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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肖 庞珂

最近，王南和她的毕业礼物在网上火了。
一组照片，一封含有藏头诗的手写毕业

寄语，一块“金榜题名”橡皮……小小的礼
物袋里装满了河南省开封市第五中学教师王
南对学生无尽的爱意。

这份爱，王南“蓄意”了三年。
“三年前，我挑战自己给 2022 届的孩子

每人编了一条手链，他们对我说，要成为他
们的专属。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思索
为下一届的孩子准备什么样的毕业礼物。”王
南说。

在家人看来，王南并不是一个仪式感很
重的人，甚至经常忘记自己和家人的生日。
但王南从小就喜欢给别人制造惊喜和感动。

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王南就和
每个孩子在教室里拍下一张独家合影。接下
来的每一学期，都是如此。刚开始，孩子们还
有点儿紧张拘谨，后来每学期的拍照时光都充
满趣味。“八年级下学期，他们开始‘拿捏’我；
九年级，拍合影成了我这个班主任最听话的时
刻，任他们摆布。”王南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过后，九年级下学期开学，是
最后一次拍合影，一向以腼腆著称的学生郭
校银上台，一把搂住王南，全班哄然大笑：
原本气场“两米八”的王南，此刻显得如此

“娇小”。笑着笑着，王南却眼眶湿润：“最初
是我搂着他们的肩膀，如今他们搂着我的肩
膀，这不仅是他们的成长，更是师生心灵的
靠近。”

临近毕业的2个月，王南才想好怎么呈
现这些珍贵的照片——每名学生的6张照片
组成一组，配上一首寓意高远的藏头诗，藏着
每个人的名字，再在排版时将班级合影设置为
半透明铺在照片和寄语下方，这样，一张张独
特的、带有每个人印记的毕业礼物就成了。

在毕业离校的那天，王南把这份独一无
二的青春纪念发给每一个孩子。看到孩子们

眼中的惊喜，听取“哇”声一片，王南心里
有些暗暗兴奋，却轻轻地说：“这一组照片，
记录了你们从青涩初一迈向成熟初三的每一
个重要节点……无论走到哪里，这个集体都
会透过时光温暖着你……”

王南说，教育的仪式感，从来不是刻意为
之的形式，而是用三年时光证明——你值得被
郑重地铭记。

她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在日常班
级管理中，王南坚持“以心育心”的专业自觉，
在班级中构建了“解锁成长密码—构建情感联
结—涵养积极品质—完善沟通机制—塑造班
级生活—引领生命成长”的六维心育体系。

在七年级，王南为了与学生建立有深度
的师生关系，开展一封“情书”、一个拥抱、一
份调查问卷、一次校园游等活动，迅速建立起
深度的师生情感联结；在班级里设置“南姐信
箱”，王南定期分析来信中的具体问题，结合学
生日常表现和学校专项心理测评，为学生建立
个人心理档案……

而学生最喜欢的仪式，非“南姐会客
厅”莫属。“南姐会按照学号顺序，让我们每
天一个人去找她谈心。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
自己，当然遇到腼腆的同学，南姐还设计

‘成长三问’来引导。”2025届毕业生王雪玮
说，“幸福五感课程、幸福分享会、人生博物
馆、生命树活动……南姐的创意是永远用不
完的。我想，就是南姐这一个个无限的创意
想法，构成了我一生难忘的初中时光。”

毕业之际，王南还给每一名学生手写了
一封毕业寄语，她对一名学生写道：“用尽所
有力气，只为伴你青春一程。未来，这漫长
一生，望你努力，愿你平安，平安中安然，
精彩中淡然，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样的祝
福，让王南想起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一个又
一个倾心尽力的三年。她希望学生都能成为
温暖、善良、健康的人，为此，她愿意在漫
长的育人道路上，始终用心、倾力、动情地
去做班主任。

王南老师的毕业礼物

师
者 面孔

最近，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办的陈行
甲新书分享会上，一位衣着朴素、背着大包
小包的大叔吸引了众人目光。他叫刘诗利，
是一名59岁的建筑工人，从河南来到北京
打工。这场看似普通的相遇，却在网络上收
获了无数感动与共鸣。

在繁重的建筑工地劳动之余，刘诗利选
择走进书店，用粗糙的双手捧起书本，质朴
的行头和周围环境有些“格格不入”，却恰
恰说明学习从不受困于年龄、职业或环境。
这种对知识的纯粹渴望，是对“终身学习”
理念的生动实践——59 岁不是学习的终
点，而是另一段精神跋涉的起点。

陈行甲的真诚回应同样令人动容，他
热情地签名赠书、留下联系方式、主动张
开双臂拥抱。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只有
平等与友善的交流，让这场相遇充满了温
情。这场双向奔赴证明，学习是一生的事
业，每个人都能在学习旅程中成就更好的
自己。

最近，“苏超”大火。在苏州队对战扬
州队的比赛中，苏州队24号球员寇程在比
赛进行到 1 分 17 秒时打进一球，创造了

“苏超”开赛以来最快进球纪录。
17岁，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在校园

里为学业拼搏的年纪，而寇程已在足球赛场
上绽放光芒。他先后代表苏州斩获两届省运
会冠军，还在两次大赛中收获了“最佳射
手”称号。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他对足球的
热爱与长年累月的刻苦训练。

寇程的成长成才也为体教融合提供了生
动注脚。苏州吴县中学为他提供了兼顾学业
与足球的良好环境，使其在追求体育梦想的
同时，不落下知识学习。在接受采访时，寇
程透露了自己的梦想：争取高中毕业后能上
苏州大学。

只要心怀目标并为之奋斗，无论在教室
还是球场，都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终身学习

近日，湖北巴东“玻璃娃娃”田艳青
高考取得 621 分的消息，感动了无数网
友。这个自幼被成骨不全症纠缠，12年历
经 7 次骨折的女孩，以超乎常人的坚韧，
挣脱命运的枷锁，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无
限可能。

幼年时，疾病剥夺了田艳青正常奔跑、
玩耍的权利，让她的世界一度灰暗无光。但
疾病没能禁锢她对知识的渴望，她以轮椅为
课桌，坚持学习，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
难。在她的成长路上，社会各界的善意也汇
聚成一股暖流：支教教师袁辉毅然走进大
山，风雨无阻为她送教长达6年，不仅传授
知识，更点燃她对生活的希望。学校也为她
大开方便之门，不仅提供专门休息室，还安
排母亲陪读工作，解决后顾之忧……这些点
滴善意，构筑起一个温暖的港湾，成为她在
困境中坚守的强大支撑。

田艳青让我们再次相信，无论命运的暴
风雨多么猛烈，只要目标坚定，自强不息，
就能拥抱光明的未来。

（本期点评：焦以璇）

自强不息

最佳射手

赵欢：培养计算机领域领跑者
本报记者 余杏 通讯员 曹鑫宇 余楚倩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校计算机专
业最核心的课程是什么？智能计算时代的程序
员需要具备什么能力？什么才是计算机专业学
生走向社会的安身立命之本……”今年5月，
在第九届全国高校计算机类专业系统能力培
养高峰论坛上，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赵欢以当前高校计算机专业面临的

“三个关键命题”为切入点展开分享，引发了
与会者对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度思
考与探讨。

从1994年站上讲台至今，赵欢用31年时
间打磨出一条“从课堂到产业”的人才培养闭
环。在她看来，高校的计算机专业不能满足于
培养技术的跟跑者，而是要培养计算机领域的
领跑者。

改革教学
打通学生“任督二脉”

“我非常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这是赵欢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每次课前她都会重
新备课，即使对课程内容早已滚瓜烂熟，也
会根据班级学情精心修改。在她看来，教书
是常做常新的事业，育人同样需要不断创新
与突破。

在一次课程调研中，有些学生的反馈引起
了赵欢的注意：“单门课程学完就忘，对计算
机系统的整体运行毫无概念。”这并非个例，
赵欢和团队发现，传统按单门课程的教法，让
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思维。“我们上课的时
候，常常听到学生们吐槽专业课太难了、太理
论了。”赵欢说。

2015 年，赵欢开启了计算机教学改革的
重要尝试。她带领团队重构了数字电路、计算
机系统、操作系统、编译原理等核心课程体
系，将所有课程前后衔接，构造“程序设计→
系统设计→系统工程→职业素养”的横向能力
链，以及“基础课程→高阶课程→集中实践→
成果评测”的纵向课程链。

这“一横一纵”的转变，打通了学生学
习的“任督二脉”。“大一学习数字电路时，
感觉知识比较零散。但到了大二学习计算机
系统课程，通过横向链的关联，我一下子明
白了之前所学数字电路知识在计算机系统中
的具体应用，原来它们是紧密相连的。”湖
南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2103班学生姚姬
娜说。

“以往我们可能学完一门课就结束了，知
识缺乏连贯性。但在这个模型下，每学年的课
程群就像拼图一样，一点点拼凑出完整的计算
机专业知识体系，这种学习体验是前所未有

的。”湖南大学软件工程专业2101班学生程启
轩说，通过参与基于真实项目的实践，他能将
不同课程的知识融会贯通，真正感受到自己在
系统能力上的成长。

虚实融合
破解“两张皮”困局

“为什么有些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不能很好
地满足岗位需求呢？根源在学与做‘两张
皮’。”赵欢一针见血地指出痛点。

多年之前，赵欢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为此，其团队自主研发了两款机器：一款
是虚拟的计算机原型机，从上百万行代码中提
取框架部分的代码，简化学习难度；另一款物
理的计算机“口袋猫”则让学生亲自动手实
践，从一块开发板开始，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
际应用。

原型机和“口袋猫”一虚一实、一软一
硬，共同构建了螺旋迭代、层层递进的实践

教学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学生通过“做中学”使用平台和“学
中创”开发平台，直接面对最新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

“大一亲手构建‘口袋猫’，大二实现原型
机代码，大三进行物联网应用开发，大四做毕
业设计，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与惊喜。”湖南大
学2019级学生陈昊分享道，“通过这套体系，
我真正理解了计算机系统的运行逻辑，以后到
社会上面对复杂问题也更有信心。”

在“计算机系统”课程中一次关于“软硬
件协同设计”的讨论课，让物联网工程专业
2201班学生王蔚受益颇多：“当时老师抛出一
个问题‘如何用底层系统思维解决现实世界的
复杂需求’，这让我意识到，计算机不仅是代
码和电路，更是连接生命的桥梁。”

在老师的鼓励下，王蔚尝试将课程中学到
的嵌入式系统架构设计、实时数据流处理和
低功耗通信协议优化等技术，与省内三甲医
院的临床需求结合，最终开发出面向生命早
期健康的物联网智能监护系统。目前，该项

目已获湖南省创业基金立项，企业正在湘江
新区大创园孵化。

校企合作
搭建人才培养新生态

如今，赵欢团队的课程体系已建成具有示
范效应的精品课程，并从校内辐射到全国。但
是，赵欢并没有停下脚步：“计算机领域的

‘卡脖子’难题，终究要靠自己的人才破局。
在计算机人才培养方面，全国高校都面临着诸
多同样的难题，我们需要‘抱团取暖’。”

2022 年，赵欢牵头成立了教育部—华为
“鲲鹏计算机系统能力培养课程群虚拟教研
室”。截至目前，该虚拟教研室已有来自全国
各地300多所学校的600多名教师，通过线上
培训、研讨会等形式分享教学经验，搭建起了
全国高校教师交流平台。

虚拟教研室的教师分享了两个小故事。在
一次教研培训后，一位资深教师发朋友圈感
慨：“学习才知道差距，一个老头，一天听了
6 小时课，身体虽有些疲倦，收获真的颇
丰！”另一位刚入职的教师则表示找到了教学
上的领路人：“通过跟大家的沟通交流，我的
思路逐渐开阔起来，无论是教育理念，还是教
学组织上，我不再迷茫。”

2023 年，赵欢团队的研究成果也吸引了
华为的目光，各产品线主动来到湖南大学寻
求合作，双方共同研发了面向高校计算机系
统教学和原生开发的香橙派开发板，助力计
算机系统能力课程群建设。目前，合作第一
期成果已获华为鲲鹏社区首页推荐，今年将向
全国推广。

“构建双重环链 强化系统能力 培养新
时代高质量计算人才”项目荣获2022年高等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鲲鹏计算机
系统能力培养课程群虚拟教研室”被教育部
选为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项目，“原型
机+口袋猫”教学体系也成功入选“101 计
划”实践平台……一项项科技成果不断出
炉，赵欢很高兴，但最让她骄傲的还是她的
学生。

姚姬娜保研留校继续攻读硕士；软件工程
专业学生黄志慧从线上课程起步，即将入职优
质企业；2008 级硕士王纲金跨界攻读管理科
学博士，如今已是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
长、国家级高层次青年人才……接受采访时，
赵欢向记者掰着手指头一一细数。

“为关键领域育人才，永远在路上。”赵欢
说，她最繁忙的时节就是毕业季，但也是她开
心的时刻，“看着这些孩子从学校走向社会，
为我国计算机行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我由衷感到自豪！”

赵欢（右二）组织教学研讨会。 学校供图

通讯员 郑敏 黄麟捷 本报记者 龙超凡

“老师，我的机器人终于跳舞了。”福建
省三明市尤溪县实验小学人工智能创客实验
室里，传来阵阵欢笑声。学生们正在老师的
带领下，饶有兴致地学习编程；而他们的老
师蒋际君，看着兴奋的学生，脸上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蒋际君是尤溪县实验小学一名喜欢研究
机器人和编程的科学教师，也是该校的副校
长。他带领一群山里娃，多次拿下多项全国
大奖，用满腔炽热点亮了乡村少年的科学
梦，也因此当选2024年“感动福建”人物。

16年前，在参加完一个相关培训后，蒋
际君就萌发了将人工智能引进校园的想法。
他向学校“磨”来了一笔经费、一间教室、
一台电脑，成立了机器人工作室。

为了节省经费，蒋际君努力寻找便宜的
替代材料，精心研发课件，编写了《人工智
能通识》 等校本读物，针对不同年
龄段的孩子，开展图文、视频、
实操等多种方式教学。一堂堂
充满趣味的人工智能课，激发
了学生们探索科学的浓厚兴
趣。“我第一次接触机器人，
就是在蒋老师的课上。他的课
十分生动有趣。”2024 年“数字

中国创新大赛”冠军获得者陈祖墨说。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学生经常有奇思

妙想，我就带着他们实地考察，指导他们构
思设计、制作模型、多次测试，直到将设想
变为现实。”作为一名科学教师，不论课堂内
外，蒋际君都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用巧思解决实际问
题。他曾指导学生利用编程制作二维码，实
现手机扫码无接触式乘坐电梯，助力疫情防
控。

“科学的赛道上，山里的孩子不能输。”
为了让农村学校的学生也能接触到人工智能
教育，蒋际君带领工作室的成员教师定期开
展送教下乡活动，还把3D建模打印的“方舟
号智慧小车”送给农村的孩子们。“这是一款
简易机器人，能满足机器人基础知识教学需
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学校教学资源不
足的难题。”蒋际君说，他希望农村的孩子们
通过玩转机器人，也能感受科技的神奇力

量，从而热爱科学。
2010年，蒋际君第一次带学生

参加比赛就斩获全国冠军。如今，
他已带领学生参加了200多次科学
竞赛活动，获得全国一等奖 10 多

项。伴随
着荣誉而来
的 ， 是 福

州、厦门的多
所学校纷纷向

他抛来橄榄枝，
但他都一一婉拒

了。“山区的孩子
更需要我。”质朴的

话语里，是他坚定的
初心。“我会一直坚守

科学教育，希望能把人
工智能教育带给山区的
每一个孩子。”蒋际君
说。

蒋际君：点燃山里娃的科学梦

速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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