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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城一小深挖本土文化，构建学校特色文化体系

以“客慧教育”引领学生成长
11月6日晚，鹤城镇

第一小学（以下简称“鹤
城一小”）师生参加鹤山
市 2024 年世界鹤山乡
亲恳亲大会暨招商推介
会，为大家带来表演《客
家山歌》，悠扬的客家歌
曲展现了学子们对客家
文化的热爱。

一直以来，鹤城一小
深挖鹤城镇本土文化，以
“客泽修身，慧润人生”的
办学理念推行“客慧教
育”，构建具有学校特色
的“客慧”文化体系，大力
促进学校教学与教研工
作。如今，该校以“客慧
教育”探索独具特色的优
质均衡发展之路，已初见
成效。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舜同
通讯员 温晓华 李钰琦

“鹤城一小及周边的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学校所在地是清雍正十年
（1732年）南门内学宫旧址，孔庙也
曾建设在此地，写有‘文武官员至此
下马’的‘下马石’便摆放在教学楼
前，彰显了鹤山治学之道的源远流
长。”鹤城一小校长钟景云介绍
道。

近年来，该校积极推行“客
慧教育”，“客慧”意为洞察客家
人聪明智慧的真相，“客”指身心
其乐的客韵生活，“慧”则指孜孜
以求的慧实教学。客家人在鹤城
生活已有200多年历史，该校希望
通过“客慧教育”，传承客家人崇文
重教、志存高远的优良教育传统，助
力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
展。

据了解，为推动“客慧教育”走深
走实，该校将鹤城镇当地丰富的红色
文化资源与浓厚的客家文化氛围进
行有机结合，助力学生汲取奋进力
量，争当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其中，该校建设了多个红色文化学习
平台，为学生打造了学习本土革命先
烈英勇事迹的阵地。

要到该校教学楼，先要穿过行政
办公楼“思源楼”的“崇正厅”，这是该
校结合鹤城镇本土红色文化资源打
造的红色文化廊道。在“崇正厅”的
墙面上，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华南楼
战斗”等鹤城革命斗争史料简介，同
时，对杨家园、华南楼等红色景点进
行介绍，让学生可以更清晰明了地学
习本土史料，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除了打造‘崇正厅’，学校还利
用好宣传栏等阵地，结合重要节日，
大力开展传承红色基因相关活动。”
钟景云介绍，该校将华南楼、杨家园、
天井堂、五星村、田心村、鹤顶亭等鹤
城红色文化资源串珠成链，设计“红
色基因育人路线图”。每年，该校多
次组织师生举办红色文化研学活动，
让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成为学生传承
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今年1月，学
校组织师生到华南楼、杨家园了解本
土红色文化，教师通过简单易懂的方
式为学生们上国防教育课，引领他们
更好地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
量，引导学生进一步培养优秀品质，
争做国家栋梁之材。

营造浓厚的客家文化氛围是鹤城
一小推动“客慧教育”的一大抓手。

近年来，该校把客家文化融入日常
课堂，大力建设“客慧课程”，同时，打造
合唱团、狮艺团等素质教育特色社团，

在“430”课后素质托管期间开课，助力
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学习客家文

化，传承客家人崇文重教、志存
高远的优良传统。

“学校在课程内容设计
中加入客家文化元素，例
如，学校合唱团开展《采
茶歌》等客家山歌教学，
唱客家歌曲已成为学校
合唱团的一大特色，在
校内外多场活动中进
行了展示。此外，我们
在合唱团的课程中加入
客家话科普课，让学生
进一步拓宽知识面。”该
校合唱团教师郭成杰介

绍。值得一提的是，该校打
造了客家话版校歌《鹤城少

年》，让学生可以多方面学习客
家话，感受客家文化魅力。
“在合唱团里，我们学会了唱本地

客家山歌，每次排练，我们都能感受到
歌曲中客家人的勤劳与智慧。我会更
加珍惜和传承家乡文化，希望能把这些
美丽动听的歌曲传递给更多的人。”参
加该校合唱团的学生邱晓冰说。

“学校把客家习俗与劳动教育相
结合，让劳动教育更接地气，也让学生

在传承客家习俗中感受客家人的勤劳
与智慧。例如，学校组织师生在清明
节学习制作艾糍、在冬至学习搓萝卜
粄、在端午节学习包粽子。在日常教
学中，我们也会开展习南狮练武术等
活动。通过这些趣味性十足的活动，
让学生在了解客家文化的同时，掌握
多种技能，大家的参与积极性很高。”
钟景云说。

除了客家文化元素，本土非遗也是
该校推进“客慧教育”的一大抓手。其
中，该校打造了非遗漆扇兴趣班等，提
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创新能力。今年
11月2日，该校参加江门市2024年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非遗漆扇兴
趣班的师生现场展示才艺及作品，并指
导市民体验漆扇制作。学生们一边介
绍漆扇的由来与制作过程，一边娴熟地
为大家制作出一把把充满中华民族智
慧和美学的漆扇，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
喝彩。“漆扇制作工艺既复杂又有趣，当
我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精美漆扇时，心
里成就感满满。”参加该校非遗漆扇兴
趣班的学生方梓晴说。

近年来，该校用心建设学校特色文
化取得了良好效果，2023年获得鹤山市
校园文化建设评比一等奖，今年被评为
江门市艺术特色学校。

“《草原》（第一课时），一、预学——
课前小研究；二、共学——课中齐探究
……”翻开鹤城一小学生们的《自学
案》，上面是该校各科组根据课时教学
内容为学生们设计的习题，共分为预
学、研学、共学、展学、拓学五个部分，帮
助学生们更好地学习课本知识。

近年来，该校以“课程改革”为支
点，初步形成具有客韵特色，以开放、个
性为特点的“三翼六慧”课程体系，并构
建“翼慧课堂”，旨在提升学生的“三翼”
能力，即理解力、迁移力、创造力，培养
学生的“六慧”行为，即“慧（会）记忆、慧
（会）理解、慧（会）应用、慧（会）分析、慧
（会）评价、慧（会）创造。设计并巧用
《自学案》便是该校推进“翼慧课堂”的
一大抓手。

“我们通过设计《自学案》的内
容，把预学、研学、共学、展学、拓学五

个学习环节构建为‘学习五链式’，让
每个环节实现环环相扣，以任务驱动
的方式，让学生的学习更有目的性。
例如，推动学生做好预学课本内容
后，我们会利用《自学案》上的习题，
让学生先后进行自主研究学习内容、
与同学共同探讨学习内容、在课堂上
展开学习、在课后拓展学习，锻炼学
生的学习能力及思维发散能力等，让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知识，并最终
实现学以致用，提升综合素质。”钟景
云介绍。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全面提升青年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是提高学校教学质
量的重要一环，该校以课改新理念为导
向，以分层作业设计为重点，科学落实
校本“三教研”，将“大教研、小教研、微
教研”有机结合，推动教师不断提高教
学水平。

“学校每学年都会开展‘青蓝工程’
师徒结对活动，由骨干教师根据科组目
标及任务，通过师徒互相听课与磨课，
对青年教师的教学模式和课堂效果进
行相应指导，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教师也有《自学案》，整体内容与学生的
《自学案》基本相同，不同点在于教师版
还设置有教学批注栏和教学反思栏，帮
助教师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同时总结
优点与不足，助力自身成长。”钟景云
说。

钟景云表示，接下来，该校将继续
深化学校文化建设，同时，积极探索将
本土红色文化与校园特色课程融合、客
家非遗传承与德育活动课程融合。此
外，进一步筑牢“翼慧课堂”新课改基
石，以教学新常规为准绳，以课改新理
念为导向，以分层作业设计为重点，共
筑教育之梦。

江门日报讯 （记者/陈佩筠
通讯员/李钰琦）为进一步提升名
师示范引领作用，助推教师人才队
伍建设，近日，鹤山市举行江门市
名教师、名班主任工作室揭牌仪
式。

仪式上宣读了江门市新一轮
（2024-2026年）中小学名书记、名
校（园）长、名教师、名班主任工作
室主持人名单，鹤山市共有5人成
为江门市名教师、名班主任工作室
主持人。这5个江门市名教师、名
班主任工作室分别是江门市陈敬
远名教师工作室、江门市陈羊贵名
教师工作室、江门市蔡莹莹名教师
工作室、江门市李秀欢名班主任工
作室、江门市胡瑞芬名班主任工作
室。据统计，截至目前，鹤山市共
有江门市名教师工作室、名班主任

工作室5个，成员共50名，分别来
自江门市各中小学校；鹤山市名教
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40个，
成员共400名，分别来自鹤山市10
个镇（街）各中小学校。

鹤山市教师发展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江门市名教师、名班主
任工作室的成立，标志着鹤山市
在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
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希望教
师们充分利用工作室的平台和资
源，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
教学能力，同时，发挥引领作用，
在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进、
教学手段升级、育人模式优化、教
学评价变革等方面下功夫，不断
探索教育教学的新路径、新方法，
为鹤山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鹤山新增5个江门市名教师、名班主任工作室

提升示范引领作用
助推人才队伍建设

江门日报讯 （记者/张舜同
通讯员/冯燕珍）为进一步激发师
生的爱国情怀，弘扬民族书画艺
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11
月1日，沙坪街道第三小学教育集
团与鹤山市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

“童心共绘鹤山大美之城”师生书
画摄影展，该校美术馆同步揭牌启
用。

在学校美术馆揭牌仪式上，该
校校长王卓慧对鹤山市教育局和
社会各界对学校的关心与支持表
示衷心感谢。她表示，学校美术
馆的揭牌启用，标志着该校艺术
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该

校将以此为契机，不断提高艺术
教育质量，努力培养更多具有高
尚审美情趣和创新精神的优秀人
才。

据悉，举办师生书画摄影展旨
在通过画作深情歌颂鹤山的秀丽
山川，人文底蕴的自然之美和历史
之韵，用童心共绘鹤山美丽画卷，
共享艺术带来的欢乐与感动。

展览对市民开放参观，时间为
11月1-17日，开放时间为周一至
周五下午4-6时，周六上午9-11
时，地址为沙坪街道第三小学美术
馆（科学楼二楼），联系电话：
13750371792（叶老师）。

用心共绘侨乡美丽画卷
沙坪街道第三小学美术馆启用
展出师生书画摄影作品

江门日报讯 （记者/陈佩筠
通讯员/周凯灵）为进一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
生的诚信意识，营造人人讲诚信的
浓厚氛围，近日，桃源镇桃源小学
以“与诚信为友，做美德少年”为主
题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活动分为观影片、讲故事、唱
歌曲、谈感悟等环节。活动一开
始，教师向学生们讲解诚信的含
义，让学生们明白诚信是立身处
世、待人接物和生活实践中必备的
行为品质。随后，教师播放诚信道
德短片，带领学生们学习全国诚实
守信道德模范郑定祥的事迹。在
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还上演了关
于诚信的情景剧，通过角色扮演，

让学生们切实体会不讲诚信的后
果和危害，明白诚实守信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
示，要以模范为榜样，从身边小事
做起，信守承诺，争做诚实守信的
传播者和践行者。

桃源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活
动加深了学生们对诚信价值的认
识与理解，激发了学生们践行诚
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下一步，
该校将持续深化诚信教育，营造
浓厚的校园道德文化氛围，引导
学生们在学习、生活中讲诚信，将
诚信视为自身行为规范和道德修
养，让诚信种子在学生们的心中
生根发芽。

桃源镇桃源小学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争做诚实守信的
传播者和践行者

深挖本土文化

汲取奋进力量

打造“翼慧课堂”师生共同成长

建设特色文化 提升综合素质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张
舜同 通讯员/廖婉婷 罗苏梅）
近日，沙坪街道楼冲小学组织一年
级师生走进鹤山市防灾减灾科学
馆，开展防灾减灾科普研学活动。

活动现场，讲解员通过案例向
大家讲解气象灾害的种类，如台
风、暴雨、雷电等。

活动还设置了实践环节，在
讲解员的指导下，学生们沉浸式
体验了太阳能飞机、北斗防灾、建
筑物接闪、X波段相控阵天气雷
达等功能设备，巧妙的设计使复
杂的科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学
生们还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

了百叶箱、温度表、地表温度传感
器、湿度计、雨量筒等气象观测设
备和人工增雨设备。此外，讲解
员向学生们讲解了地面高空气象
观测、人工影响天气、雷电的产生
及如何科学防范灾害性天气等气
象科普知识，并解答了大家的疑
问。

楼冲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科普研学活动就像一把钥匙，打
开了学生们了解气象和防灾减灾
知识的大门，让科学融入生活，为
安全保驾护航。希望参与活动的
每一位学生成为小小宣传员，将防
灾减灾科普知识传播出去。

江门日报讯 （文/图 记者/张舜同
通讯员/麦玉兰 符丹萍）为加强劳动教
育，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培养学生的劳
动习惯和劳动技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11月1日，共和镇中心小学开展挖红
薯劳动实践活动。

当天，在该校劳动基地，学生们拔藤
蔓、挖红薯，采收自己种下的劳动成果，分
享收获的喜悦。“今年能收获多少红薯
呢？”“它们应该会很甜！”“泥土要挖深一
点，大红薯深藏不露，小心别挖断了！”在

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们先清理红薯蔓上的
杂草，顺着藤蔓观察红薯位置，大家互相
配合，有的负责挖，有的负责捡，有的负责
装，大大小小的红薯装了一大筐。虽然学
生们的手上、身上沾满了泥土，但是他们
兴奋不已，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整个
基地笑声不断。

共和镇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劳动实践活动，学生们在挖红薯的过程
中，体验了劳动乐趣，学习了劳动技能，收
获了劳动果实。

共和镇中心小学开展挖红薯劳动实践活动

乐享丰收“薯”你最甜

沙坪街道楼冲小学师生参加防灾减灾科普研学活动

让科学融入生活

鹤城一小合唱团练习《采茶歌》，唱客家歌曲已成为合唱团一大特色，他们在校内外多场活动中进行表演。

鹤城一小打造合唱鹤城一小打造合唱
团团、、狮艺团等素质教育特狮艺团等素质教育特
色社团色社团，，助力学生提高综助力学生提高综
合素质合素质，，学习客家文化学习客家文化。。

◀学生们拔藤蔓、挖红薯，采收自己种下的劳动成果，分享收获的喜悦。

学生们沉浸式体验气象科普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