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王秋月 实习生桑杰

卓玛）今天下午，吉林省AI赋能职业教育创新发

展联盟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长春举行。来自全省

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的百余家联盟会

员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AI赋能职业教育创

新发展”主题，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深

度融合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方案。

会议详细介绍了联盟成立背景、成员构成及

发展目标，致力于构建“产教融合、资源共享、创新

发展”的AI+职业教育新生态。

会议聚焦AI技术前沿与职业教育应用场景，

邀请清华大学职业教育信息化研究中心、科大讯

飞等高校学者、科研专家、企业高管组成“豪华智

库”，带来七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专题报

告，从“生态化构建职业教育专业大模型”到“AI

助力院校数字资源到数字资产的转化”，形成理

论、技术与实践的三维共振。

此次全体会议的举办，标志着联盟从组织

成立阶段正式迈入“实质性运作”阶段。未来，

联盟将以“服务国家战略、支撑产业升级”为使

命，持续汇聚“政行企校社研”各方力量，努力打

造国内领先的职业教育数字化创新高地，为我

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提供“吉林智慧”与“吉

林方案”。

为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提供“吉林方案”
吉林省AI赋能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联盟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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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4日讯（记者郑玉鑫）今天，作为建设教育

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平行论坛之一的“高等教育数字

化发展的实践与创新”论坛在长春举办，吸引了近1100

名代表现场参会，超星、云上高博会等线上直播平台共

2.88万人次参与。

本次论坛立足“高等教育数字化中国实践”，由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吉林大学主办，智慧教育研究分会、超星

集团、北京理工大学联合承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智慧

教育研究分会、北京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吉林大学

等多位代表、智慧教育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展开了深入

交流。

论坛中，多位学术专家进行了学术报告。智慧教育

研究分会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嵩天主持

圆桌对话，邀请四位研究分会副理事长围绕“智慧赋能高

等教育创新与实践”展开研讨。对话以“典型实践—体系

变革—教学模式—人才培养—发展路径”为主线，深入探

讨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路径。与会嘉宾通过案例分

享，生动阐释了AI技术赋能教育的实践方案，全面展现

了高水平大学重构教育生态的创新成果，为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论坛上还举办了两个项目的发布仪式。“高校公益

AI通识课”项目由华五教学协同中心、阿里云、超星集团

联合打造，面向全国大学生实现“理论+实训”一体化教

学；“教育学AI知识库”由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与超星

集团联合打造，作为垂直教育学科的人工智能知识平台，

助力科研范式革新、赋能教育生态重塑。同时，公布了

“智慧教育典型案例”，围绕“智慧教学”“人工智能通识

课”“产教融合”“场景创新”四个方面总结推广高校在智

慧教育领域的创新实践经验。

“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
实践与创新”论坛在长举办

本报讯（记者徐雁秋 张和力）“我们希望通过高

博会这个平台，展示我们在教育科技领域的最新成

果，推动教育的智能化和普惠化。”5月23日下午，在

第63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开创未来：新产品新技术

发布活动”现场，翱瑞科技负责人如是说。

在本届高博会上，众多企业带着前沿技术和创

新产品亮相，全面展示科技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最新

成果，吸引了行业专家和企业代表的高度关注。

北京东方正龙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在发布活动中

展示了智能课堂、信创教室等多个创新应用。其中，

智能课堂模拟了交互式电子教室和智慧教学空间两

种教学场景，为学生提供了沉浸式的互动学习体

验。信创教室则通过信创机房教学及实训、信创平

台语言实验室教学等功能，为教师提供了全功能课

堂教学、交互、管理的支持，进一步提升了教学效率

和质量。

翱瑞科技是吉林省本土创新企业，在高博会上

展出低空飞行、虚拟仿真、新能源三电以及氢能四大

板块产品。在企业搭建的低空飞行展示区，他们展

示了全国首例裸眼3DVR教学一体机和400余款VR

虚拟仿真实训软件。裸眼3DVR教学一体机结合裸

眼3D显示、虚拟现实（VR）技术和互动教学功能，无

需佩戴3D眼镜即可体验逼真3D效果。新能源汽车

三电系统开发测试产教融合平台，结合汽车行业国

际标准V型开发流程进行设计，更是吸引了众多高

校代表和技术人员的热烈交流。“我们的智能无人集

群创新实验室，支撑了国内超过300家的高校以及

科研单位无人机的研发和教学任务，提供飞行控制、

集群协同、智能感知全链条解决方案。”董事长于立

杰说。

中犇科技是一家深耕互联网多年的高科技企业，

此次带着两款核心产品参加高博会：AI硅基教学智能

体和百道云AI无代码开发平台。“AI硅基教学智能体

以墨轴AI专属大模型为基座，打通课前—课中—课后

全场景智能教学。百道云AI无代码开发平台则集在

线IDE、在线预览、在线测试、云打包等功能于一体，覆

盖移动端开发全生命周期。”中犇科技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通过这些创新产品，为构建开放、包容、韧性的

智慧教育生态贡献力量。

众多新产品新技术亮相高博会

本报讯（记者张鹤）为加快推动生成式人

工智能在教师教育领域深度赋能应用，在本

届高博会上，东北师范大学发布了自主研发

的“元晖”教师教育大模型。

该模型聚焦适应学龄人口新变化对教师

教育机制改革的新挑战、人工智能技术迭代

对教师教育培养模式变革的新要求，基于学

科素养与教育素养深度融合的“DNA双螺旋”

教师教育理念，“群落式”多模态大模型架构

范式，以及18个省、51个县市的260所教师

教育创新实验区学校的海量数据资源，构建

了双轴七维的教师能力图谱，打造了中小学

名师、学科专家、教育专家多智能体协同系

统，实现了教师智能监测与评价、教师终身学

习智能支持、教师政策模拟与优化等多场景

教师教育的应用与服务。

此外，为破解教师教育课程陈旧与模式

僵化等现实难题，“元晖”教师教育大模型在

学校自研基座大模型基础上，融合百余万课

时的优质教学视频、2.3亿条多模态教学数

据，运用多阶段训练方法，采用“参数—向量”

双驱动方式和“人在回路”闭环反馈机制，实

现复杂任务的分解与协同求解，构建覆盖教

学技能、学科理解、教学模式等10大维度、46

个子维度、82项细化指标的教学诊断体系，

实现了从核心素养到教学实施的全图谱式分

析，让人工智能成为真正“懂教学、能指导、擅

协同”的智慧导师。

东北师范大学“元晖”教师教育大模型作

为教育变革的新质生产力，将推动教师教育

模式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从“知识学

习”向“能力提升”、从“经验驱动”向“数智驱

动”的转变，为大规模因材施教提供了可能，

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普惠可及创造了条件，

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

价、健全综合评价带来了机遇。

东北师大发布“元晖”
教 师 教 育 大 模 型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张鹤）今天下午，作为第

63届高博会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

的重要活动之一——新农科2.0建设与创新人才培

养论坛在长春举办。

论坛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吉林大学主办，全国

新农科建设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与吉林农业大学承

办，以“新农科2.0背景下农林人才培养创新”为主

题，旨在通过校际协同研讨，探索人才培养与产业需

求的深度适配路径，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论坛上，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西南大

学、湖南农业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分别结合各校特色，

围绕产教融合机制创新、校院企协同平台搭建、数智

化课程体系重构、思政育人与实践教学融合等方向，

分享了“订单式培养”“本研贯通体系”“农业通识课程

群”“就业能力适配改革”等创新模式与成效。

吉林农业大学作为承办方，系统介绍了学校通过

成立吉林省新农科长白山创新学院，构建“三融三通”

机制，打造实体化育人平台，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本研

贯通”培养和乡村振兴“订单生”计划等，打造“一省一

校一院”协同育人“吉林模式”的典型经验做法。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新农科建设需以“强农兴

农”为使命，聚焦国家粮食安全、黑土地保护等战

略需求，创新“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培养知农

爱农、具备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未来，全

国涉农高校将以此次论坛为起点，加强校际合作，

推动论坛成果转化为

实际行动，共同书写农

林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创新协同机制 培养复合型人才
新农科2.0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论坛在长举办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苑广鸿）今天上午，第63届

高等教育博览会“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建设”论坛在长春

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拉开

帷幕。教育部职业教育发

展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吉林省教育厅等单位负

责人、专家学者，携手南京

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长春汽

车职业技术大学等9所职业

院校代表及企业界人士，围

绕职教体系建设核心议题

展开深度对话。

论坛聚焦职教领域前沿

命题，紧扣体系建设中的痛

点、难点与突破点，从人才培

养、产教融合等维度切入，共

议职教发展新趋势。与会者

一致认为，现代职业教育是

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

新质生产力的“基石”——既

要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师

发展机制、管理体制等全链

条革新，更需以产教融合为

抓手，加速省域职教体系改

革，深耕市域产教联合体、行

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让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

新链拧成“一股绳”。

活动现场，各专题报告

以鲜活案例与前瞻视角，为

职教改革注入“新思路”。其

中，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

带来“职业本科建设研究与

实践”专题分享，以数字技术

人才培育为例，通过“校企双

元教学”“产业项目嵌入课

程”等模式，探索职业本科教育如何实现理论深度与

技能实操的平衡；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则以“职业

本科高水平建设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分享其与一汽集团等龙头企业共建新能源汽车实训

基地、将智能网联技术标准融入课程体系的实践，为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职教方案”。

这场思维交锋不仅拓宽了职教工作者的实践视

野，更以务实举措为职教高质量发展锚定了前行坐

标，让“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共识转化为落地有声

的改革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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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4日讯（记者毕雪 刘霄宇）今天，由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吉林大学主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

教育专业委员会、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承办的建设教育强

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新医科

2.0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论坛在吉大一院举行。

论坛中，多位权威医学专家带来精彩分享。他们

围绕“AI赋能医学教育创新”主题，深入探讨医学教

育的前沿趋势与实践路径，为吉林省乃至全国医学教

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方案。论坛结束后，作为第

63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名师大家东北行”系列活动的

专家——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中国医科大学终

身教授孙宝志、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终身教授迟宝荣接

受了记者采访。

“高博会为科学家和高校提供了项目转让的场

景，企业也能够有机会在这里找到好的项目。这个平

台真正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落到了实处，全面推

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才的培养，以及科技进一步与应

用的结合。”李校堃说，“人才培育是未来我们能够实

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它与科技、教育不能脱节。高

校要打开大门，与社会深度融合，才能培养出真正的

科技强国接班人。”

在谈及高博会如何助力东北振兴时，孙宝志表

示，此次高博会为东北振兴添了一把火，对东北三省

和内蒙古地区的高等教育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他创

新性提出“医学精准教育”理念。他指出，在AI时代

与医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当个性化培养医学生，

通过精准化培养与评价体系，培育适应新时代需求的

卓越新医科人才。

“本次高博会我看到有很多高校和企业来参加，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进一步促进医学领域的产学研

深度融合。”迟宝荣介绍，医学教育既要注重知识传

授，也要强化人文关怀。AI技术在改善教学手段、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成效显著，但AI能否完全

替代医生的人文关怀值得深思。医学科研教师要准

确把握AI在教学中的角色定位，实现教研质量与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双提升”。

共探AI赋能医学教育新路径
新医科2.0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论坛在吉大一院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