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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闲思下笔成章
遇到一只“小斗鸡”

“留给守门员的时间不多
了。”

罚球点距离球门线11米，
守门员戴着手套、上身前倾、膝
盖微屈，双手放在膝盖上，正虎
视眈眈地盯着足球的方向。
砰！足球飞速冲向球门——守
门员纵身一跃，如非洲雄狮般
迅猛扑向猎物。“一班最强，斗
志昂扬！”操场上一片沸腾。守
门员果果终于拦下了本次比赛
的第3颗点球，为班级赢得了
足球赛的胜利！

故事里的守门员果果，活
跃、自信，深受同学喜爱，更因为那个“精彩神扑”成为班级的

“体育偶像”。然而，一年半以前的果果，冲动、易怒又好斗，像
一只进错围栏的小斗鸡，三天两头打架，与这个班级格格不
入。那时候，他很苦恼，我也很苦恼。

我很喜欢用数学思维来解决问题，比如，笛卡尔坐标系
中，两条交于原点的数轴将平面分为4个象限。根据汉斯·艾
森克的人格理论，我设计了自己的“班主任管理坐标”，横轴代
表性格的内向与外向，纵轴代表情绪的不稳定与稳定，学生人
格成长便被分为4个象限。

学生的人格成长就是在这4个象限内运动。

晏小月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显然，刚进初中时的果果处于第四象限，过度外向且情绪
不稳定。向优秀的老师们请教之后，我开始对他执行“虎妈式
管理”，立规矩、提要求、多关注，例如：面向全班“不允许打架”
的要求，细化要求他“不允许和同学发生肢体接触”，遇事多冷
静、要大气，实在委屈可以找老师倾诉。一学期的关注和提醒
后，他走进了第三象限，沉稳安静了，却显得有些悲观、焦虑、
敏感、不合群。

但一个孤独的小孩，怎么会快乐啊！我又开始“猫爸式陪
伴”，多谈心、多倾听、多鼓励，教他与同学相处，让他感受到老
师的喜爱和认同。慢慢地，班级的篮球赛、足球赛，每周三的

“数学之夜”，班会活动的策划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那天，果果
笑着对我说：“老师，我觉得同学们其实都挺好的。”适度活跃、
融入集体、温度有爱，第二象限的果果也让我露出了老母亲般
的微笑。

探索学生的象限，如果用第3根数轴代表品德，那么学生
人格成长就分为8个象限。只有品德这根数轴处于正半轴
时，前面4个象限内的成长变化才有意义。其实，影响一个孩
子的，又何止性格、情绪、品德这3个维度呢？学生的类型又
何止8个象限呢？家庭、学校、社会为数轴，那将是无数个维
度在立体空间里分出的无数个象限。

归根结底，作为班主任，需要用眼观察、用心倾听、用爱浇
灌，在无限个象限中找到学生最独特、最闪光的点。学生的成
长都如星辰大海，充满无限可能。我愿永怀一颗教育初心，探
索学生的象限，发掘他们未来的无限可能。

第一象限第二象限

第四象限第三象限

无人机足球赛
4月 25日，沙坪坝区山

洞小学，小学生正在参加无
人机足球比赛。

孙凯芳 摄

活力校园

当下，《流浪地球2》《传说》等热播电影凭借人工智能
技术完成对人物形象、声音的塑造，这标志着人工智能技
术在电影制作方面渐渐成熟；丝绸纺织行业的全球首款花
型设计模型，可以为全世界80亿人每人设计10万条独特
丝巾而不重样，这彰显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创意上的新突
破；去年盛夏，首个网文大模型“阅文妙笔”的应用助手版
发布，可在瞬间设定角色、描写情景等，这为文学创作提供
了新思路……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的到来，让艺术创作更
便捷了，但也有人隐隐担忧——当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创作
后，可能会让创作者产生“创作惰性”。

纵观乐观者的欣喜与忧虑者的担忧后，我以为在艺术
创作时，只要合理地借助人工智能，而非完全依赖，你会发
现：人工智能不仅不会伤害艺术创作，相反还大有裨益。

不可否认，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确有墨
守成规、机械模仿、冷漠无情的局限，但是我们更应该看
到，由大数据支撑的它，不仅见多识广，而且具有高速选
择、组合、熔炼的可能。正是这些优势，给予了它能够“见
常人所不见，闻常人所不闻，说常人所不说”的可能。其
实，艺术创作，从某种意义而言，也是一种“先不断积累，再
推陈出新”的探索过程。人类要想在艺术领域有所创新，
也需要先往头脑中输入大量的成品，以此来开阔视野，而

后才可能在创造时找到新的方向。这一过程与人工智能
的工作原理并无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会伤害艺术创作”
这一说法或许有些杞人忧天了。

苹果公司现任CEO库克曾在一次科技论坛上告诫年
轻人：“制约创新的阻碍，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群众对
其的偏见。”我深以为然。回溯历史，此类事例俯拾即是：
当蒸汽机横空出世时，有人因科技进步而欣喜，亦有人担
心蒸汽机的到来会使工人丢弃工作；当智能手机融入日常
生活时，有人为“世界的距离尽在掌握”而激动，亦有人感
叹“人类沉迷娱乐的路径更短了”……然而，如若我们能摆
脱“当局者”的身份，站在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你就能发
现：从长远来看，这些进步，对整个社会而言，是裨益无穷
的——蒸汽机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智能手机也提升了百姓
的幸福指数和工作效率。

由此观之，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领域的处境与蒸汽
机、智能手机当时所经历的挑战与质疑是类似的。我有理
由相信，新时代的我们，和以往相比，思辨力更强，自律性
更高，只要我们放平心态，撇开偏见，将人工智能当作打开
眼界、提供创意的凭借，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艺术创
作定会更灵动、更多元。

指导教师：王涛

人工智能，为艺术创作打开新天地
重庆市第一实验中学校高2025届1班 谭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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