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悄然改
变 着 我 们 的 生 活 。 比 如 ，扫 地 机 器
人、智能手机等产品，它们的出现，给
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还有
智能机器人，可以帮人购物、和人聊
天……功能多多，但它是如何制造出
来的呢？

今天，我们《朔州日报》怀仁小记者
带着探索科学的兴趣，来到了怀仁市人
工智能教育基地参观。走进基地里的
多功能展厅，展台上大小统一的十几个
机器人一下子吸引了我，它们的外形精
巧、活灵活现。张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了
机器人的功能和制作原理，让我对AI有
了初步的了解，开启了我对人工智能的
探索之旅。紧接着，十几个机器人展示
了一段优美的舞蹈。我专注地观察着
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仿佛在学习一门
新的艺术。

天啊！这么多的机器人是如何做
到动作整齐划一呢？这么精彩的表演，
完全惊讶到了我，周围的同学们也不时
发出惊呼声。老师告诉我们这些都是

提前设置好的。接着老师带我们来到
了三楼的 AI 机器人智能算法实验室。
每张课桌上放着两个机器人，老师说这
些机器人是通过软件来构建模块，让机
器人做出相应的动作。接着，老师发给
我们每个小记者控制操作机器人的手
柄，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准备。

我最期待的机器人比赛环节开始
了，比赛规则是控制机器人把物品送回
大本营且用时最少。我拿起手柄控制
机器人，“前进——搬箱子——转身
——把箱子放回大本营”，一连串的动
作如行云流水般顺畅，用时 3分 45秒，
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在这次机器人比赛中，我不仅掌握
了控制机器人的技巧，还学到了有关人
工智能的知识。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科
技的魅力，也更加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
向。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研究出更
智能的机器人，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怀仁市城镇二小三（8）班 武轩伊
（本报小记者）

人工智能的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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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科技正
在悄悄地影响和改变
着 我 们 的 生 活 。 比
如，扫地机器人、智能
手机、智能机器人等
产品，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便利。那
么它们是如何制造出
来的呢？

今天，带着这些疑
问，我们一起跟随《朔
州日报》小记者怀仁站
的老师们来到怀仁市
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探
寻科技奥秘。

跟随老师的脚步，
我 们 走 进 多 功 能 展
厅。展台上大小一样
的十几个机器人，一下
子吸引了我，正打算上
前仔细察看时，老师就
开始给我们介绍什么
是人工智能，让我对AI

有了初步认识。
接着十几个机器人向我们展示

了一段舞蹈。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机
器人的每一个动作：下蹲、抬手、摆动
手臂、跨腿、转身……天啊，它们是怎
么做到整齐一致呢？好听的音乐、精
彩的表演，完全将我迷住。当然了，
周围的同学们也和我一样不时地发
出惊呼声。老师看着我们惊讶的样
子，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提前设置好
的。”“哦！”我们恍然大悟。

看完机器人表演，老师又带我们
来到三楼的 AI 机器人算法实验室。
他给我们讲解了 CUB机器人创想挑
战赛。同时还观看了用积木和模块
搭建好的一些作品。你知道吗？我
们还挨个儿上去体验了一下高科技
呢，真是太有趣了。

最后到了比赛环节。在老师给
我们讲解了机器人冰壶比赛的相关
规则后，我们就有序地站在了比赛场
上。而我更是摩拳擦掌，想要大显身
手。好不容易轮到了，我第一次选了
一张紫色卡，机器人扫描紫色卡后，
走到对应颜色的位置上进行投冰壶，
耶！我竟然投进了红色区域，激动的
心情简直难以抑制。我二话没说，立
马又选了一张黄色卡，机器人进行扫
描后，再次走到对应的位置上投壶，
哇！我又投入了红色区域。这时，只
听见小记者们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
阵，我开心极了。就这样，我顺利地
拿到了第一名。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不经
意间活动宣布结束了。我坐在妈妈
的车里，感慨地说：“科技太有魅力
了，我爱它。所以我要加倍努力学
习，将来争取制造出更智能的机器
人，为祖国的科技发展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怀仁市城镇六小二（3）班 丰锴
骐（本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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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叫人不是人，做饭干活好帮
手。谁能说说描写的是什么？没错，就
是机器人。

机器人到底是如何工作生活的
呢？下面让我们跟随《朔州日报》小记
者怀仁站的老师一起去看看吧！

今天早上八点，在家长的陪同、老
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怀仁市人工智能
教育基地。首先观看了机器人的舞蹈
表演，它们的表演虽然动作笨拙、僵硬，

但最大的优点就是整齐划一。我感到
惊叹不已：太棒了，比我们做得整齐多
了。接着我们又参观了机器人，通过一
个障碍物把红色柱子打到地上，机器人
一抬手就推开了障碍物，之后它又来到
红色柱子前，同样一个抬手，再向右一
摆，红色柱子就应声倒地。

随后，我们观看了机器人摆箱子。
在这期间，老师教我们简单地学习了如
何操控机器人，比如，y 是抱箱子前

进；→是抱箱子右转；左摇杆是前进。
为我们下面的比赛做好了准备。学会
技能后，老师告诉我们规则：机器人从
起点开始抱着箱子行进，但在行走的过
程中不能撞到障碍物，不能碰到黄线、
黑线。而且在把箱子运到大本营之前，
箱子绝不能落地，更不能踢着走。激烈
的比赛开始了，由于太过于紧张，操控
杆在我手里丝毫不听指挥，导致比赛失
败，但我依然用平静的心态面对成绩。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们的活动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不过我的心里萌生出
一个愿望：让人工智能更好地融入生活。

怀仁市城镇二小五（1）班 池慧
（本报小记者）

探索人工智能的奥秘

今天，我们终于有
机会跟随《朔州日报》
小记者怀仁站的老师，
去怀仁市人工智能教
育基地参观学习，探索
人工智能的奥秘，我高
兴地手舞足蹈。

早上八点，小记者
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准时
到达怀仁市人工智能教
育基地。我们先来到大
厅，里面有很多机器
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那么多机器人跳舞，它
们的动作就像我们做
广播体操一样，可爱极
了。我们又去了教室，
里面有一台很大的电
视，播放着机器人模型的视频。老师
给我们讲解了模型操作的过程，按照
老师的指导，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按动
了黄色按钮，搅拌机模型通过连动轴
开始转动，简直太神奇了。

活动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怀着
愉快的心情，我拉着妈妈的手蹦蹦跳
跳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怀仁市城镇二小一（6）班 池翊
（本报小记者）

会
跳
舞
的
机
器
人

我家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它长
着圆圆的脑袋，尖尖的耳朵，看起来非
常可爱。

它爱捉老鼠。有一天夜里，它在院
子里发现了一只鬼鬼祟祟的老鼠正往
厨房跑，于是猛扑上去，用爪子把老鼠
摁在了地上。它没有直接把老鼠吃掉，
而是把老鼠提起来扔向空中，又一下子
接住了。就这样扔了接、接了扔，还得
意地叼着老鼠来找我领赏。它喵喵地
叫了几声，我知道它想吃小鱼干了，于

是我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条小鱼干放在
地上用来奖励它，它吃得可开心了。

它还非常贪玩。有一次，我带它到
公园去玩，在草地上，它发现了几只小
猫咪伙伴，于是很快和它们打成了一
片，它们追逐着、打闹着，在草地上打着
滚，草叶沾了一身，玩得可开心了。

这就是我家的小猫咪，对了，它叫
咪咪，是我的好伙伴，你们喜欢吗？

市六小三（3）班 蒯琳
指导教师：王艳玲

我家的小猫咪

我的家就像一个有趣的“动物园”，
我的生活中有了他们的陪伴，别提多有
趣了。你们想听听吗？好吧，我就给你
讲一讲“动物园”里不同的小“动物”吧。

首先介绍的是我，我叫满满，像一
条小鱼总喜欢在水里自由自在地畅
游。正因为如此，每次游泳比赛我都能
取得惊人的成绩，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拼

搏、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将来奥运会游
泳比赛的桂冠也能摘得。加油努力吧，
小满满！

“快起床，你看看都几点了，还不起，
真是睡的时候不睡，起的时候不起！”每
天早上这机械化的声音总能穿过厨房、
传入卧室、钻进我的耳朵。知道是谁了
吗？她就是我那有着盖世武功“河东狮
吼”的老虎妈妈。虽然妈妈有时候会吼
我起床，但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希望我
能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我的爸爸，刘先生，他就是一只地
地道道的老鼠。他啊，特别胆小，妈妈
给他一个眼神就吓得一动不动了，别说
妈妈的一声吼了。爸爸也是一只胖老
鼠，他每跑十步，就得休息半个小时。
有一次，我和他比赛跑步，他都跑不过
我呢。他总是笑着说：“孩子，你跑得太

快了，爸爸跑不过你。”看见了吧，这只
大胖老鼠是不是也很可爱。

我的奶奶，莲女士，她简直是一只
爱臭美的狐狸。每次放学，我都盼星星
盼月亮期待奶奶的出现，谁曾想奶奶还
在家里纠结口红用哪个色号、衣服选哪
个颜色，有时化了快一个小时妆才来。
不过奶奶打扮起来，可真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我的妹妹，刘二小姐，她就像一匹
小马，灵活敏捷，我都追不上她。她啊，
不管跑多远都不会累，这也是她为什么
又高又瘦，像大明星一样的秘密了。
除此之外，她最爱吃菜，吃面包时要加
菜，吃面条时要加菜，吃饺子时，肯定不
用我说你们就猜到了。她热爱运动、健
康饮食，让她拥有了无穷的活力和健康
的体魄，真是让人羡慕。

这就是我们家的“动物园”了，每天
生活在这里真是有趣。

星辰双语四（1）班 刘博然（本报小
记者）

小小“动物园”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来到运城，
观看 2023 运城盐湖马拉松比赛。早
上八点三十分开跑，当时还下着淅淅
沥沥的小雨，选手们冒雨坚持比赛，
真令人佩服。

我和妈妈在离终点不远的路边
等待，路边热心市民一直在为选手们
加 油 、助 威 。 十 点 二 十 分 的 时 候 ，
啊！终于看到爸爸了，我激动的心情
再也按捺不住，大喊：“爸爸，加油！
加油！”那一刻爸爸仿佛跑得更快了，

一下子就冲到了终点，我无比激动。
在观赛的这段时间，我看到了有

些选手，虽然体力不支了，但还是坚
持跑了下来，太令人佩服了。爸爸告
诉我，马拉松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
挑战自我、超越极限、永不放弃的精
神。我觉得我们对待学习也要有这
种精神，能坚持到最后，永不言弃才
是最厉害的。

市六小三（3）班 马楚乔
指导老师：王艳玲

观看马拉松比赛

家有高考生的父母，内心紧张与焦
虑是常态。平时孩子在学校，有同伴的
互助和老师的督促，家长心里会踏实
些。即将到来的假期，会成为孩子自主
学习与亲子关系的最大考验，而高三寒
假又恰是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作为
家长，该如何与孩子共度这样一个特殊
的寒假呢？

一、谋定而后动，知止而
有得

《礼记·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
定，定而后能静。”心中有目标,行动才有
方向，家长们可以这样指导孩子。

1、起居有节，张弛有度。允许孩子
假期里适度放松，但不能过度松懈，可
以多运动，听音乐，但绝不可沉迷网络
游戏。保持正常作息，切忌昼夜颠倒，
以免开学后不能适应学校紧张的生活。

2、设定目标，科学切实。假期伊始，
家长首先要协助孩子制订合理计划，提
供指导性意见。

（1）计划要全面，兼顾所有科目，同
时抓弱科、稳强项，尽量减少偏科损
失。学习任务要有针对性，在分析每个
学科每个题型的掌握情况基础上，细化
估量各科可提升的分值空间，量身定制
切合实际的计划。

（2）拆解目标，化大为小，分阶段落
实。复习计划要留有余地，不能安排得
太满，也不能一蹴而就。依据个人一天
当中各科学习的最佳时间，设计具体时
段复习哪科具体内容，以提高效率。同
时弱势科目需要在时间上多安排一点，
少做或不做难题，主抓中低等试题，把
基础夯实。

二、平和胸襟处波澜，静
心陪伴守花期

面对下学期日益临近的高考，家长
的焦虑感会倍增，都想趁着这个寒假给
孩子安排满满的学习任务，施加更大的
压力，亲子关系也会变得紧张，所以家
长保持平和心态很重要。

1、不要过度补习，不要盲从攀比，学
习重自主，学法重适宜。家长不要盲目
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应给孩子自主消
化的时间，培养独立学习的能力。利用
假期，学生首要做的应是对校内一轮复
习的基础性知识全面复盘，学会回顾、整
理和归纳。同时，要回归教材，给孩子自
主梳理的时间；保证刷题量，限时训练综
合套卷，为下学期的模拟考做准备。

2、切忌过度焦虑，甚至传递焦虑，应
传输正能量，激发内驱力。假期是最考
验亲子关系的时刻，家长要保持平常
心，避免过度关注；注重沟通方式，尽量
避开容易引发矛盾的话题。

三、未雨绸缪预则立，万
事俱备待东风

高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考场上孩
子执笔为剑，而志愿填报是对家庭合力
的考验。寒假是酝酿高考志愿的好时
期，家长搜集相关资讯时，要尽量全面地
了解官方信息，如招生政策、招生计划、
近年录取分数、院校概况、专业情况、学
校投档线等，还要评估孩子的兴趣能力，
关注行业发展趋势等，为孩子报考提供
权衡参考。家长可以适时、适度与孩子
探讨目标学校，以激发动力。

据《今晚报》 作者：徐丽

高三寒假 有心规划

寒假到来，全国妇联、中央网信办、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等16部门印发通
知，联合部署开展“把爱带回家——真
情暖童心 相伴护成长”2024寒假儿童
关爱服务活动。通知要求，各地各相关
部门要将儿童安全作为关爱服务活动
的重要内容，针对寒假易发多发的烟花
爆竹、溜冰滑雪、冻伤摔伤、交通事故、
火灾、烧烫伤等意外风险，通过多种方
式普及应急避险和安全自护知识。要
特别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
动儿童，让孩子们心有所依、身有所护、
困有人帮，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
关怀。

寒假来临，孩子们欢天喜地，一些
家长却有些忧心：长达一个多月的寒
假，谁来照料孩子，谁来看护孩子，谁来
保障他们的安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
题。儿童正处于人生的蒙昧阶段，他们
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心，也对身边潜
在的安全隐患知之甚少，由此遭受的意
外伤害时有发生，在节假日里尤为突
出。寒假里，家长不用担心孩子下河游
泳了，可是不得不担心孩子燃放烟花爆
竹被炸伤，敲冰玩雪被冻伤，烤火取暖
被烧伤……

儿童是家长的寄托，是国家的未
来，是民族的希望。守护儿童安全，呵
护儿童成长，就是在维护家庭的稳定，
守护国家的未来。此次 16部门联合部
署的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是党和政
府关爱关怀儿童的重要体现，回应了广
大儿童家长关心的焦点问题。推动关
爱服务落地生根，还需要全社会动员起
来，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携手织密儿童
安全守护网，保障儿童度过一个快乐又
安全的寒假。

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会实
践安全教育大联动。社会实践安全教
育具有生活化、游戏化的特点。以喜闻
乐见的形式将安全知识融入生活经历，

既能激起儿童的学习兴趣，又能加深儿
童的学习记忆，达到寓教于乐、事半功
倍的效果。妇联组织要凝聚各方力量，
依托儿童关爱服务阵地，联动开展防爆
炸、防诈骗等专项实践教育，提高儿童
自我防护能力。社区或有条件的单位
要开设寒假托管班，开展消防安全、交
通安全、心理健康等安全教育活动，通
过讲故事、玩游戏的形式，让儿童辨别
危险情形，从小保持警惕心理，养成忧
患意识；要结合儿童身心特点组织儿
童参与劳动实践，在劳动实践中了解
安全风险，从小培养劳动安全意识。
各地安全教育实践基地在寒假要加大
开放力度，利用先进的设备技术吸引
儿童参与体验，让儿童在模拟真实场
景当中进行实践操作，通过全方位沉
浸式体验获得感官刺激和真切感受，从
而深化理解和强化记忆，熟记安全知
识，掌握安全技能。

要重视家庭亲情陪伴，让儿童感受
到在父母身边的幸福与安全。有的父
母外出务工，陪伴孩子鞭长莫及；有的
父母疲于工作，陪伴孩子有心无力；有
的父母沉溺于成人世界，漠视孩子的成
长。缺少父母的陪伴，孩子的人生是不
完整的。从家庭生活来讲，家长特别是
父母，除了消除家庭空间安全隐患、营
造安全的居家环境之外，还要重视亲情
陪伴。无论工作多么忙，也无论离家多
么远，快过年了，都应该回家好好陪陪
孩子，和孩子聊聊天，谈谈心，倾听孩子
的苦恼，分享孩子的喜悦。与孩子共读
一本书、同唱一首歌、同讲一个故事、同
做一顿饭，当孩子遇到困难时，给予支
持与鼓励，让他们感受到父母陪伴的幸
福与安全。

要大力弘扬志愿精神，有组织开展
儿童安全守护志愿活动。志愿精神的
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
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农村留守
儿童的假期安全，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
民生问题。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全社
会要大力倡导志愿精神，广泛发动关爱
儿童的社会动员，将“爱心妈妈”、“三下
乡”大学生、“五老”等志愿服务力量组
织起来，发动他们参与儿童的寒假安全
守护，帮扶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
动儿童、受灾地区儿童及其家庭，让他
们从小感受到来自社会的爱。

据《中国教育报》作者：申剑锋

携手织密寒假儿童安全守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