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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幼小衔接工作的过程中，各试
点校还积极开发校本课程，以课程育人，助
力孩子顺利实现幼小过渡的同时，也培养
了老师们的课程意识，锻炼了课程实施和
评价能力，做到教学相长。

为了让学生能在未来的小学生活中更
加从容，天鹅湾小学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学
生建立起仪式感，让他们体验到自己进入
小学后的新身份带来的喜悦和快乐。考虑
到学生刚刚从幼儿园毕业不久，认知水平
有限，天鹅湾小学首先从学生的认知角度
出发设计课程。在新生入学后，专门设计
《会动的校本教材》，并以此展开日常行为
规范教育，让学生从小细节处开始成长，培

养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为未来的学习
生活蓄力。“在课堂上我们还融入了许多教
学游戏，通过拼音卡片、识字游戏、算数游
戏等，让学生逐步适应小学的课堂模式。”
天鹅湾小学一（7）班班主任翁莉媛介绍。

朗晴小学把篮球和足球运动与一年级
的体育课相结合，充分发挥AI运动吧的功
能，打造“智、趣”兼容的体育课，让孩子们
保持积极快乐的情绪，促进身心适应。“刚
开始孩子进入小学还是很紧张的，后来每
天还会提醒我注意时间，不要耽误他上
学。”朗晴小学一（1）班付紫言同学的妈妈
表示，孩子上小学后适应得很快，学校开展
了许多有趣的活动帮助孩子适应，老师们

温柔亲切，让孩子爱上了小学。
外海街道中心小学则编印了《我上外

小啦》《我爱我“家”》《至善育人》《生活自
理》《学习常规》系列校本课程读本。在开
学适应周期间，试行新生入学适应周的课
程，结合校本课程读本，进一步激发幼儿向
往小学生活的积极情感，为一年级落实入
学常规教育夯实基础。“接下来，我们会继
续在打造适合一年级学生的课堂模式上下
功夫，融入更多活动和游戏，进一步培养学
生课堂专注力，让学生在逐步适应的过程
中提高学习能力。”外海街道中心小学一年
级级长谈美爱说道。

江海区持续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项目

让一年级新生“缓步上坡”

“我最喜欢学校的童话园，里面有很多童话
书”“我学会了好多拼音，可以自己看书识字了”
“老师教我们要每天阅读半小时，现在放假了我也
能做到”……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几位来自江海
区天鹅湾小学、外海街道中心小学、朗晴小学一年
级的“小豆丁”们对自己是小学生的身份深感自
豪，纷纷表达着成为小学生以来的感受和收获。

幼小衔接是帮助幼儿顺利由幼儿园向小学过
渡的“助推器”。2021年8月，江海区申报广东省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实验区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
接项目，并成功获得立项。项目启动以来，江海区
持续推进幼儿园和小学实施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
教育，减缓衔接坡度，帮助儿童顺利实现从幼儿园
到小学的过渡。江海区天鹅湾小学、外海街道中
心小学、朗晴小学与江海区幼教集团以幼小科学
衔接项目为抓手，坚持以儿童发展为中心，关注孩
子成长的连续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完善“家园
校”共育机制，通过幼儿园与小学双向发力，形成
科学幼小衔接的教育生态，加强两个学段间的科
学有效衔接，让一年级新生“缓步上坡”，平稳进入
人生新阶段。

文/图 罗双双 潘诗欣

天鹅湾小学—江南幼儿园、外海街道中心小
学—外海幼儿园、朗晴小学—江海区教育第一幼
儿园这六所试点校与试点园结对以来，从环境创
设、课程设置、活动安排等方面，积极开展联合教
研活动，园校携手“双向奔赴”形成协同机制，坚持
双向衔接，深入促进幼小科学衔接，帮助儿童实现
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平稳过渡，双向提升教育质量。

2021年秋季学期起，试点园校之间依照课题
研究计划，常态化开展幼小衔接联合教研活动。
期间，小学教师深入幼儿园，根据教学一线实践需
要确定研究专题，幼儿园教师走进小学，针对实地
观摩活动情况作反思性总结。双方通过共同商
讨、实地观摩，采用面对面的方式现场答疑，让幼、
小教师互相深入了解对方的课程实施模式、教学
内容和目标，找准幼小衔接“契合点”，共同开启幼
小学段互通、互融的幼小衔接深度研究，从而促进
幼儿顺利过渡。

同时，各试点校还积极组织一年级新生和家
长走进校园，在2023年9月秋季学期开学前召开
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针对广大家长担忧幼儿进入
小学后，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问题给
出专业的指导建议，让家长了解幼小衔接的重要
性，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理念和教育理念，建
立家、园、校互学共育体系，形成家校、家园“命运
共同体”，为幼小科学有效衔接做足准备工作。

“我最喜欢学校的童话园了，我们经常
去那里看书、玩游戏。”外海街道中心小学
一（6）班徐宇阳同学分享着自己对小学校
园的喜爱。童话园、朗读亭……各试点校
从校园环境创设方面入手，打造符合一年
级新生学情、特点，具有童真童趣的学习空
间，提升一年级学生对“小学生”身份，以及
小学校园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效缓解学
生对新校园的陌生和焦虑感。

在天鹅湾小学，朗读亭是为一年级学
生提供展示机会的第一个小学舞台。学生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朗读亭，学习使用
专业的音响、麦克风，戴上头戴式耳机录制
自己喜欢的文章，还可以请老师把自己的
朗读作品生成“留声卡”发给家长，沉浸式
的朗读体验让学生们纷纷感到新奇不已，
在激发朗读兴趣的同时，对小学校园和小
学的学习生活有了美好的初步印象。“孩子
上小学后，对阅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老师
说的要每天阅读半小时，他一直都在坚持，
现在放假了也不例外。”天鹅湾小学一（7）
班李煜昕的妈妈说。

外海街道中心小学以“共”为轴心，承
接外海幼儿园在大班下学期广泛开展的

“绘本”主题活动，在南教学楼一楼修建了
一个充满卡通特色的童话园，里面配置有
大屏显示器和有声设备，外围有活动草坪
和童话墙，是专属于学生“听、说、读、看、
玩”的童趣天地。开学后，老师们经常带着
一年级的孩子们到童话园里活动，以“绘本
激趣”。充满童真的童话园不仅兼顾了入
学新生的适应性和过渡性，更在学生心里
种下“爱上阅读”的种子。

园校协同 坚持双向衔接

以生为本 创设适应环境

课程育人 减缓衔接“坡度”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张翠玲）两会是什
么？采访两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以“一米高
度”怎么看待侨乡的发展变化？1月27日，江门日
报青苹果小记者两会采访团12名小记者首次集
结，由江门日报社采访中心主任助理张茂盛为他们
做采访培训。本周，江门两会将拉开帷幕，江门日
报青苹果小记者两会采访团也将正式“上岗”。

培训中，张茂盛为小记者们讲解了“两会是什
么”“两会问什么”“两会怎么问”这三个方面的知
识，他还特别强调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区
别，提问时要区分“议案”和“提案”，并提醒小记者
们采访时需要注意的着装和采访纪律等问题。

“张代表您好，我有留意到学校门口附近在上
学和放学期间会有一些流动摊贩，很多学生在那里
购买食品，但是那些食品可能不太安全，您怎么看
待这种现象？”“张委员您好，我居住的小区有业主
在装修，我们每天都要忍受噪声骚扰和粉尘污染，
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为了增强互动性和趣
味性，本次培训还安排了模拟采访环节，由小记者
向主讲人提问，再逐一点评他们提问的亮点和需要
改进的地方，让小记者们对两会的采访有更充分的
了解和准备。

张茂盛表示，小记者们表达能力和思考能力都
很强，语气和神态展示出他们的自信风采。“但是有
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小记者，提问的切口一定
要小，可以是自己身边发生的、自己关注的事情，提
问切忌过于宏大或者空泛。另外用词也要准确，尽
量运用客观描述。可以多关注近期的热点、热词，
这对之后的采访会有所帮助。”张茂盛点评道。

这次培训，是小记者们对两会的一次“前瞻”。
新会实验小学小记者梁炜堂表示当天“大有收
获”。“原来我提的问题都太‘大’了，张老师说这样
的问题对方不好回答，还提醒我们提问一定要从小
切口入手，问问题要有技巧。我觉得今天的培训不
太像在上课，因为张老师诙谐幽默，说得通俗易懂，
在谈笑间我就记住很多知识点了。希望我在下周
的采访活动中能有好的表现！”梁炜堂说。

江门一中2024年高校、专业宣讲活动举行

300多名红楼学子“回家”宣讲
“学姐，海洋科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学长，备考找不准方向怎么

办”……虽是寒冬，江门一中室内外却格外火热。1月24日下午，“心系红楼，

传经送宝”江门一中2024年高校、专业宣讲活动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300余名江门一中

毕业生相约“回家”，在母校进行高校宣讲和专业介绍，为学弟学妹答疑解惑。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翠玲

各高校宣讲队纷纷“整活”
当天，红楼广场设置了40多个

摊位，前来咨询的学生络绎不绝。
为了吸引学生的关注，各高校宣讲
队纷纷“整活”。除了常规的发放招
生简章、明信片等，各校还通过拉横
幅、设置小游戏等方式，拉近与学生
之间的距离。江门一中的学生在了
解各校的学校历史、师资力量、教学
成果、教学环境、优势科目、录取专
业要求、生活趣事、学生活动以及招
生政策等与高考息息相关的问题之
余，也收集了不少高校的特色文创，
更收获了各校的招生简章。

“今天来咨询的人太多了，我们
团队20多个人还得轮班，大家普遍
问的都是学校的王牌专业、录取排
名是多少等问题，我们都详细为他
们解答了。”江门一中2022届毕业
生、暨南大学在读学生邹琦说。

室外热火朝天，室内的宣讲也
同样热闹。本次宣讲活动同步开设
了专业宣讲讲座，就读物理学、麻醉

学、地质学、汉语言师范等专业的宣
讲人用全面的介绍、独到的认识和
切身的体验，围绕专业课程、录取要
求、发展方向、就业前景、就读感悟
等方面进行分享，帮助同学们找到
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

江门一中2022届毕业生、南方
医科大学在读学生梁颖妍表示，回
母校宣讲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因为现在儿科专业非常缺人，我希
望能通过宣讲让学弟学妹们了解我
们专业的培养计划、发展前景等，让
更多人才加入到儿科医学的行列中
来”。

鼓励大家回报家乡
结合广东青年助力“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江
门市“人才倍增”工程，团市委打造
了“邑青人才”这一品牌，并建立江
门市外出青年发展联盟（以下简称

“邑青联盟”）。为增强青年学子对
家乡的认同度，以邑青联盟为抓手，
借助本次江门一中2024年高校、专

业宣讲活动，团市委牵手市人才工
作局、市教育局，邀请了江门一中
2021届毕业生、清华大学在读学生
谭梓阳，江门一中2023届毕业生、复
旦大学在读学生王锦秋和江门一中
2023届毕业生、同济大学在读学生
陈妍回母校开展讲座。团市委副书
记、江门一中2007届校友林绮雯也
以学姐的身份，鼓励学生们努力学
习，回报家乡。

“我其实在讲台上挺紧张的，但
同学们很热情，我也很开心能够为

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
也希望能与学弟学妹们在清华园相
见。”谭梓阳说。

王锦秋则表示，得知要回母校
宣讲，自己既惊喜又激动，特别是看
到了谭梓阳，更是有一种说不出的
奇妙感觉，“因为我还在江门一中
时，班主任就邀请过谭梓阳学长到
班里介绍学习经验，我后来也真的
把他传授的学习方法用在自己的复
习备考上了。而今天自己成为宣讲
人，给学弟学妹介绍自己的大学、自

己在高中时候的备考经验，我觉得
这就是江门一中独特的学风传承的
方式。”王锦秋说。

讲座结束后，学弟学妹们都舍
不得离开，继续仔细询问一些自己
更感兴趣问题。

自江门一中去年12月发布高
校、专业宣讲活动招募通告以来，便
获得了一中学子的积极响应，超过
300人踊跃报名。同时，还有更多毕
业生选择在这天回到母校，与昔日
同窗和恩师叙旧、话家常。

江门日报讯（文/图 陈慕欢 周玉梨） 1月22
日—26日，蓬江区东风小学联合江门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开展了“千锤百炼，强国有我”青少年军训冬令
营。

此次军训冬令营共有53名学生参加，6名退役
军人担任教官，并科学设置了军训内容，包含列队
训练、练军体拳、国防知识教育、救护常识和技能训
练等。

“一二一，一二一……”在教官的严格带领下，
小营员认真学习一个个队列动作。尽管天气寒冷，
但是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

退役军人梁植全为小营员们上了宝贵的一课
《两代人的使命与担当》，讲述了当年上战场的亲身
经历。

小营员黄紫颐感触良多：“这次军训冬令营让
我锻炼了意志，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是我们宝贵
的成长经历。”

东风小学校长陈葆康说：“爱国主义教育是学
校思政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军训冬令营，虽
然只有短短五天，但是已经在学生的心中埋下了一
颗参军报国的种子。”

千锤百炼 强国有我
东风小学开展为期5天的军训冬令营

江门日报青苹果小记者两会采访团
集结培训

老记者向小记者支招

江门日报讯（记者/吕中言） 近日，江门八中
举办国防主题教育活动——“三防”技能会操。

活动伊始，警报声在校园内响起，全校师生按
照演练预案要求，快速有序地撤离到指定地点；空
袭警报响起时，全体师生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就近
隐蔽，做好防护；听到警报解除后，志愿者人员积极
参加救护工作，搬运、抢救伤员到空旷地方，同时使
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疏散演练结束后，各班进行演练会操。入场、
退场时，他们整齐划一，高喊激昂嘹亮的口号，看似
一个个简简单单的卧倒动作背后是无数次反复练
习。会操结束后，老师和与会嘉宾特就“三防”相关
知识进行详细讲解与普及，让孩子们认识到身边潜
在的各种危险危害，同时学会简单的自护自救方
法。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本次活动顺利进行，江门
八中提前数月制定活动方案，通过召开国防教育主
题班会、观看爱国主义影视作品和参与“三防”必修
课，让学生提早了解相关知识。

江门八中相关负责人表示，“三防”教育是学校
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次活动组织严密，设置合理，实
现了增强国防意识，掌握防护知识，提高自救能力
的目的，希望同学们能把活动中饱满的热情转换成
学习的动力。

江门八中举办国防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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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海街道中心小学学生在童话园乐享阅读。

幼儿园、小学教师联合教研。

←高校宣讲
摊位前来咨询的
学生络绎不绝。

扫二维码
看相关视频

小记者两会采访团集结培训。

营员们在学习救护常识并进行技能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