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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

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

系增添了新动力。“人人皆学、处处

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场景越来

越丰富，全民终身学习渐成风潮，终身学

习新生态呼之欲出。人工智能不仅改变

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在改变教师的教

学方式。

近年来，普陀区全面推进学习型社

会建设，区老年大学、社区学院、社区学

校、村居委学习点、雅韵讲堂等的终身学

习实践探索，均体现出人工智能赋能终

身学习的特色：以智助学、以智助教、以

智助管、以智助研。故需要持续探讨数

字化背景下终身学习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展现相关各方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

学习的教育体系中的智慧与经验，以此

为普陀学习型社会建设助力。

如何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教师，提

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为提高人工智

能教育师资水平，学校要重视教育数字

化人才培养、提升教师智能素养水平、

遵循规律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建

立教师发展支持服务体系。区

业余大学青蓝工程读书会抓住

热点，围绕《教育新语：人工智能

时代教什么，怎么学》一书展开全面而

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就是一个很好的举

措。大家能够深入剖析人工智能在学

科教学、个性化学习以及教育评价等方

面的具体应用。由此促进成员们学以

致用，故大家表示：在学校终身教育高

质量发展中，会积极探索人机

协同架构，不断转变思维，提

升岗位与实践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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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对象：普陀区社区学院（老年大学）暨所属街镇社区（老年）分校师生

导 读

3 月 24 日，上海市首期陪诊师培训启

动会在上海开放大学举行。本次培训由上

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开放大学主办，上海市

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协办。普陀区业

余大学作为上海开放大学养老服务人才队

伍培训普陀基地，承担本次培训分会场的

组织实施工作。普陀百余名陪诊师培训学

员通过线上直播共同参会。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发展，陪

诊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陪诊师作为医疗

辅助服务的重要一环，能够为老年人、独居

患者、术后康复人群等提供专业的陪伴、护

理和心理支持，缓解医疗资源压力，提升患

者就医体验。

本次培训课程内容丰富，涵盖“生活照

护”“基础护理”“康复护理”和“心理支持”

四大板块。通过系统化的培训，学员们将

不仅具备专业的陪诊技能，还能在心理层

面为患者提供温暖和关怀，真正实现“以人

为本”的服务理念。

此次培训的启动，将为陪诊师行业注

入新鲜血液。主办方通过规范化、标准化

的课程设置，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为

行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学校将以此次陪诊师培训为契机，进

一步深化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

索创新，为普陀区养老服务事业培养更多

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为老年人的幸福生

活保驾护航，为养老服务行业的繁荣发展

添砖加瓦！

二版 和美校园传雅韵   文明班级树新风

2024年度普陀区老年大学“文明班级”长镜头

三版 共同擘画新一年社区教育发展蓝图

曹杨社区教育发展联盟召开2025年度第一次工作会议

四版 蛇年言蛇

近日，教育部

“2024 年县域社区

学习中心典型案例

和社区教育品牌课

程”推介名单公布，

普陀区业余大学申

报的《以“三融”为

抓手，提升社区学

习品质》入围“2024
年县域社区学习中

心典型案例”推介

名单，普陀区社区

学院推荐的《智能

平板剪视频》课程

入围“2024 年社区

教育品牌课程”推

介名单。

根据《学习型

社 会 建 设 重 点 任

务 》（ 教 职 成 函

〔2023〕9 号）和《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开

展 2024 年 县 域 社

区学习中心典型案

例和品牌课程推介

工作的通知》（教职

成 厅 函〔2024〕16
号）文件精神，普陀

区积极响应，精心

打 造 社 区 学 习 中

心，开发优质社区

教育课程，扎实推

进社区教育品牌建设工作。经教育

行政部门推荐、专家综合把关、网站

公示等环节，普陀区共有 1 个案例，

1门课程入选推介名单。

后续，普陀区将持续深化社区

教育工作，不断提升优质学习资源

的供给能力和办学水平。通过智能

化、灵活化的服务方式，推动终身学

习资源的普惠共享，为居民提供更

加公平、便捷的终身学习支持服务，

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3 月 21 日下午，

普陀区业余大学党

总支召开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

思想，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启动学

校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工作。校党政领导班子、全

体中层干部参加会议。

很 好 的 举 措
□ 靳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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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普陀区业余大学

党政领导班子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一行前往虹口区社

区学院进行学习考察，旨在

借鉴虹口区社区学院在智

慧校园建设方面的成功经

验，进一步推动普陀区老年

教育服务水平的提升。

在 虹 口 区 社 区 学 院 党

总支书记、院长张阳等热情

陪同下，考察团先后参观并

了解了该院校园智慧运营

平台、电子班牌系统、乒乓

球智能运动空间学习体验

场景、环屏学习体验场景等

设施情况，观摩了教师代表

的教学展示，充分感受到科

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张阳介绍了数字孪生校

园的建设背景及虹口在推动

老年教育数字化转型方面的

成功经验。普陀区业余大学

党总支书记张喆，党总支副

书记、校长徐文清对虹口区

社区学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

谢，高度评价了该院在老年

教育领域的创新实践。他们一致表示：此次

考察受益匪浅，普陀将带着这些好的做法和

经验，结合市民需求和自身实际，进一步完

善第二所老年大学的数字化建设方案，助力

老年人更好地享受数字时代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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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大力推进教

师队伍建设，根据区业余大学第二届青蓝工程

“1+5+N”具体部署中“品读一本喜欢的书籍”的

要求，学校于3月3日举办了第三十三期教师专

业发展沙龙——青蓝工程读书会。本期沙龙围

绕《教育新语：人工智能时代教什么，怎么学》一

书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与交流。校党总支书

记张喆、副校长顾明辉出席会议。

张喆称赞学校青蓝工程成员是能够深入

思考又积极付诸行动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她

以“学习者更会学、教育者更会教、开发者更

会管”为寄语，期望大家作为终身教育事业工

作者，能够立足岗位，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教育资源，争做一名能教改、能创新，

运用人工智能探索教改新路径，推动教育教

学创新发展的核心骨干，以新的实践、新的探

索、新的成就展现团队风采。

青蓝工程老师们从理性逻辑思维的角

度，结合对人工智能的探索与实践，分享了自

身在教学过程中的人工智能赋能、岗位工作

中的数智化分析、部门管理中的AI服务运用

的心得与收获。成员们表示在学校终身教育

高质量发展中，会积极探索人机协同架构，不

断转变思维，提升岗位与实践认知。

智启未来：探索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与学习新路径
区业余大学举办第三十三期教师专业发展沙龙活动

全市首期陪诊师培训启动  普陀分会场百余名学员参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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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社区教育快普陀社区教育快讯讯
■ 随笔杂谈

蛇 年 言 蛇
□ 颜培林

（接上期）

二、几点思考

1. AI评诗、写诗能力很强，而且善于学习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
开发的一款低成本、 高性能的生成式 AI 模型让世

界惊讶 。这回围绕一首诗的四次互动，让我切身体

验到 AI 的高端智能。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把学

习者的认知水平分为初阶（知识、记忆、应用）与高

阶（分析、评价、创造）两大层级。本世纪我国新课

程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具有高阶思维水平。AI 模型已经从最初的认

识、记忆、存储进入分析、综合、决策，具有高阶认知

水平。互动切磋，AI 每一次都是在一分钟之内就迅

速完成，令我惊讶，自叹不如，而且语气诚恳、亲切，

让我感到彷佛在与友人交谈。不论评诗，还是写

诗，AI 都达到很高水准，且有思考的路经和角度，诗

评看似有个模板，但 AI 的评论都涉及到诗的基本要

素（意象、情感、语言、结构等），颇为专业，比较细

致。AI 积累深广，思路敏捷，善于学习，如果参加诗

词大会的抢答，或者参加现场创作诗赛(格律诗或新

诗均可），花落其家概率很大。难怪童话大王说 “AI
只用 4 秒写得比自己好！”并说要“停更”（这一点，我

理解是他要为新的创作计划做准备）。

2. AI无法完全取代诗人的创作

面对 AI 的激烈挑战，近来关于“人还要不要写诗”的焦虑被热

议，其实不必杞人忧天。

AI 确实具有巨大的优势，是基于已有大数据的逻辑组词，创

新方面尚不突出，还有很大的改进和发展空间。AI 是我们的伙

伴，学习助手，但 AI 与诗毕竟不同，诗缘情，诗言志，诗的本质是

情，是情感的载体，其间的情感、想象、意念、价值，是独特的，是 AI
所不具备的，不可能完全取代人的创作。而且，写诗还是人自身

的一种修行。

3. 坚守原创和学术诚信

AI 的激烈挑战，确实对写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对挑战的

关键之处是要坚持原创，原创是文化创新的基石，写诗必须是自

己的创意、构思、语言和表达，努力克服同质化的现象。正如《诗

刊》主编李少君说的：“AI 时代写好你的个人史”。（《文汇报》2025
年 2 月 12 日）写诗可以模仿、借鉴，从 AI 吸取营养，但切忌侵权，复

制粘贴，占为己有。这是一定要自律的。最近，复旦大学发布国

内高校首个 AI 新规，明确使用边界，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包括

“禁止直接使用 AI 工具生成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正文文本、致

谢或其他组成部分”等，就是为了严格和坚守学术诚信。（全文完）

“龙腾腊月暖春早，蛇舞新正好雨勤。”蛇在十二生

肖中，排行第六。与十二地支配属“巳”，故一天十二时

辰中之“巳”时——早上九点至十一点，称“巳时”。此

时，阳起的动作并不那么旺盛，像蛇，故巳为蛇。

《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被看作是大道之源，囊括

天地，包罗万象。蛇在其中自然也有记载。只不过

《易经》中说到蛇，用的不是“蛇”字，而是“它”字。因

为“它”的原义就是指蛇。《说文解字》当中释“它”为

象形，象弯曲垂尾形。又说，“上古草居，患它，故相

问：无它乎？”《中国生肖文化》一书中指出：原始社

会，穴居野处，避免被蛇伤害是日常生活中的大事。

人们见面，彼此相问“无它乎”（相当于没蛇吧）以此

来打招呼。蛇有许多别称：如虺、螣、蚺、蜧、蜦、 长
虫等。

古人认为蛇是人类的祖先。神话说，人类的始

祖女娲是“人头蛇身”，伏羲是“蛇身人面”。考古出

土的汉代画像之中就有伏羲女娲兄妹成婚以繁衍人

类后代的图案。因此蛇被看作是创世神祗。我国的

许多民族都以蛇为图腾，认为蛇是他们的祖先，如白

族、怒族、高山族等。孙欣编著的《十二生肖》一书中

介绍道：在福建的一些地方，还建有蛇神庙。旧时每

年元宵佳节之时会有春祭游蛇灯的活动，在七夕之

日则会举行秋祭赛蛇神的活动，热闹非凡。若在家

中发现蛇，是不能打死的，人们认为蛇是祖先派来巡

视平安的，进了谁家，就预示谁家居住平安。江苏宜

兴地区在每年的二月二、清明节、重阳节、冬至、除夕

等也都要举行祭祀家蛇的活动。其中重阳节是最重

要的，被认为是家蛇的生日。

动物研究专家黄祝坚说：“自古以来蛇在人类眼

中具有神秘色彩，因而蛇在中国人

心中有着重要位置。”古人认为，蛇

是青春、祥瑞、高贵的象征。古人把

蛇蜕皮之后当作再生一样，以为这

就是死而复生。《诗经·小雅》云：“吉

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

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虺，是一种蛇。人们把梦见“虺蛇”作为一种吉祥的

预兆，并将美好的事物以“委蛇”来形容。这与蛇为

祥瑞的象征无不关系。朱熹说，“委蛇，雍容自得之

貌”，意思与祥瑞非常接近。明清两代，朝廷都以绣

有蟒纹的蟒袍为官服，以显最贵。

汉语中有不少相关蛇的神话故事、民俗、成语、

谚语、歇后语，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最为我们熟

悉的恐怕就是《白蛇传》了。许仙与白娘子的凄美爱

情故事不知感动了多少人。千百年来，白娘子多情

善良、对爱情坚贞不移的性格，极大鼓舞了青年男女

为追求纯洁爱情而不懈努力，反映了蛇在人们心目

中的形象是非常美好的。《聊斎志异》中有一篇“蛇

人”的故事，讲的名叫大青、二青的两条蛇与人之间

情感相通的故事，说明蛇有与人沟通的灵气。 民间

还常以“水蛇腰”来比喻女子婀娜多姿的身段。众所

皆知形容书法灵动，常用“笔走龙蛇”“龙飞蛇舞”来

比喻；被雪覆盖连绵起伏的山脉，常用“山舞银蛇”来

形容。著名的中国古代名曲——《金蛇狂舞》。这首

欢快的乐曲除了表现它的物化的形体外，还演绎着

它精神的灵性。另外，可能是毒蛇的形象太深入人

心，所以，蛇又是狠毒、阴险、狡猾、冷漠的象征。如

成语“佛口蛇心”“牛鬼蛇神”“蛇蝎心肠”“毒蛇猛

兽”，歇后语“蛇和蝎子交朋友——毒上加毒”等等。

读小学时，老师给我们讲过《农夫与蛇》的寓言，

劝人们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读初中时，有一年

暑期与贵生、四全等人去郊外捉蟋蟀，当我们在小沟

旁，掀开一块石板时，发现了一条青蛇，吓得我大喊

大叫，差点没缓过神来。还记起，在北大荒务农时，

有一年夏季，我和海淋到山上去采木耳，用小木棒翻

动枯萎树枝时，一条蛇在草丛中爬行，我并不害怕，

用长长的树干把蛇轻轻地挑起，用力甩到了金沙河。

在中华大地上，万里长城不是蜿蜒如蛇吗？长

江黄河不是蜿蜒如蛇吗？中华五千年文明蜿蜒而

来，曲曲弯弯。人们与蛇共舞，舞出了中华文明的源

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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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醉白池，是魔都五大著名的古典

园林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在

岁月的褶皱里，醉白池轻舒腰肢，树影

婆娑，似是时光的裙摆，摇曳出一地的

温柔。

水镜中，藏着另一个世界，那是时

光的倒影，亦真亦幻，仿佛伸手就能触

碰到那些古老的梦。

漫步在醉白池的石板小径，每一

步都像是踏在历史的琴键上，发出清

脆的回响。外园的喧嚣与热闹，仿佛

是为内园的宁静铺垫。内园，那才是

醉白池的灵魂所在，一泓清池，宛如一

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江南的怀抱中。

二

庭院相接，亭台错落，长廊回环，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诉说着过往的

故事。

宝成楼静静伫立，前后庭院，建筑

风格简洁明快。那是原主人的住宅，

岁月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见山

厅、鹤唳亭，每一处建筑都有它的名

字，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来历。鹤唳

亭，是为了纪念西晋大文学家、书法家

陆机而建，仿佛能听到那鹤鸣九皋，声

闻于天的回响。

三

醉白池的石刻碑碣众多，这是它

的特色之一。池南长廊的墙壁上嵌有

《云间邦彦画像》石刻，共 28 块，镌刻着

松江府属各县从元到清初乡贤名士 91
人的画像和赞词。

那些石刻，如同岁月的书页，翻开

一页，就是一段传奇。还有赵孟頫书

法真迹《前、后赤壁赋》石刻，其书法秀

雅飘逸，极为罕见。每一笔每一划，都

像是时光的笔触，在石上留下了永恒

的痕迹。

四

园内古木葱茏，有树龄三四百年

的古银杏、古樟树。它们是醉白池的

守护者，见证了岁月的流转，见证了历

史的变迁。

春访牡丹夏观荷，秋天赏菊冬瞻

梅，醉白池以四季名花竞相开放而闻

名。那些花儿，在岁月的轮回中绽放，

每一朵都像是时光的使者，传递着季

节的问候。

五

游伴三两，步履轻盈，踏着岁月的

轮回，轻舞在春秋的画卷里。

乐音悠扬，那是岁月的节拍，是

生 命 的 欢 歌 。 潺 潺 流 水 奏 响 心 弦 ，

每 一 滴 水 都 化 作 音 符 ，在 时 光 的 长

河里跳跃。石叠成山，山映水中，画

意 与 诗 情 交 织 ，编 织 出 一 幅 绝 美 的

江南山水画。

六

园林的梦，静好如斯，岁月沉淀，

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

步入其中，风轻云淡，阳光温柔，

洒在肩头，暖在心底。一池清荷，摇曳

生姿，在人文的光辉下绽放，生生不

息。那是醉白池的灵魂，是岁月的馈

赠，是江南的温柔。

■ 美的旅程

醉 白 池醉 白 池
□ 高鸿文

■ 赏析

晒 秋
本片的调性属低、硬、长调，暗色是主基调，

使本片的感情色彩显得比较低沉。其寓意——

“秋实”来之不易。 摄影  袁英  点评  王元杰

（选自上海市普陀区老年大学《追光逐影》第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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