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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 筒

一位年仅17岁的中专女生姜萍，以惊
人的实力在2024年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
赛中成功入围决赛。这位来自普通中专、
主修服装设计的女生，不仅超越了众多名
校生，更是作为历史上首位闯进决赛的中
专生，创造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奇迹。

回顾姜萍的参赛历程，她的表现可谓
惊艳。在预赛中，她凭借扎实的数学基础
和敏捷的思维能力，从众多名校生中脱颖
而出，取得了93分、全球排名第12的优异
成绩。这一成绩刷新了中专生在阿里数
赛中的最佳纪录，不仅彰显了姜萍的数学
天赋，更体现了她对数学的热爱和坚持。

姜萍的出色表现无疑是对“学历决定
论”的有力反驳。在传统观念中，名校背
景往往被视为通往成功之路的捷径，而中
专学历则常常被视为学历层次较低的象
征。然而，姜萍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了，学历并非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标
准，真正的才华和努力不会被任何标签所
束缚。她以超凡的数学才能，打破了学历
壁垒，向世界展示了中专生同样可以拥有
专业领域的无限可能。

在这位数学天才少女姜萍的心中，数
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能够激发
她无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形式。她
很多服装设计的灵感来自于数学。在她
眼里，“数学更像我一个朋友，问题解决出

来的时候，特别快乐。做不出来的时候，
会很痛苦。”正是这种对数学的热爱和执
着，让她在数学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舞台。

事实上，姜萍的数学天赋被看见，并
非偶然。背后是她无数个日夜的勤奋努
力和不懈追求。或许对很多人来说，中专
生和数学竞赛似乎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
会有交集。姜萍虽身处中专学校，但没有
因此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花两年时间自学
高等数学后，她打破了人们对中专生的固
有认知，将两条平行线巧妙地连接在了一
起，创造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奇迹。

姜萍成功的背后有着学校、家庭、社
会给予的充分支持和鼓励。她的数学天
赋引起了数学老师王闰秋的注意，学校为
她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资源，家庭给予
她无私的关爱和陪伴，社会为她提供了展
示才华的舞台。一切正像王闰秋老师期
待的那样：她的天赋和才华不应该被辜
负，也没有被辜负。

姜萍在全球数学竞赛中的出色表现，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唯学历论英雄的范
例。提醒我们：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
兴趣和特长，而不是仅仅追求学历和成
绩。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和潜力，只要
找到适合的领域并努力发掘，就有可能创
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天赋和热爱不应被任何标签束缚
●陈 江

心音灼见·

那天，学校组织志愿者活动，
活动内容：去养老院看望老人。

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弥漫
在花香里，养老院显得安详而清
雅。我们打扫完卫生，来到食堂大
厅，老人们一排排整齐端坐着，有
的半眯着眼，有的激动地看向我
们。他们耐心地等，也不说话，像
在守候久未见面的亲人。

我们轮流为老人们表演节
目。老人们热烈鼓掌，他们或许不
懂什么是周杰伦，或许听不清慷
慨激昂的诗歌朗诵，又或许欣赏
不来优美的琵琶演奏，但他们觉
得热闹，不会像平时冷清，他们就
高兴。

表演结束后，老师叫我们扶
着老人们出来走动，我有些慌乱，
不知道该怎样做，身边同学们一
个接一个地扶着老人出去。这时，
一位老婆婆笑眯眯地走到我身
边，握着我的手，她说：“走，走。”
我就挽着她的手向院子走去。

她很开心，紧紧地牵着我的
手，像一个小孩子要去游乐园一
般。我微微弯下腰，问道：“婆婆，
你今年几岁啦。”她笑嘻嘻地说了
些什么，话里夹带着方言，让我有
些难听懂，于是我又问了一遍，她
用手比了比五。我惊讶道：“婆婆，
您才五十岁啊。”她贴在我耳边，
说：“五岁啦。”我瞪大了眼 ，旁边
的阿姨见怪不怪地朝我指了指她
的脑袋，意思是脑子有问题，一时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说是我扶着老婆婆走，倒不如
说是她牵着我到处逛。她说了很多
话，但大多都听不太懂，我就只能
猜那些话的大致意思。她和我说，
她年轻的时候很能干，砍柴、喂猪、
种田什么都会，我点头称赞，因为
摸着她那只长满茧子的手就看得
出来。她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轻
抚着我的脸，说：“你们年轻人就在
外面好好干，我老人家一个，照顾
得好自己，虽然我没什么用，也帮
不到你们什么忙，你们也不要嫌弃
我哈。”她似乎把我当成了她的孙
女，我拍了拍她的手背，轻声说道：

“哪里会，我们没有嫌弃你，我们很
爱你。”她摇了摇头，“不嫌弃我，那
为什么你们一年到头来只有这次
来看我了。”我愣住了，我看见她眼
角的泪。

而后，她又明白了什么似的。
她站在桂花树下，花瓣就掉在了
她的发间，滑落到地上。她又恢复
到刚刚笑嘻嘻的表情，拉着我走

到正在拍照的老师面前，说让他
们多给我拍几张。我就问她：“婆
婆您怎么知道我们要拍照啊。”她
轻靠在我身上，说：“因为很多人
都拉着我拍照。”说完，就和我道
别，我不解道：“婆婆是想回房间
休息吗？”她眨着眼，说：“拍完了
照片你们不就要回去了吗。”那一
刻，我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对
她笑道：“没有没有，我们再多陪
你们一会。”她很开心，又挽住了
我的手臂。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忽然，她
拉着一个男同学的衣角，说：“宝
贝孙子，你终于回来看奶奶了
呀。”那个同学不知所措，我给他
递了个眼色，他心领神会，弯下
腰，对她说道：“是啊，我回来看你
来了。”她激动地摸着他的手臂：

“好好好，长这么高，长大咯。”她
牵起那个同学的手，笑得一脸慈
祥。我对她说，“现在天气冷起来
了，婆婆你要多穿点衣服。”她点
了点头，又看了看我和那个同学
的衣服，说：“你们两个也要多穿
点。”我们齐声说好，三人坐在桂
花树下。

老师召集我们集合，老婆婆
看着他们都朝大门走去，就问我
们：“你们等下就要走了吗。”我点
头道：“嗯，要去爬山。”她握紧我
的手问：“那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
吗？”我摇了摇头，她将头看向另
外一个同学，“那我就送你们到门
口，好吗。”他轻拍着婆婆的后背，

“好，好。”
我们排着队，正准备离开，老

婆婆走上前，再一次握着我们的
手，她手上的老茧磨得我生疼，我
们和她说：“婆婆我们会再来看你
的。”她没有说话，只是朝我们笑
着，看着我们的眼睛。

走出大门，我们对着她挥手告
别，她和许多老人站在门内，一直
目送着我们离开，他们笑得慈祥，
可眼里有着无限的孤独和悲伤。

探 望
●清流县城关中学九年（7）班 巫 乐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跋涉。
一路上，高峰和低谷交错，有顺
境，也会有逆境。在真正成为强者
的路上，有太多的困难需要我们
独自面对。

高中生正处于人生特殊阶
段，面临着高考的巨大压力，必然
承受了剧烈的心理冲突。曾在初
中显赫一时的我，进入高中后，随
着竞争对手范围的扩大，强中更
有强中手，我显得默默无闻，普普
通通，成绩排名一落千丈。

在一次数学大考前，我不甘
落后，制定学习计划，调整学习方
法，预习，刷题，在等待考卷发下
来的前几分钟，我信心满满，幻想
着考试成绩出来后同学会对我刮
目相看的情景。交卷时，对考题迎
刃而解的感觉，让我离开考场时
健步如飞。

几天后，数学老师在课上宣
布排名。她一口气报了十几个名
字，而我的名字却迟迟没有出现，
我开始忐忑不安起来。“恭喜以上
同学取得佳绩！”在一片掌声中，
我感到莫大的失落感，心像掉进
了冰窖一样。放学路上我一步一
步挪动，双脚好似灌了铅。我甚至
感觉路上的行人都在用讥讽的眼
神看着我，嘲笑我努力了却没有
收获。只有路边的小树同情我，和
我一样耷拉着脑袋。那一刻，我失
去了继续努力的勇气与信心。

我挨着一棵树坐下，茫然地
看着它，脑子里浮现的却是触目
惊心的红色打叉和数字。忽然，我
的目光锁定在了树身一块不显眼
的伤疤上。我的记忆猛然间被它
勾起：几年前，这棵树坏死的枝丫
被锯下，树身上留下了一道道深
深的口子。这深口甚至成为了前
来纳凉的老人放置水杯的平台。
然而光阴荏苒，它努力生长，用新

生的组织将曾经的伤口悄悄地包
裹起来，如果未走近细看，便难
以察觉端倪。我走上前去，轻轻
地抚摸着那块疤痕，茅塞顿开。
弱者自残，强者自愈。如果在遭
遇创伤时，不懂得自我疗伤、自
我修复，及时自愈，又怎能无惧
风雨？我开始反思，树身上那一
道道创口就好比我此时所遇的挫
折，树能忽视痛苦通过不断生长
来治愈自己的创伤，我又为何不
能坚定信念通过持续的努力来弥
补自己的不足？

杨绛先生曾言：“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要相信，真正治愈自己的，只
有自己。”我们可能会一个人走
一段黑夜，我们看到的那天却都
是满天星光和一路歌唱。这不是
刻意地美化人生，只是提醒自己，
不必沉沦在逆境里，而是反躬自
省，在自愈中成长，在痛苦中坚
强。只有让自己勇于抵御生活的
挫折，不被现实困境打倒，那些带
血的伤口会长出护身的铠甲，赋
予自身与生活搏斗的勇气，成为
了人生的强者。

命运对于每个人都很公平，
抱怨不如改变，责人不如强己，把
委屈与奚落都当作成长的养料，
喂大格局，强大自己。总有一天，
当你蓦然回首，会发现它是你一
路走来心理成长的盾牌和灯塔。

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三明二中高二（15）班 林宸语

点评：
本文情感真挚，抒发了

同龄人的心声。文中心理描
写细腻，体现了作者面对挫
折时从失意到自我疗伤到自
愈的过程。不足之处，所引事
例较一般化，不足以体现“生
如逆旅，一苇以航”的主题。

（苏诗苗）

6 月 13 日，宁化县
滨江实验中学机器人教
室内，20多名学生正在
进行机器人极限挑战
赛，积极备战 7 月在泉
州举行的省青少年机器
人竞赛。2020 年以来，
这所学校以“中学明志，
科学致远”为校训，积极
打造人工智能特色学
校。今年 1 月，教育部
公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
教育基地名单，该校榜
上有名，成为全省六校
中唯一一所入选的县域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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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颖老师介绍机器人极限挑战赛的规则
▼蒋小丹老师指导学生创意编程

在新课程标准全面推进的背
景下，学校将人工智能确立为学
校发展重点，以社团形式开设人
工智能特色校本课程，满足学生
成长和发展的多元化需求，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

学校将人工智能编程教育作为
社团课的重点，成立 3D 打印社团、
机器人社团、创意编程社团等兴趣
小组，每周五下午开展社团活动。

“机器人社团特别受学生青睐，他们
通过组装、编程、操控等环节，灵活
玩转机器人，感受科技魅力。”青年
教师蒋小丹介绍。

机器人极限挑战赛是由学生通
过编程和现场操控，让两个机器人
相互配合，在一个约 6 平方米的场
地上模拟NBA投篮赛。“给定选手3

个大球、12个小球、4个方块，看机器
人能否将球投入到对方的小篮筐
中，这大有学问。”伊颖老师认为，机
器人完成的每个动作，都是程序与
现场操控的完美结合。

八年级魏斯理同学自去年加入
学校机器人社团后，爱上了编程，
多次在市级以上机器人竞赛中获
奖。“刚开始接触人工智能，是因
为觉得好奇、好玩，没想到很快迷
上了。”他坦承，老师设置的多层
次课程，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学习
兴趣与效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20年宁
化县滨江实验中学被中国教育发展
战略协会授予“人工智能编程教育
试点校”称号；2021年被福建省教育
厅认定为“人工智能教育试点校”；

2024年1月被教育部评选为“中小学
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多年来，学生
获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比
赛、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车辆模型、
航空航天锦标赛、简易机器人竞赛
等市级以上奖项 90 多人次。今年 5
月，由三明市科协、市教育局联合主
办的2024年三明市青少年机器人竞
赛在永安市举行，学校两名学生荣
获中学组极限赛挑战项目二等奖。
今年6月，在三明市中小学车辆模型
锦标赛中，学校获得中学组团体总
分第一名。

“要发挥智慧校园的示范引领
作用，深化校际合作与交流，重点支
持乡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实现优质
教育资源的共享。”校长陈建表示，
将发挥本校的资源优势，助建更多
人工智能校园，积极推动均衡教育
的发展。

点评：
一次到养老院的探望，

给作者和小伙伴们带来的是
不小的触动。本文可贵之
处，是作者对细节的选择和
把握，文中细节都是点睛之
笔，很好地烘托了环境气氛
和人物的心理。结尾具有画
面感，打动人心，是篇不错的
文章。 （苏诗苗）

6月20日，尤溪县慈善总会“爱心阅览室”授
牌仪式在尤溪县管前中心小学举行。尤溪县慈善
总会采取省慈善总会捐款和自筹的方式，为尤溪
县管前中心小学筹资10万元捐建爱心阅览室，其
中省慈善总会4万元，尤溪县慈善总会6万元。同
时，通过海峡社会研究院联系福建上源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为管前中心小学捐赠图书836册，价值
2.4万元。图为小朋友们在阅览室阅读自己喜欢
的书籍。 （张宗铝 摄）

尤溪县慈善总会
为管前中心小学捐建阅览室

地理课上，通过学校的 VR 实
验室，伍玉敏老师正带领学生穿越
时空，游历五湖四海，领略大自然
的壮美、城市的繁华以及人间的烟
火气。“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传统
课堂上老师授课模式单一、枯燥，
学生很容易走神，直接影响学习效
果。”伍玉敏老师认为，人工智能
课堂中，实现人机高频实时互动，
学生注意力能够高度集中，学习效
果更好。

在传统课堂中是一位老师给几
十名学生讲课，人工智能课堂则改
变了标准的一对多的授课模式，通
过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精准采集到每
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并运用大数
据分析，针对不同学生开展个性化
教学，进一步提升了学习效率。

为创建一支具备高度专业素养
的教师团队，宁化县滨江实验中学
从科学、信息、数学等学科组中遴选
优秀教师，成立人工智能种子教师

团队。通过系统的培训学习、日常应
用实践以及严格的考核评估，全校
教师现已完成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2.0的全面建设。

为进一步推动课程融合，学校
鼓励教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
和实施校本课程。“借助虚拟技术开
展多媒体课程和电视节目制作，推
动学校的精品课程建设。”青年教师
巫秀秀认为，借助先进的人工智能
技术，教师可以便捷地获取丰富的
教育资源，针对不同学生进行个性
化教学。

无线WiFi全覆盖，师生刷脸进
校“一脸通”，班班都有交互式多
功能触摸一体机，智慧课堂、人工
智能社团精彩纷呈……走进花园式
的滨江实验中学，你能真切地感受
到 5G 智慧校园给师生带来的便利
与收获。

宁化县滨江实验中学创办于
2020年，现有师生3500多名。学校
不断建设机器人教室、创客教室、
3D 打印实验室、VR 及 AR 视觉体
验中心、电视台演播厅，积极创建
智慧校园。

师生刷脸进校后，可实现校园
内的身份识别，实现刷脸考勤、刷脸
吃饭，图书馆刷脸借书还书，为师生
创造一个安全、便捷的校园环境。

“不用手机，不用校园卡，靠一张脸
就能通行校园，让校园生活变得更
简单、更智能。”学校信息中心负责
人伊颖有着15年的教龄，他认为通
过人脸识别技术对全校师生进行管
理，可对外来不明人员进入校园进
行有效识别和阻止，确保校园平安。

在后勤服务和安全管理方面，
学校引入智慧刷脸闸机、访客预约

系统、智能停车管理以及食堂智能
消费解决方案等，为师生提供智能、
便捷的体验。“数字化管理体系覆盖
了校园的各个角落，让教学、办公、
教研以及师生互动、家校交流变得
更加便捷、高效和透明，校园不文明
行为大大减少。”校长陈建说。

学校建有6间简易录播室、1间
精品录播室，还建立基于物联网技
术的远程考勤系统，实现师生考勤、
通知发布、新闻呈现、班级展示、校
务管理等便捷功能，方便学校信息
管理、师生档案信息管理、会议考勤
等，并全面实现PC端、手机端、微信
公众号的全面兼容与无缝对接。

人脸识别 校园生活智能化

人工智能 智慧课堂高效化

多彩社团 学生发展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