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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比赛

江门职院学子
连续六年获一等奖

江门日报讯（记者/娄丹 通讯员/霍倩文 万
历）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
院承办的2022—2023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
技能大赛（高职组）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赛项近
日在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西校区举行，江门职
业技术学院（简称“江门职院”）两名选手斩获一等
奖。这也是该校连续第六年斩获该赛项一等奖。

此次大赛共有45所职业院校的90名选手同
台竞技，选手们分别围绕“幼儿园保教活动课件制
作”“幼儿园保教活动分析”“幼儿教师职业素养测
评”“命题画”“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片段教学
（技能展示）”等六个项目进行比赛。经过两天的
激烈比拼，江门职院人文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
的刘楚瑶、文金彩最终以总分第三名的好成绩获
该赛项一等奖。

江门职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人文教育学院历
来重视学生竞赛工作，把竞赛作为提升学生培养
质量的重要抓手。全院上下齐心协力，整合各种
教育教学资源，全力以赴投入到竞赛训练中，助力
学生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本次赛项的内容和
要求，能够促进院校进行教学和课堂改革，为学生
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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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薄晨雾，如轻纱笼罩着江门
市棠下中学的校园。清晨6：50，站
在校门口，可看到一对身穿校服、相
互扶持行走的孪生兄弟不断靠近。
右边的哥哥无法正常行走，每一步
都走得较为吃力，左边的弟弟始终
稳稳扶着他。他们的步伐并不轻
快，但相互间十分有默契，不一会，
他们有说有笑地走进校园。这样的
上学路，兄弟俩已经走了10年。

这对孪生兄弟是棠下中学的高
一学生，他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富裕
的单亲家庭，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
母亲打零工。哥哥卢梓俊，出生8
个月被确诊为脑瘫，无法正常行走，
生活起居需要被照顾。弟弟卢梓朗
自懂事起，就肩负起责任，成了哥哥
每天的“拐杖”，用守护和陪伴诠释
亲情与担当。

从小学到高中，兄弟俩都是校
友，他们形影不离、相互扶持的身
影，是校园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他们共同经历生活中不同的挫折和
考验，练就了乐观、坚韧的品质，长
期以来成绩优异，被传为佳话。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吕中言

清晨5：50，卢梓俊和卢梓朗就从
睡梦中醒来。此时家里的厨房传出暖
暖的烟火气，母亲正在准备早餐。完
成洗漱后，弟弟到厨房里做母亲的助
手，行动不太利索的哥哥也承担力所
能及的事，拿起抹布清洁饭桌。“今天
想穿哪双鞋？”“这双吧，下雨路比较
滑。”……由于哥哥无法正常弯腰，用
餐后，弟弟弯下身来帮哥哥穿上鞋袜，
把裤脚拉直，随后扶起哥哥出门上

学。琐碎的生活细节，体现着弟弟的
担当和兄弟俩深厚的感情。

2007年，兄弟俩在江门出生，他
们的到来让全家人都感到十分喜悦，
但这份喜悦并没有延续太久。“在他们
8个月大时，哥哥还不能正常坐起来，
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先天性脑瘫，
当时犹如晴天霹雳。”提起这段往事，
兄弟俩的母亲徐女士仍感到十分痛
心。

在往后的日子里，家人带着哥哥
到不同医院就医，尝试不同的治疗方
法。也因此，哥哥没有读过幼儿园，针
灸、打针等治疗占据了他童年记忆里
很大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哥哥
的坚强、家人的辛劳，弟弟都看在眼
里。

5岁那年，哥哥终于可以勉强站
起来并尝试走路，也是从这时起，弟弟
开始承担责任，成为哥哥每天的“拐

杖”。“那时我还在读幼儿园，妈妈语重
心长地和我聊了一次天，她希望我可
以肩负起照顾哥哥的部分责任，因为
可以成为亲兄弟，是一种缘分，血浓于
水。”虽然已过去多年，但妈妈说的这
席话，弟弟仍记忆深刻。在往后的日
子里，弟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

经过多方考量和沟通，2013年，
兄弟俩入读江门市棠下镇实验小学，
共同开启求学时光。

不离不弃
弟弟是哥哥的“拐杖”

初见兄弟俩，他们给记者的印象
是乐观、坚强，待人彬彬有礼，这也是
大部分师生对他们的共同评价。尤其
是哥哥，说话时脸上总挂着笑容。从
小到大在生活中所承受过的艰辛从他
嘴里说出却是云淡风轻。正是因为拥
有这样的个人品质，从小学到高中，兄
弟俩一直是校园里品学兼优、备受认
可的好学生。

“弟弟很有担当，在校园里，他对
哥哥的照顾无微不至，无论是上下学、
课间走动，还是需要较大动作幅度才
能完成的内务，他都尽可能陪伴哥哥

一起完成，这些瞬间常常温暖着大
家。”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和兄弟俩同
校的学生吕才超说。

谭秀爱是兄弟俩在初中时期的班
主任，每当谈起这两位曾经的“得意门
生”，她总是难掩自豪：“初中时兄弟俩
学习都很刻苦，他们都把对方当成在
学习上追赶的对象，成绩经常包揽全
班第一和第二名。在班会等集体会议
上，他们经常会被作为正能量的学习
案例。身残志坚的哥哥被大家称为

‘大太阳’，有担当和责任感的弟弟被
称为‘小太阳’。正是有他们的存在，

促使我们班形成了非常好的班风。”
然而，兄弟俩看似渐渐走向正轨

的生活却在初二那年再次迎来考验。
由于多种原因，哥哥身上出现了脑瘫
并发症，发了一段时间的高烧，虽然最
终挺了过来，但身体机能明显下滑，无
论是走路、写字等都变得更吃力。“哥
哥付出比过往更多的努力去弥补书写
效率降低所带来的影响，尽管班级和
学校都一再强调哥哥每天只需要写小
部分作业，但他始终坚持每天完成所
有作业，有时还会写到深夜。我不断
劝说他要注意身体，但倔强的他总说

‘我不想放弃，我想变得更好’。”说到
这里，谭秀爱忍不住哽咽起来。

“由于书写更吃力了，每天完成作
业后，经常会看到哥哥满头大汗。”哥
哥的付出，弟弟全都看在眼里。

尽管困难重重，但兄弟俩的成绩
一直保持稳定。2022年，弟弟凭借优
异的成绩成为“推荐生”，进入棠下中
学“陈垣班”学习，哥哥也在中考中表
现出色，考入棠下中学。兄弟俩都通
过努力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品学兼优
初中经常包揽班级前二名

4月24日下午3：50，棠下中学校
园内下课铃声响起，弟弟迅速从4楼
的课室走到2楼的一间课室，隔着窗
户窥视正在看书的哥哥，不一会哥哥
看到弟弟后脸上露出熟悉的笑容。

“哥，给你买点喝的，想喝什么？”“都可
以啊！”……和小学、初中不同的是，进
入高中后兄弟俩不在同一个班学习，
但弟弟依然没有卸下照顾哥哥的责
任，心里总是牵挂着哥哥。为了继续
照顾哥哥，他放弃了在校寄宿，选择走
读。

“不在一个班学习，弟弟照顾哥哥
没有过往方便，但哥哥所在班级不少

同学都积极伸出援手，主动照顾哥
哥。班主任还制定了分工，让大家轮
流照顾哥哥，成为弟弟的好帮手。”棠
下中学办公室主任廖德良说。

在新的环境里，兄弟俩依然保持
着良好的学习状态。“他们兄弟都有很
多好的学习习惯，让我印象深刻。例
如弟弟在课堂上整理的笔记十分工
整、系统、全面，每天课后他都会认真
挑选笔记里的重点进行复习。在我任
教时，他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是老师
们的好帮手。”棠下中学教师池伟先后
担任哥哥和弟弟的班主任，对于兄弟
俩，他十分认可。

“每当我在学习中产生消极情绪，
卢梓俊积极努力的身影都会治愈我，
让我意识到，自己没有任何放弃的借
口。”哥哥的同班同学梁雅竣说。

一路走来，弟弟在照顾哥哥的过
程中成长着，同时也在哥哥身上收获
了很多感动。“从小到大，我陪伴哥哥
经历了各种治疗和手术，在我的记忆
里，他从来没哭过。他学习比我刻苦，
比我更注重细节，是我的生活导师，是
我的‘阳光’。”弟弟说。

尽管多年来生活艰辛，但哥哥一
直心有阳光，温暖自己的同时，也治愈
他人。“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从小到大，

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没有嫌弃过我，
都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家人也一直
陪伴在我身边。我跟弟弟很少发生矛
盾，发生矛盾的次数用5根手指头可
以数完。”哥哥竖起手掌生动地比划
道。

据徐女士透露，如今哥哥的身体
情况并不算十分理想，每天都要承受
一定程度的疼痛，在未来可能还需要
进行手术。“未来也许会有很多未知，
但我会一直陪着哥哥去经历、去承受，
这是我可以做的，也是我必须做的。”
弟弟坚定地说。

心有阳光
温暖自己也治愈他人

最美人间四月天，最是书香能致远。窗外
雨声淅沥，浇不灭同学们的阅读热情。

“走，我们一起去看书。”“向你推荐我刚看
完的《西游记》，我很喜欢孙悟空。”……课间，江
海区新联小学的同学们三三两两穿过操场，沿
石板路拾级而上，来到书柜前挑选书本，又席地
而坐，尽情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这里绿树环绕，清风徐来，脚下这条由建校
初期留下的200多条石条铺设而成，宽2米、长
30多米的石板路，静静地向同学们诉说着学校
近70年的发展故事。石板路的中央，写着原校
名“武西小学”及“1961修建”等字样。

该校校长吴健冰介绍，为进一步推进书香
校园建设，活化校园历史文化，他萌生了将石板
路打造成开放阅读与学生作品展示空间的想
法。近期，学校在石板路上配置了16米长的开
放书架、600多册图书、可坐32人的户外休闲

桌椅、遮阳帐篷以及4组小景观点缀，让学生随
手可读、随处可读。

妙趣横生的课堂也在这里开展了起来。
近日，该校语文老师钟晓敏就在这里进行了一
次别开生面的阅读分享会。学生刘子铭首先站
起身来推荐了《三国演义》，随后其余同学也迫
不及待地分享起来，气氛浓厚。“腹有诗书气自
华，每次在学校朱紫书屋中看书，我就如同鱼儿
进了水里，在书香中徜徉，让我们一起来读书
吧！”在分享会的最后，学生梁芷琪发出阅读倡
议。

“接下来，学校将继续深化石板路的内涵，
设置校史、二十四节气、校园阅读推广、阅读人
物表彰等宣传板块，举办小型讲座、阅读研讨、
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让石板路飘满书香，成为师
生阅读感悟、启心润智的成长路。”吴健冰说。

（文/图 潘诗欣）

家长梁金连：
对待“网言网语”，家长们应该秉承开放的心

态。对恶俗烂梗坚决说不，但是也接受活泼生动
的“网言网语”。比如我有时候也会说“YYDS”

“凡尔赛”等无伤大雅的流行语，拉近跟孩子的距
离。

提到“网言网语”，就不得不提这几年很流行
的一种消遣方式——刷短视频。刷短视频能轻易
了解到很多新鲜事物，但是有些粗制滥造的短视
频，却带来了错误示范，扰乱网络生态秩序，比如

“电摇”这样的行为就不太雅观。对此，我们要注
意对孩子进行引导：家长以身作则，在家中尽量不
刷那些无营养的短视频；在孩子面前使用文明用
语、摒弃污言秽语；及时和孩子探讨网络言行的利
弊。为孩子的健康文明成长把关。

家长崔良：
小学生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想

要从身边的人那里获得关注和认同，当他们发现
讲“热梗”、玩“电摇”，能很快地与周围的人打成一
片，心里就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作为父母，我认为陪伴是防止孩子沉迷网络、
沾染不良风气的最好方法。平日里，我会陪孩子
博览群书、学习烹饪，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节假
日，我喜欢带孩子去博物馆、名胜古迹等地方参观
学习，增长见识，获得良好的文化熏陶。当孩子在
父母这里获得了足够多的关注和安全感，并培养
了良好的兴趣爱好，也就没有心思沉迷网络了。

江门市培英小学语文老师李殷：
对于在孩子们中流行的网络言行，宜疏不宜

堵，最好能做到变“梗”为宝。
首先要和孩子们一起辨别网络言行，什么是

有趣诙谐的，什么是低俗无聊的，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其次，要引导孩子们养成规范使用语言文
字的习惯，我的做法是：在《弟子规》《三字经》里寻
找“经典语言”；在“读书小报”中积累“优秀语言”；
在每日练笔、看图写话中运用“规范语言”等。

帮助孩子们养成行为文明、语言规范的习惯，
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

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心理科医生罗裕川：
学生们热衷于讲“热梗”、玩“电摇”，是出于新

鲜好玩的心态，或者“社交”的需要，甚至能缓解压
力。因此，盲目遏制反而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

首先，从问题的根源着手，家长可以主动了解
孩子感兴趣的网络内容，过程中强调对他人的不
尊重言行会导致同伴之间的不良互动，引起人际
交往问题。因此应该辨别网络言行，摒弃粗俗不
雅的表达。其次，增加亲子互动，比如玩益智游
戏、做运动等，不仅能舒缓压力，还能养成良好的
兴趣爱好。最后，家长应该懂得“求同存异”，理
解、尊重孩子，在不影响学习、生活和孩子社交关
系的前提下，给予孩子一定的空间，大家共同成
长。

学生喜欢“热梗”“电摇”，
该不该遏制？

“00后”和“10后”是网络原住民，可以方便
地在网上获取学习资源、了解各类资讯，同时，也
能轻易接触并传播一些网络“热梗”。

继“鸡你太美”“你个老六”“糟老头子坏得很”
等网络“热梗”后，“电摇”成了当下不少小学生的
“社交语言”。所谓“电摇”，其实就是一个鬼畜动
作，双腿下蹲，手臂前伸，高频率地做“拉锯式”的
晃动，一般有嘲讽对方的意味。

该不该遏制学生这样的言行？如何引导学生
摆脱这种低级趣味，树立行为文明、语言规范的意
识？

文/陈慕欢

书香石板路校校
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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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石板路席地而坐，尽情阅读。

师生在石板路上开展阅读分享会。

◀校园里，
弟弟（左）和哥
哥（右）相互扶
持。

▼课室里，
哥哥在认真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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