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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课上， 汉滨区瀛湖镇中心校学生们通

过 VR 眼镜“穿越”到侏罗纪世界，观察恐龙骨骼
结构， 这种沉浸式的学习体验激发了学生们对科
学的浓厚兴趣。

汉滨区瀛湖镇中心小学曾经是一所教育资源
相对匮乏的农村学校， 学生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
先进的教学设备和丰富的教学资源。 但随着“数字
校园普及行动”的深入推进，学校正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 无论是设施设备， 还是师生的教学模
式、评价方式等，都在向现代化方向迈进。

近年来， 我市把数字化作为教育转型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进一步完善机制，强化统筹，优化环
境，创新应用，协调推进“互联网+教育”。 近日，教
育部等九部门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
意见》，为教育数字化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眼下，在教育改革与技术创新的浪潮中，一个
个数字技术赋予全新维度的场景， 悄然拼接着安
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全景图，“数字赋能” 已成为
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推动教育创新的关
键力量。

数字赋能教育拓新路

在岚皋县城关小学的编程课堂上， 学生正通
过 Scratch 软件设计动画故事。 这些从未接触过编
程的孩子， 在老师指导下用积木式代码搭建出会
说话的卡通角色。

对于新开设的编程课， 学校没有采购昂贵的
专业设备，而是利用开源软件搭建编程教学平台，
让零基础的孩子也能掌握编程逻辑。 “我们用轻量
化技术打破了 ‘人工智能教育必是高投入’ 的误
区。 ”该校信息技术教师李立瑜介绍，学校机器人
社团共培训 10 批次近 200 名学生，少儿编程培训
共 15 批次近 300 名学生，近年在各类比赛中均取
得优秀成绩，而每年的设备投入不足 5 万元。

这样的 “小成本大创新” 在安康各校屡见不
鲜。

相比投入大量资金购置教学设备， 这种被教
育界称为“轻量化信息技术”的教学方式，正被当
作促进西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一个 “最好的
突破口”。

2024 年，我市全面推行中小学校“轻量化”技
术应用，用信息化手段更好赋能教育教学管理。 据
安康市数字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陈祖茂介绍，轻
量化技术是指轻量级、低门槛的教育技术应用，包
括多种工具和应用，如生成式 AI、社交软件、即时
通信软件、短视频平台、虚拟现实技术、教学视频
等。 这些技术手段都具有轻量化、便捷、互动、个性
化等特点， 能够帮助教师和学生更好地实现教与
学的目标。

“轻量化技术 + 课堂创新”的模式，让山区课
堂从“单向灌输”变为“双向互动”，仅 2024 年，全
市就有 74 节课参加年度教育部基础教育精品课
评选活动。

此外 ，我市 “轻量化信息技术 ”的应用 ，不仅

缓解了资金短缺的难题， 更引领了教学模式的创
新。 旬阳市甘溪初级中学的智慧体育课堂， 通过
技术手段实现了体育教学的个性化 。 在课堂上 ，
传感器实时捕捉学生立定跳远的起跳角度、 腾空
高度等数据，AI 系统同步生成运动处方。 教师根
据这些数据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训练计划，如“张
同学弹跳速度需提升 0.3m/s， 建议增加蛙跳训
练”。 这种精准化教学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体育
课 “凭经验 、靠目测 ”的粗放模式 ，使体育教学更
加科学、有效，有助于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 ，也体
现了对学生个体的尊重和关怀。

教育数字化转型为安康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新
的生机与活力，让偏远地区的学校和孩子们也能跟
上时代的步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陈祖茂告诉记者，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教
学更加生动、有趣、高效，能够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
性化需求，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和形式，也提高了
教学质量和效果，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更广
阔的空间。

教师数字教学创新探径

在汉滨初级中学，语文老师张教军向记者展示
了他的数字教育成果：希沃白板可实现课件跨设备
同步，方便教师在不同设备上进行备课和授课；U鄄
MU 平台 （UMU 是国内一公司开发的知识分享与
传播的学习平台）累计发布微课 138 节，为学生提
供了丰富的自主学习资源； 班级优化大师的 AI 评
价功能让课堂互动效率提升 40%，有助于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从“黑板+粉笔”的传统组合，到“智能终端+云
平台”的现代配置，教学手段的革新让课堂焕发新
生。在教中学，在学中教。教学手段的使用者———教
师，也在这股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各显神通，自身
的学习能力、教学水平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我市通过推行“轻量化技术”培训，为教师的数
字化转型助力。 短期培训后，教师们快速熟悉和掌
握智能工具，得以更专注于教学创新。 据统计，近 3
年间，我市已成功举办超过 200 场相关培训活动。

汉滨区瀛湖镇资深教师王建国从 “PPT 小白”
成长为微课制作能手， 他主讲的 《秦岭植物图谱》
VR 课程将瀛湖库区 137 种本土植物与秦岭生态
系统结合，采用“虚拟标本馆+实地科考”混合式教
学，点击量破万。 这位教龄 31 年的资深教师，在数
字世界中完成了专业生命的二次觉醒，也为学生带
来更优质的教学内容和更新鲜的学习体验。

教师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教学质量，也促
进了教育理念的更新。紫阳县瓦庙镇九年制学校引
入“蚂蚁云控”系统后，教师们感慨：“原以为智慧教
育就是买设备，现在明白要用数据解难题，数字校
园各系统投用以来，每年节约人力、纸张、电费等成
本 10 余万元，这才是真智慧！ ”

从安康各校的实际来看，广大教师正以百倍的
热情拥抱新技术，实现了从技术的“旁观者”到教育
数字化的“践行者”的华丽转身，他们勇立潮头，投

身这场教育数字化转型浪潮， 并从中
收获全新的职业体验。

教育均衡发展的捷径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全面推
进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云平台、 陕西
教育扶智平台的普及应用， 全面开展
基于互联网环境下的城乡教育帮扶工
作。 在“互联网+”环境下，农村教师足
不出户便可观摩省级名师示范课，参
与线上教研活动， 与城市教师进行交
流和学习。同时，城市教师也深入了解
了农村学校的教学实际情况， 为教学
资源的共享和优化提供了依据。

汉阴县职教中心开发的 “轻量化
办公课程包”，通过钉钉平台向全县教
师开放， 让乡村学校零成本提升管理
效能。 该课程包涵盖了办公软件的使
用技巧、教学资源的管理方法、学校日常事务的处
理流程等内容， 为乡村教师提供了实用的培训资
源。 乡村教师通过学习这些课程， 提高了工作效
率，更好地进行教学管理和学校管理。

紫阳县瓦庙镇九年制学校的“鱼菜共生”科普
基地，更是数字教育科普的典范。 这座建在巴山
腹地校园中的“数字田园”，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实
现“抽水不用电 、养鱼不换水 、种菜不用土 、排水
不用手、监测不用走”。学生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实
践学习，了解现代农业技术和生态循环系统的原
理。

记者从安康市数字教育发展中心了解到 ，

2024 年，全市 172 所中小学校成功建成省数字校
园，两年累计达标学校 412 所，占比达到 74.8%，
超出年度计划 4.8 个百分点， 轻量化技术渗透率
89%。 全市 43 所中小学校网络安全数据通过平台
实现 7x24 小时动态监测， 智慧体育项目落户 15
所城乡学校， 建成初中理化生数字化实验室 24
间，并通过市级平台实现实时管理、数据共享。

经过一系列积极探索， 数字化赋能全市教育
均衡的实践成效得到有力验证。未来，随着数字化
技术的持续深化应用， 我市的教育资源将更加均
衡，城乡差距将进一步缩小，教师和学生的综合素
质将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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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14 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走进安
康市中心医院内镜中心，探访这支荣获陕西省
“内镜洗消比赛一等奖”的专业团队。 作为医院
消化内镜技术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他们以精
湛技艺和暖心服务，在特殊岗位上践行着新时
代医护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与临床护士不同，内镜专科护士有着鲜明
的特色。 他们不仅要掌握常规护理技能，更需
懂得内镜相关的复杂技术。 内镜手术，他们是
医生的 “最佳拍档”。 83 岁的张大爷消化道出
血，邹强护士迅速递上止血夹，精准调整患者
体位，与医生无缝衔接，为手术成功奠定基础。
这种紧密配合，源于他们对内镜手术的深刻理
解和长期实践。

据统计， 内镜中心年均检查 4 万余人次、
手术超 6000 台次，四级手术占比 10%。

随着医院全面开展内镜下“3E”技术（ESD、
ERCP、EUS）， 内镜专科护士团队同步实现技
术能力跃升。 “医生开拓一项新技术，护理就必

须掌握一套新配合。 ”这是科室护理团队一直
遵循的方向。 团队通过“医护一体化”培训模
式，近年发表多篇科研论文，成立市级内镜护
理协作组，推动区域护理质量标准化建设。

作为直接进入人体的精密器械，内镜消毒
质量关乎患者安全。 在消毒现场可以看到，从
预处理到终末干燥，每一道洗消工序严格执行
国家规范。 严谨细致的步骤，不仅确保内镜的
清洁无菌，也为患者筑牢安全防线。 面对急诊
消化道异物、出血的患者，他们总能迅速集结，
干练的身影、稳健高效的执行力，让病人及时
脱离危险。 在无痛复苏区里，他们又化身健康
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者讲解术后注意
事项。

夜幕降临，完成当日最后一台手术的护士
们又开始清点器械。 这些在光影交错中守护生
命的内镜“提灯人”，正用专业与奉献书写着新
时代的南丁格尔精神。

内镜下的“提灯天使”
通讯员 高原 马卫平

防治碘缺乏病日，一起涨“碘”知识
市疾控中心地方病慢病防制科 梁磊

坩护理团队严格执行国家内镜洗消指南，为每一位患者负责

圯医护协作完成胆管内碎石
取石治疗

监测数据显示 ， 自 2010 年以
来， 我国处于持续消除碘缺乏病状
态，人群碘营养总体处于适宜范围。
但由于外环境缺碘且很难改变，以
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可以
保护大多数人免受碘缺乏危害。 根
据居民碘摄入来源和食盐摄入量的
变化， 我国先后 3 次调整食用盐碘
含量。目前，陕西省食用盐碘含量标
准是 25mg/kg， 允许波动范围是
18-33mg/kg。 在充分考虑碘缺乏地
区居民每日膳食碘摄入量、 食用盐
碘含量和食盐摄入量的情况下，普
遍食盐加碘在碘缺乏地区不会引起
人群碘摄入过量。 甲状腺疾病的成
因复杂，与环境、遗传、免疫等多种
因素相关。 没有证据表明食用碘盐
与甲状腺结节、 甲状腺癌的发生相
关。

碘是人体必需的
微量元素， 是合成甲
状 腺 激 素 的 主 要 原
料。 甲状腺激素参与
身体新陈代谢， 维持
机体的正常功能 ，促
进人体生长发育。 碘
缺乏病是由于自然环
境碘缺乏造成机体碘
营养不良所表现的一
组疾病的总称。 它包
括地甲肿、地克病、地
方 性 亚 临 床 克 汀 病
(简称亚克汀)、胎儿流
产 、早产 、死产 、先天
畸形等。 地甲肿是碘
缺乏病最明显的表现
形式， 而地克病是碘
缺乏病最严重的表现
形式。

在缺碘地区，由于个体缺
碘程度不同，表现的程度呈现
一个由轻到重的谱带，而且缺
碘发生在不同时期，其相应的
表现也不同。 在我国北方碘缺
乏病地区曾流传“一代甲、二代
傻、三代四代断根芽”的民谣，
不同生命周期碘缺乏的主要危
害如下： 胎儿期包括流产、早
产、死产、先天性畸形、克汀病
及亚临床克汀病；新生儿期引
起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婴儿期若持续缺碘，将发展成
为典型的克汀病患者；儿童、青
少年缺碘，可影响智力发育、身
体发育等，突出的表现是甲状
腺肿大；成人最明显的影响是
甲状腺肿大。

补碘应遵循原则：一是长期性。 由
于外环境缺碘，碘又是人体不可缺少的
微量元素，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
参考摄入量 (WS/T 578-2018)》标准 ，
18 岁以上成年人推荐碘摄入量为 120
微克/天，人类需要长期适量补碘。二是
日常性。 甲状腺是人体“碘库”，人体的
碘主要储存在甲状腺，人体的碘储备能
力十分有限，即使储满碘也仅能维持最
多 3 个月， 多余的碘通过尿液排出体
外。 三是生活化。 采取食盐加碘为主的
综合防治措施对消除碘缺乏危害作用
显著，是最简便、安全、有效的方式，符
合微量、长期及生活化的要求。当然，平
时生活需要控制盐的摄入量，每天不应
超过 5 克。 除食用碘盐外，日常生活中
还可通过适量吃海带、海蜇、紫菜、海苔
等富碘食物来补充碘。 针对不同人群，
补碘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巧用 “加减
法”。

婴幼儿时期是生长发育的关
键期， 需要更多的甲状腺激素促
进体格生长及神经系统发育，应
摄入足量碘。 儿童和青少年处在
生长发育关键时期， 碘缺乏会对
生长发育包括智力发育和体格发
育造成损害， 应保证充足的碘摄
入。 妊娠妇女和哺乳妇女应选择
妊娠妇女加碘食盐或碘含量较高
的加碘食盐， 并鼓励摄入含碘丰
富的海产食物，如海带、紫菜等。
成年人碘缺乏会导致甲状腺功能
减退，容易疲劳、精神不集中、工
作效率下降， 因此成年人也要保
证充足的碘摄入。 除了居住在水
源性高碘地区的居民不食用加碘
食盐外， 其他居民都应食用加碘
食盐，只要能够吃到合格碘盐，就
能够保证碘营养， 不需要再吃含
碘保健品和碘强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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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2025 年 5
月 15 日）是
我 国 第 32
个防治碘缺
乏病日 ，通
过这篇碘缺
乏病防治知
识 科 普 文
章， 一起涨
“碘 ” 知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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