习算法精准控制皮影角色，依据剧本进行
精彩演绎。这一过程无需人工手动操控，让传统皮
影艺术以全新的数字互动形式呈现在记者眼前。

手工 DIY 互动区是展示的另一大亮点。大家
既可以通过手绘的方式创作独具个性的皮影角色，
也能借助AI算法生成皮影角色图。完成创作后，将
作品照上传至激光雕刻机，短短一分钟内，雕刻机就
能将设计转化为实体的皮影角色雏形。

现场，还有一对数字人“科科”和“艺艺”引得观众
驻足互动。作为全国首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验
学校，光谷十五小今年推出的这对数字人已全面应用
于校园各个场景。活动现场，它们作为小小讲解员与
观摩者实时对话互动，介绍学校的文化特色和独具魅
力的皮影课程。

大学虚拟现实课堂将亮相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戴上“眼镜”就能进入未来工厂

武汉理工大学学生在虚拟汽车产线上实习。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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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仿生机器鱼
参与长江大保护

武汉科技大学学生通过“耐火材料智能砌筑机
器人平台”学习智能装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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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教育正在“重塑”
——写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武汉召开之际

（上接第一版）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
用，教育进入一个需要全面创新的时
代。在中小学，传统教育场景是教师与
学生之间的二元互动，而今已演变为教
师、学生与技术设备的三元互动。

武汉市二桥中学课堂极具未来感：
同学们头戴VR眼镜，跟随语音提示操纵
手柄，眼镜里呈现出一个个逼真的物理
实验场景，仿佛置身于微观世界。这是
学生们的一堂“普通”物理课，主题是电
荷探索之旅，老师利用VR工具，让学生
身临其境，体会物理规律在实际场景中
的应用和奇妙之处。

这所曾经的传统学校借助数字技
术，蝶变为数字教育先锋。在2022全球
智慧教育大会上，二桥中学分享了“虚拟
实验教学”改革经验。

数字教育带来的不仅是教育方式的
变革，数字教育沉淀的数据也为校园带
来温暖。

“大数据算到我可能有困难，学校给
我的校园卡打了100元补贴！”一名武汉
大学学生在网上分享学校通过消费大数
据，“悄悄”给他打补贴款的温情故事。

一款名为“AI数字伙伴”的机器人落
地武汉万松园路小学后，同学们经常排
队跟虚拟机器人“兰博”或“青青”说悄悄
话，彼此“敞开心扉”。“我最好的朋友最
近不跟我玩了，怎么办啊？”“我最近学习
状态不好……”进入静音舱的小朋友尽
情倾诉自己的小秘密，“兰博”“青青”都
能给出满意的安抚话语。

共享：填补看不见的鸿沟

今年“五一”假期，新洲凤娃古寨天
天客满，老板余红梅很开心。20年前，这
个新洲农妇还是一名农村拾荒者，后来
做生意始终起色不大。2013年，余红梅
迎来了自己的转折点——国家开放大学
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让她上了武

汉电大。毕业后的她视野开阔、不断进
取，最终建成了现在的产业。余红梅说，
没有这个远程教育平台，她就不会有今
天的成功。

2016年，武汉电大整合宽带网络、语
音电话、数字电视等服务，实现三网融
合，构建了能满足开放教育远程教学、互
动答疑、论文指导等需要的云教室。学
员坐在家里就能上课，打开电脑就可进
教室，注册的学员中不仅有“00后”，还有

“50后”，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现在，已
有自己网络IP的余红梅在网上学习各种
技能，选择的学习平台更多。数字变革
可能给社会带来新的数字鸿沟，而我们
却以数字教育架起一座“人人学、处处
学、时时学”的桥。

数字教育之光照进乡村，辐射海
外。随着“中国智造”走向世界，中国高
等职业教育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2020 年 9 月，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
院携手烽火通信成立烽火产业学院。
2021 年 10 月，学院随企“出海”，挂牌成
立烽火产业学院培训中心（印度尼西
亚），不仅为印尼培养了第一批5G技术
工程师，还培训了来自泰国、塞内加尔、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学生
及海外员工近200人。

“通过培训，我掌握了移动通信网络
技术，对5G新技术有了更多的认识，希望
还能有持续的培训。”今年3月27日，在上
完一堂由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老师讲
授的课程后，印尼籍学员尼克（音译）说，
他不仅学到了知识，还交到了中国朋友。

数字素质是数字时代每个人的必备
素养。数字教育改变命运，也连接着人
类的命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推动者、
受益者。

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武汉
大学卓尔体育馆内的一尊数智编钟将为
远道而来的客人奏响。当2500年前的声
音记忆在数字展厅重现，美妙音符要传
递的，正是数字教育“变的深意”和不变
的传承。

2月5日，在武汉洪山礼堂南广场，“天问”“劳动者”“荆楚”“神农”“楚宝”等10款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
孩子们好奇地跟机器人握手。一周后，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校园走进课堂。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 摄

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湖北武汉开幕。长江日报记者走进武汉数字教育现场，带您体验线上线下联动的教育数字化成果。

随着数字教育的普及，人们期待更普惠、更安全、更聪明的数字教育，你我都在其中，人人皆是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