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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未来，让
学生们理解这一关键技术，已成为全球教
育的重要课题。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高校
专家、教研员和一线教师，历时4年精心
打磨，推出了覆盖小学三至四年级、五至
六年级和初中七至九年级的3册《人工智
能》系列教材。每册均包含教材主书、活
动手册和丰富的数字资源包，形成完整的
教学体系。这套教材不仅在国内生根发
芽，更成功跨越国界，在马来西亚落地开
花，成为中外教育合作、践行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一段佳话。

植根中国，打造适合孩子的
人工智能课

该套教材应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教育的
战略而生。由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王万良领
衔的编写团队，深刻意识到AI教育的核
心在于培养思维能力、伦理认知与社会责
任，而不仅仅是编程或机器人操作。因
此，团队摒弃了传统的概念堆砌的编写模
式，从孩子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出发，精心
设计课程内容：小学阶段结合漫画这一学
生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智能音箱等实例
激发兴趣；初中阶段则引导动手实践，深
入理解语音识别等原理，并探讨AI技术
带来的就业、安全等社会议题。

教材配套的数字资源包 （含实验程
序、操作视频和基础知识） 以及活动手
册，极大地降低了教学门槛，无须昂贵设
备即可开展教学。这套体系化的教材在国
内广受欢迎，已覆盖浙江、河北两省上百
所学校。其成效显著，如 2024 年，浙教
社与河北教育出版社达成合作，当年相关
图书总码洋超过500万元。同年8月，在
保定市教育局主办的信息化培训会上，浙
教社总编辑蒋婷、中国自动化学会智慧教
育专业委员会主任王万良、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管秋等专家，就教材资源开发与课程
建设向保定教育管理者进行了深入分享，
有效推动了教材在河北地区的落地应用。
这些丰富的国内实践，为教材走出去打下
了坚实基础。

携手马来西亚，共议版权输
出新模式

浙教社在AI基础教育领域的探索，吸
引了国际目光。与中国一样，马来西亚高度
重视数字经济和AI发展，但其本土系统化
教材匮乏。2023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成
为重要契机，浙教社抓住机遇，与马来西亚
领先的出版机构——彩虹出版集团深入接
洽，马方对这套体系完整、配套丰富的教材
表现出浓厚兴趣，于书展当场达成英文版
输出意向。

经过为期一年的磋商，双方于2024年
图博会上正式签署《人工智能》系列教材简
体中文版和英文版的版权输出合同。为适
应马来西亚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华文学校、
国民学校、私立学校并存），创新性地推出
教材双语同步输出模式：简体中文版主要
面向华文小学、国民中学和独立中学，英文
版主要面向国民小学、国民中学和私立学
校。双方商定两个语种首印量各3000 套，
这在常规版权输出项目中也是较高的首印
量，同时约定近4万元的版权预付金及后
续每年有持续收入的版税条款。更关键的
是，浙教社突破性地将全套配套数字资源
（包括编程软件、操作程序等）免费同步授
权输出，并由彩虹出版集团根据当地需求
进行本土化改造，显著降低了当地学校的
教学实施难度。这种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
模式，正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合作、
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教材内容在保持核
心科学性的前提下，也巧妙融入了马来西
亚本土元素，增强亲近感。

落地生根，马来西亚校园里
的“中国智慧”

2025年1月19日，马来西亚迎来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发布会。马来西亚政商
学界代表齐聚一堂。蒋婷通过视频分享教
材理念。发布会使用AI控制的机器小车向
嘉宾赠书，并用AI科技技术请嘉宾为新书
揭幕，生动展现了人工智能的魅力，引发当

地媒体广泛关注。
更令人欣喜的是，2025年上半年，包含

初中分册在内的全套教材的简体中文版和
英文版陆续在马来西亚正式出版，并计划全
面进入三大类马来西亚学校课堂。这套教材
意义非凡，成为马来西亚目前唯一覆盖小学
至初中全学段的系统性人工智能教材，有效
填补了当地AI教育核心资源的空白。

共育未来，中马教育文化交
流的生动典范

浙教社《人工智能》系列教材走进马来
西亚，远非一次简单的版权输出，其带来的
社会影响力是长远而持久的。

一是助力马来西亚AI教育。它为当地
学校提供了急需的系统化教学资源，帮助
学生全面而系统地学习AI知识、理解原理
与应用，培养面向未来的科学素养。

二是促进国际交流，深化理解。这是中
国，尤其是浙江AI教育领域的一次成功出
海。该套教材的成功输出，是“一带一路”框
架下中马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生动典
范，促进了两国在教育领域的相互理解与
共同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
浙教出版的力量。继数学、科学、理科、汉语
教材之后，人工智能教材也加入了浙教社
国际化的行列。

三是为类似教材探索走出去路径提供
示例。从国内打磨服务到图博会促成输出
意向，从与马方实际谈判签约到本土化改
造（尤其是免费数字资源输出与改造），从
精心策划两国新书发布到校园大面积落
地，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教育出版物国际
推广经验。新书还计划在2025年图博会上
举行全球全套首发，持续扩大影响力。

浙教社《人工智能》系列教材从中国课
堂出发，跨越山海，在马来西亚校园生根发
芽。这个过程，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实
践，展现了浙教社教育出版服务全球教育
的努力。期待浙教社播撒的AI教育种子，
能在更多国家的青少年心中生长，助力他
们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浙江教育出版社版贸主管）

浙江教育社《人工智能》系列教材落地马来西亚——

浙江AI教育领域的一次成功出海
□杨洁琳

中国绘画的巅峰之作《清明上河
图》，以其精妙绝伦的笔触，为我们全景
式展现了北宋汴京的市井繁华与烟火人
间。河南美术出版社的“读懂中国画”丛
书的开篇之作正是为大家解读了这幅千
古名画，《清明上河图：宋朝的一天》以创
新的“超细读”模式为切入点，充分运用
数字技术，将中国画作的每一个笔触、每
一处色彩细节都精准还原。这种呈现方
式一经推出，便引发了媒体热议，至今，

“读懂中国画”丛书累计曝光量超500万
次，7种图书实现销售1000万码洋，充分
彰显了数智技术在提升内容传播力和影
响力方面的巨大潜力。目前，《清明上河
图：宋朝的一天》已授权多个语种和版
本，英文版入选2022年丝路书香工程，英
文、韩文、中文繁体版已经出版上市，中
文繁体版上市后销量已经超过1万册。

《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清明时节北宋
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从郊区到城内的
情况。当然，《清明上河图》不是为了画道
路河流交通图，而是为了画街市、河市
（虹桥附近、汴河两岸热闹的市集）的种
种情况。换句话说，它画的其实是汴京市
井众生相。

《清明上河图》全卷画了 800 多人，
都画了什么人呢？从人物角色来说，画的
有官吏，有仆役，有商贩、轿夫、搬运工、
说书的、算命的、行脚僧、理发匠、医生、
乞丐……妇女、儿童虽然出现得不多，但
是个个画得有意思。除了画人，画家还画
了大船。宋朝的大船在当时世界上可是

“高科技”，画家画得特别仔细。比如，大
船舵叶的结构是用木板竖向拼接而成，
再用横木来加固，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
除了河上的船，街上还有多种车辆，有的
大车轱辘有一人多高，整车高度足有两
人高！你可以想象一下站在这样一辆大
车旁边是什么感觉。画中还画了许多树
木、建筑、家具、动物……全都藏于细微
之处，等待着我们用心发现。

历史长河流淌不息，直到 2015 年,
《清明上河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武英
殿面向公众全卷铺开展出，引起了巨大

轰动，还产生了一个词语，叫作“故宫
跑”。当时的新闻报道说，人们彻夜排队，
有人“为一睹国宝真容排队7小时”，早
晨午门一开，人们就跑步冲向武英殿，这
情形就被网友戏称为“故宫跑”。其实，

《清明上河图》不一定是最美的中国画，
但对我而言它却是最凡俗也是最伟大的
中国画，值得我们一寸一寸地细读，而不
是从它面前匆匆走过。

“读懂中国画”丛书创新性地采用
“超细读”模式，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强
大能力，将中国古画的每一处微妙笔触、
每一丝色彩变化都进行前所未有的精准
还原和放大呈现。这彻底打破了物理尺
寸的桎梏和地域的阻隔：原本在博物馆
中需隔着距离、难以看清的微小人物情
态、精妙的器物结构、宏大的场景细节，
如今得以清晰、持久地呈现在每一位读
者的指尖和眼前。那些在画卷实物上稍
纵即逝的精彩瞬间——小孩的委屈、行
人的匆忙、船舶的精密，都因数字化“超
细读”而被永久定格，供人反复品味。

优质的内容是文化传播的核心，而
创新技术则是架设沟通桥梁的关键支
柱。从《道德经》《红楼梦》到《呐喊》《三
体》，中国经典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和深刻的人文内涵，早已成为世界文化
交流的“通用语言”。

“读懂中国画”丛书的实践深刻启
示：将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价值、前沿
技术相结合，探索多媒介呈现与创新表
达，是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文化精品的
有效路径。“超细读”模式，正以其直
观、深入、普惠的特性，让中国绘画这
门古老而深邃的艺术，得以跨越语言与
文化的鸿沟，以最动人的细节之美，走
进全球普通读者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
界。当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如此细致地

“读懂”一幅中国古画，感受到其中跃
动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故
事也必将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璀璨
夺目的光彩。

（作者系“读懂中国画”丛书作者，作
家、学者）

河南美术社《清明上河图：宋朝的一天》
实现多语种版权输出——

让世界读懂中国画
□田玉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