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2 2025年5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欧阳思陨 美编：陈昌 版式：陈笑宇 责校：青子

长江日报讯（九派新
闻记者符程郡 实习生彭
子茜）5 月 14 日，武汉大
学仿生机器鱼亮相 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国
际工程技术协会主席、英
国牛津大学詹姆斯·克雷
布院士反复观看，对其爱
不释手。

记者注意到，克雷布
院士在仿生机器鱼前停
留了很长时间，他透露：

“我是海洋生物学家，研
究珊瑚礁和气候变化，所
以对鱼很感兴趣。我喜
欢看这些仿生机器鱼，我
觉得它们的游动姿势很
到位，向我们呈现了更多
有关鱼的游动以及行为
方式。这些知识无论是
对渔业还是对大众科普
都十分重要。”

记者采访到武汉大
学大学生工程训练与创
新 实 践 中 心 的 一 名 老
师。她介绍，这款仿生机
器鱼是武汉大学与国内
企业联合研制开发的，它
的身体上有两个关节，可
以驱动它像真实鱼类一
样，在水中自由游动，“我
们在鱼的头部做了一个
温度传感器，也做了一个
避障传感器，可以在水中
自主避障。”

据介绍，仿生机器鱼
由三四名老师带领本科
生团队研发制造。据该
老师介绍，从仿生学角度
看，学生可以了解鱼的两
个关节是怎么设置，这和
真实的鱼在水中游动是
一个原理。另外，在制造
仿生鱼的过程中，电路板的制作、系统
的设计、算法功能的设计实现可以锻
炼学生在电子机械和机器人等各种交
叉学科的研究和制作实践能力。

为什么要做成仿生的效果？她回
答，其一是为了美观；其二，仿生鱼在
水底游动时，可以让水底的鱼认为是
同类，不会影响生态。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陈晓彤 汪洋 覃柳玮 郑晓安
九派新闻记者阳丹

“湖北真棒！”“都是世界级水平！”昨日上午，600多位海内外嘉宾齐
聚一堂，嘉宾们在武汉大学、湖北开放大学、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武
汉经济开发区神龙小学观摩湖北教育数字化成果时，连连点赞，纷纷为
湖北教育送上“花式好评”。

“这次湖北高等教育数字化成果展是世界级的，从博物馆到农业再
到机器人，内容丰富，因此需要被大力推广。”国际工程技术协会主席、英
国牛津大学詹姆斯·克雷布院士说。

欧洲科学院院士：

机器人让孩子获得更多的学习热情
展览中，课堂变革让国外高校管理者和教师们舍不得挪步。在武汉

科技大学智能砌筑机器人展台前，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副校长马·哈·阿卜
杜勒纳比教授驻足良久。机器人“一键砌筑”远程操控功能，可实现耐火
材料输送—抓取—就位的全流程智能化控制。该校学生通过构建虚拟
大型焦炉砌筑数字化模型，利用虚拟场景与物理场景精准映射关系操控
机械臂运动，可完成1000余种异型耐火砖的拼砌训练。

在武昌工学院打造的高仿真物流运输场景中，同学们需要综合运用
同步定位与建图、路径规划、定位导航、视觉识别和语音交互等专业知
识，指挥机器人将货物精准送达。

“湖北的教育数字化正在发生一场革命。”马·哈·阿卜杜勒纳比教授
表示，从高校课堂就可以窥见武汉数字教育的成就。

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小学湖畔校区观摩点，来自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的文森特·兰克林不仅参观了各类AI课程
和学生作品，还在学生的邀请下体验AI体测机的创意互动。他告诉记
者，此行让他感受到技术在教学上的独特优势，“现在是时候在学校中普
及各类新兴技术，并将之推广到更多地方了”。

湖北编钟奖获得者、欧洲科学院院士、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人
工智能系教授弗兰克·凡·哈默伦表示，机器人并非帮助孩子学习，而是
让孩子获得更多的学习热情。老师并非只是教书，而是给孩子信心与信
任，这一点机器人无法替代，所以教育始终离不开老师。

美国大学教授：

被深深吸引，成为武汉的粉丝
在武汉大学卓尔体育馆，“天问”人形机器人和仿生机器鱼成了当仁

不让的明星，不少外国嘉宾争相上前合影。
“天问”是武汉大学首个人形机器人，主要用于零售、养老、医疗等。

而仿生机器鱼长度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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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克雷布院士围着“天问”转了又转，他还拿出手机录下视
频。法国洛林大学戴维教授则盯着鱼缸里游动的几条仿生机器鱼思绪
良久，还站在鱼缸旁跟仿生机器鱼合影。

“与机器人互动感觉很棒！”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费迪南·普德厄看
到有很多人在与机器人互动，而机器人能通过识别障碍物获得路径并绕
行，这充分展现了障碍识别技术在自动驾驶或自主移动机器人领域的惊
人突破。

普德厄表示，第一次来武汉时还没有地铁,如今武汉地铁已经形成发
达的网络,去城市哪个角落都很方便。现在他每年来武汉至少6次,每次
来都看到新的变化。现在无人驾驶汽车已在武汉穿行，这是一个非常令
人印象深刻的进步，“我已经被武汉深深吸引，是这座城市的粉丝”。

普德厄表示，中国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机器人技术、自动驾驶汽
车以及制造业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人工智能融入日常生活的进程已
取得显著进步。

伊朗科技部副部长：

大会为促进国际教育合作搭建了桥梁
“我对中国的大学在人工智能系统和其他控制论系统方面的应用印

象深刻。这些项目不仅展示了高水平的技术能力，还体现了中国高等教
育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精神。”伊朗科技部副部长阿博法兹勒·瓦赫迪
教授对“数智编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点击编钟的创作按钮，很快一首
乐曲被制作出来。

曾侯乙编钟作为中国先秦礼乐文明的巅峰之作，让瓦赫迪教授不自
觉拿起了丁形锤，洪亮的声响震撼心灵。他表示：“我20年前来过中国，
今非昔比，如此古老的编钟也焕发出现代科技的光芒。”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李鹏云表示，从青铜铭文到数字代码，从
考古现场到虚拟课堂，数智编钟搭建起传统礼乐与现代科技的桥梁，开
创了非遗数字化教学的新范式。

“黄鹤楼前楚水流，鹦鹉洲畔古风流。龟蛇锁江千古事，汉阳树下听
钟悠。”华中科技大学“楚音”知识型数字人给参观者赋诗一首。其语音、
表情、动作秒级同步响应。

“当我在参观过程中提问，我特别关注这些项目的实际应用情况，
比如它们是否已经在实践中应用，是否还在开发中，是否已经被工业界
采用。”瓦赫迪教授表示，了解到大多数项目已经在大学和工业界得到
了有效应用，这为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此次参访活动不仅为外国嘉宾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高等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机会，也为促进国际教育合作搭建了桥梁。他表示希望
借此机会推动伊朗大学与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共同探索数字化教育的
未来发展路径。

日本经济学教授：

普通人都能学习最前沿技术，很了不起
中国古训“活到老，学到老”。“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是终

身教育的核心理念。
14日上午，在湖北开放大学现场观摩点，声乐教室借智能录播实现

全省联动教学，同步生成数字资源；书画教室依托数字化设备支持远程
授课与云端互评；古筝茶艺教室跨境直连传播传统文化……该校社区教
育学院许多功能室是智慧教室，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国立大学校长萨拉利
泽·安佐尔被这些能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学习的创新实践所吸引。

“数字技术正在提升终身教育的质量，让更多人从中受益。”安佐尔
表示，“今天的参观让我大开眼界。数字技术被运用到农业、医疗保健、
机械工程，甚至是书法艺术领域。人工智能有助于终身教育的发展，人
们可以在世界各地接受教育，数字技术拉近了每个人之间的距离。”

在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观摩点，来自日本福冈大学经济学教授
万军民坐在 5G 塔吊操作椅上，操纵着左右两边的手柄。他告诉记者，
在日本，只有进入最好的企业、最好的大学，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如此
前沿的智能技术。而在这里，无人驾驶、虚拟仿真、5G智能等世界最前
沿的技术进入了课堂，普通人都能学习。“真的很了不起，这是未来教育
的方向。”

弗兰克·凡·哈默伦表示，人工智能在教育方面大有可为，具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也将改变人类教育的基本模式。人工智能让人类获取知识
将更便捷，会带来更加公平的教育。

嘉宾惊讶：平时上课就能研究无人驾驶？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汪洋 覃柳玮
九派新闻记者阳丹

“天问”机器人、“启明星一号”卫星仿真教学系统、
仿生机器鱼、数字编钟……5月14日下午，2025世界数
字教育大会在汉开幕。当天上午，来自全球的重量级与
会嘉宾带着好奇和期待，走进武汉大学、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神龙小学（湖畔校区）、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湖北开放大学这四大示范观摩点，见证湖北教育数字化
的变革与成果，更看到中国数字教育的努力与实力。

AI机器人现场做番茄炒鸡蛋
澳门校长：我可以再来碗米饭

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小学湖畔校区观摩
点，AI篆刻、AI皮影戏表演、AI烹饪等丰富多彩的体验
项目吸引不少嘉宾体验。当天现场的展示内容分为两
部分，一是神龙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展示，二是武汉市光
谷第十五小学等省内12所中小学有关人工智能的教育
应用案例。

嘉宾们兴致勃勃地品尝了AI机器人现场制作的番
茄炒鸡蛋。Shrewsbury国际学校联合创始人黄浩维称
赞说：“吃起来很棒，是大师水准。”澳门圣保禄学校校
长陈信望品尝后打趣道：“我可以再来碗米饭！”

黄浩维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没想到武汉在基础教
育阶段，人工智能教育可以达到如此高的规模和水平，
这让他感到十分惊喜。他认为，AI可以做到因材施教，
能给孩子们更多的成长机会。

陈信望赞叹，来到这里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让

自己感受到湖北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的力度和创新。
“这里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强。”他认为，人工智能对个
性化教育有极大帮助，让孩子们从小可以更深入地去
体验和接触人工智能技术，对孩子在创新领域的发展
大有裨益。

百度无人驾驶小车成学生教具
巴西职业教育副部长很惊讶

在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的职业教育观摩现场，
巴西职业教育副部长马塞洛·布雷加尼奥利走访了智
能网联汽车技术共享专业产教融合创新基地、智能制
造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AI+数字人”南非学
生跨境电商技能培训等场景，感受学校在现代化、数字
化、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探索和成果。

在百度无人驾驶教学区，停着两台百度无人驾驶
小车，这是学生们的课堂“教具”。从组装传感器、标定
激光雷达开始，到高精地图绘制、路径规划算法设计等
核心技能，他们在学校就能通过百度Apollo仿真平台，
学会自动驾驶系统调试。

“你们平时上课就能研究无人驾驶？”布雷加尼奥
利对智能网联汽车教学很感兴趣，学生们告诉他，在学
校里就能学习和参与智能网联汽车的研发，这让布雷
加尼奥利非常惊讶。

他告诉记者，学生们能自己创造出机器人、3D打印
等数字化产品，学校能提供这么先进的实验设备，让他
印象深刻。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职业院校的
学生来说很重要，学校的好平台、好设备、好教育，给学
生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和教育机会。

作为巴西负责职业教育的副部长，布雷加尼奥利
表示，他此次参会希望能看到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
成果，寻求两国能在职业教育上有更多的合作。

人形机器人“湖开开”和观众互动
俄罗斯嘉宾和社区老人一起学习无人机操作

“您好，能跟我握个手吗？”
“您好！我是湖北开放大学的智能教师，我在这里

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学习指导……”
在湖北开放大学，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国立大学国

际处处长特罗什娜·娜杰日达和人形机器人“湖开开”
互动。在尝试与“湖开开”进行对话后，特罗什娜·娜杰
日达兴奋地表示：“我非常喜欢这里，和这台人形机器
人的交流非常愉快，它能够回答我关于终身教育的问
题，这真是太棒了！”

湖北开放大学的首位智能学伴——人形机器人“湖
开开”具备强大的语音交互功能、丰富的肢体动作和人
脸识别功能。在对话中，学生可以与“湖开开”进行学
习指南、校园文化、课程知识等话题的交互讨论，24小
时解答每位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
民生福祉。在社区教育学院无人机教室里，许多老人
正通过虚拟训练，操作手柄，学习无人机飞行，特罗什
娜·娜杰日达也坐下来学习无人机操作。

“很高兴看到湖北开放大学在终身教育方面的生
动案例，我相信，通过这样的教育模式，更多的人能够
获得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提升。”特罗什娜·娜杰日
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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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国立大学校长萨拉利泽·安佐尔（右
一）等嘉宾体验无人机模拟操作。长江日报记者覃柳玮 摄

右图：外国嘉
宾与仿生机器鱼合
影。

长江日报记者
杨佳峰 摄

巴西职业教育副部长马塞洛·布雷加尼奥利（左二）参观武汉
软件工程职业学院职业教育教学成果。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摄

上图：日本福
冈大学教授万军民
体验5G塔吊技术。

长江日报记
者陈晓彤 摄

外国嘉宾与机器人互动。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摄

“都是世界级水平！”
湖北数字教育成果获中外来宾连连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