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创新发展。教
育需要温度，也需要厚度，教育不能一成不变，
顺应时代的发展才更有生命力。活动期间，与
会的教育专家、校长们也着重探讨大湾区学校
在创新方面的实践与思考，提出要明确立德树
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注重创新人才培养，
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同时还要不断加强教育
信息化建设，提升教育的智能化水平。

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彭俊作了
题为《人工智能时代下澳门科技人才教育的探

索》的报告，重点介绍澳门《非高等教育中长期
规划2021—2030》四个重点发展方向之一的

“加强创意与科技教育”，提出为了进一步发展
人工智能教育，澳门应当发挥禀赋优势，充分
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深度合作优势加
速发展，观点极具启发性。香港城市大学协理
学务副校长张泽松则分享了《建设湾区教育科
技人才良性循环：学习·突破·成就》的主题报
告，他介绍了香港城市大学的“培训培训者”模
式，充分利用互动创新的学习环境、人工智能

辅助的培训系统等使培训者经历“探索”“准
备”“分享”和“反思”的培训过程，也引起与会
者的热议。

“这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走
访了新会一中、新会陈经纶中学、尚雅学校、
梁启超故居以及陈皮村等地，了解了新会的
教育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们也开
展了深入的交流，了解到很多创新性的观点
和做法。这些见闻让我深受启发，我计划将
这次活动的收获应用到学校管理和建设中，

努力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同时也让教育更具
人文温度。”香港博爱医院八十周年邓英喜中
学校长李慧表示。

新会一中校长谭琼念也坦言，来自大湾区
各校的优秀校本实践很有借鉴意义，这是一次
干货满满的交流研讨，未来，学校会继续做好
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引导学生更多地参与科
技创新活动，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不断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赋能湾区发
展。

创新 发展 持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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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轻拂，稻香满溢，“行走的思政课”正当时！
11月28日、29日，蓬江区杜阮镇木朗小学开展了两场
别开生面的“行走的思政课”系列活动——我和稻田
有个约会。

28日下午，在老师和家长义工的陪同下，全校学
生走进金色的稻田，开展了首次田间徒步拉练，感受
大自然的魅力。

“哇，这稻田和课本上描述的一样，真的像一片金
色的海洋！”站在稻田边，四（3）班的陈诗涵兴奋地说。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孩
子们欢快地走在田埂上，他们清脆悦耳的歌声与稻
田、蓝天、白云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一幅动人心弦的
美丽画卷。

次日，木朗小学又组织了“亲子稻谷收割体验活
动”。在广阔的稻田中，孩子们与家长、老师齐心协
力，手握镰刀，共同体验收割稻谷的劳累与喜悦。

“爷爷，看，我成功了！”四（3）班尹欣明直起身子，
高高举起一把稻穗，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爷爷尹
先生竖起大拇指说：“好样的！”

回想起当年，尹先生感慨万分：“小时候，每到农
忙季节，我们全家都要出动去收割稻谷，还是挺艰苦
的。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我们对土地的敬畏和对粮
食的珍惜，不能忘记啊！”

“一手抓稻穗，一手挥镰刀，动用全身的力量，用
最传统的方式切实体验收获粮食的辛苦！”“带你去感
受田间吹过的微风，带你去看看沉甸甸弯下腰的犹如
智者一般的谷穗，带你见证丰收的喜悦！”活动结束
后，家长们纷纷将这次亲子体验活动分享到朋友圈。

（文/图 陈慕欢）

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校长交流活动在江门举行

推动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
11月29日—30日，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校长交流活动在

江门举行，来自粤港澳三地的中小学校长代表，以及全省各地

的教育管理部门、教育科研机构代表等500多人齐聚侨都江

门，围绕主题“建设教育强国：湾区学校创新在行动”，畅谈如何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教育协同创新发展，凝聚发展共识。

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校长交流活动是大湾区教育界的一

大盛事，活动启动于2018年，旨在充分发挥教育在培养人才、

创新科技、服务社会、传承创新文化的战略支撑作用，打造全球

优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示范区，扎实推进基础教育协同创新发

展，拓展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扩大交流合作的空间和领

域。举办六届以来，该活动已经逐渐打造成为粤港澳教育合作

交流品牌。

大平台，强交流，促融合。以此活动为契机，大湾区各校不

断探索新观念、新思路、新做法，持续深化合作，提升教育质量，

共同打造教育高地，以更高标准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积

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中共同书写大湾区

答卷。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钟珍玲

两天的活动，与会代表们充分深入交流，
尤其是活动“重头戏”论坛环节，13位来自粤
港澳三地的中小学校长以及高校专家学者围
绕湾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教育科技人才良
性循环、高质量教材体系、教师协同培养模式、
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等议题进行了精彩的主
旨报告，分享了各自的探索成果与实践经验。
不难看出，广泛交流、融合发展，是大家研讨的
关键词，与会人员达成共识，面向未来，必须着
力推动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

朝着共同的目标奋进，粤港澳大湾区各校

在行动，在强化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有着不少
值得借鉴、推广的成功经验，在分享的过程中，
赢得了现场的赞誉和掌声。如香港教育工作
者联会主席黄锦良关注“汇聚湾区力量，引领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出要充分利用粤港
澳三地各自的教育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不断推动大湾区教育文化的交流与融
合、推动教师创新协同培养；香港汉华中学校
长关颖斌关注在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可
行策略，提出要与内地姊妹学校建立更紧密关
系、举办多元化的全方位学习活动延展爱国主

义教育。
众多校长共同关注姊妹学校在创新教师

培养模式中的作用等热门话题，展开激烈的头
脑风暴。澳门教业中学与江门市新会一中结
成姊妹学校已经近20年，多年来不断丰富结
对形式，促进文化交流、人才交流，成效颇丰。
澳门教业中学校长贺诚表示，新会一中是一所
百年老校，本身就注重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传
承，这与他的办学理念不谋而合，优秀的历史
文化传统永远是每一位中华儿女成长的基因，
两校的结对，有利于共同探索可感、可见、可用

的新教育、新课程、新样态，真正做到让历史文
化滋养生命成长。

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校长交流活动一直
以来坚持以提升大湾区中小学校长专业发展
及交流合作为宗旨。大平台促进大融合，据
悉，近年来，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粤港澳姊妹学校结对数量不断攀升；三地
教育交流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教育交流合作水
平稳步提高；多层次交流合作专业平台不断丰
富，活动品牌影响力渐显；交流活动内容精彩
纷呈，文化引领促进青少年同心同向。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学前教育“面对面教研”活动在江门一幼举行

“侨”见儿童友好教育新样态
积木块、彩色塑料膜等看似无用的东西，在孩子们的手中

摇身一变，成为搭建“开平碉楼”“满洲窗”的材料。在草坪、游
乐设施上，孩子们还组织起一场有模有样的“草坪音乐
会”……11月28日，江门市第一幼儿园（以下简称“江门一
幼”）的孩子们正在“侨都欢乐小镇”里全身心地享受自主游戏
活动的乐趣，吸引了众多幼教专家、同行的观摩学习。

当天，由广东省教育厅指导，广东省教育研究院主办，江
门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学前教育“面对面
教研”活动在江门一幼举行。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学前教育教
研员李英、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叶平枝教授等省内外知名幼教专家，以及各地园长代表、
幼教（儿）教师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秉承“聚优、分享、赋能、共进”的宗旨，以“儿童
友好，幸福生长”为主题，聚焦创设适宜环境，深度探讨基于儿
童友好理念园本课程实践与探索，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上
吸引了省内外近2万名幼教同行、家长，以及来自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新加坡、澳大利亚、洛杉矶关注学前教育发展的社
会人士“云端”围观，累计收获18万次点赞。

文/曾婧 图/学校提供

穿过一座座“开平碉楼”，你就能来
到“三十三墟街”，一边摇着葵扇，一边品
尝热气腾腾的猪脚面。活动现场，江门
一幼将江门热门景点、地道美食、非遗技
艺浓缩成一个“侨都欢乐小镇”。专家团
队走进“小镇”，与“小镇民”积极互动，全
方位参观了园所的整体环境，多角度观

摩了幼儿的活动状态。
“客人老师，欢迎来到江门。”“请您

喝一杯我们亲手制作的陈皮柑普茶。”在
“小镇”里，孩子们三两作伴，热情地为来
宾介绍侨乡文化，分享自己亲手制作的
家乡美食。

另一边，“柑果飘香”陈皮新品发布

会正在举行。陈皮小茶壶、陈皮玫瑰
花、陈皮家具……各色各样别出心裁的
陈皮制品亮相发布会。所有制品均由
江门一幼的孩子们和老师们共同完
成。专家团队纷纷点赞江门一幼传承
创新“家门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做
法。

交流 融合 分享探索成果与实践经验

主题研讨会现场，专家们对江门一
幼在儿童友好理念下所展开的园本课程
实践经验和做法表示了肯定，并就如何
创设友好环境、优化园本课程建设、未来
发展方向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搭建了
一个高质量的教研“舞台”。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改革与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平枝表示，“友好教
育”是每个教育者需要深入推进的友好
事业，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广东省
督学原珠海市博爱幼儿园园长陈守红赞
扬了“创友好环境 育幸福儿童”的教育
理念和课程构建，希望江门一幼在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广东教
育学会“十四五”课题管理办公室特聘专
家周艳从“传递文化”“体验友好”“感受
幸福”三个方面畅谈走进江门一幼的深
刻感受，并分析探讨了岭南文化在幼儿
园课程中的应用，以及如何将多种课程
整合成一个系统性较强的体系。电子科
技大学中山学院副教授唐志文强调了教
育理念与教育目标一致的重要性，并提
醒学前教育工作者要合理掌握人工智能
在教学中的使用程度，避免影响儿童成
长发展。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学前教
育教研员刘鑫鸣表示，面向未来的教育

应融合先进技术，幼儿教师要思考教学
该如何与人工智能技术相辅相成。广
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
育学院院长欧美燕表示，教育应该慢下
来，让儿童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究和发
现，并希望江门一幼能通过挖掘本土文
化，开发课程，推动江门学前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此外，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中山、
东莞等地的园长代表还就“儿童友好，幸
福生长”进行研讨，涉及环境创设、材料
投放、课程建设、师幼互动、文化传承等
多个方面。

“假如我是小叶子，我会飘到动物园
和小动物们一起玩。”孩子的话音刚落，
AI便生成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卡通插画。
在课例展示环节中，江门一幼教师李岚
带来《小叶子的旅行》大班课例展示，通
过活用AI技术，创设直观生动的绘本情
景，让幼儿沉浸式体验小叶子的旅行经
历，激发了孩子的兴趣与参与热情。

江门一幼教师何惠婷则分享了大班
主题课程故事《小船起航》案例，展示了
如何通过“家园社”资源，让孩子对司空
见惯的船产生兴趣，并调动幼儿的动手
能力和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自
信心、学习力和创造力。

江门一幼集团总园长李爱东以“创
友好环境 育幸福儿童——基于儿童友

好理念的园本课程实践与探索”为题作
主旨报告，围绕江门一幼“幸福四季园本
课程”的课程背景、课程理念、课程目标
等维度，从重构“家园社”多方资源、重整
友好育人空间两大实施策略，全面系统
地介绍了江门一幼如何基于儿童友好理
念创设满足孩子需求的环境，以及本次
活动的创新经验和收获。

味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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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张翠玲）“待会儿我要
多打一点菜……”12月3日中午，在紫茶中学食堂二
楼，几位学生没有第一时间到窗口打饭，而是聚集到
一起，似乎在等着谁的出现。不一会儿，校长张又红
带着饭卡来了：“孩子们想吃什么？午饭校长买单！”

“追求卓越，与校长有约”是张又红跟学生每周一
次的温馨约定。每周，她都会在年级、班级选中“幸运
儿”，为他们的午餐买单。这些孩子有整体表现优秀
的，有参加各类比赛获奖的（如参加科创、艺术展演、
羽毛球、足球、啦啦操比赛等），也可以是近段时间有
明显进步的、做好人好事的、为学校班级作出特殊贡
献的等等。而本周的“幸运儿”，就是该校在广东省中
小学啦啦操锦标赛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因为平时吃
饭要赶着回教室学习，没有太多时间品尝食堂的美
食，而这次被选中跟校长一起吃饭，我多打了一些菜，
打算好好享受一下！”七（6）班学生尹紫僮说。“得知要
跟校长共进午餐，我非常激动！因为机会十分难得，
我期待很久了。”九（6）班学生梁杏玲说。

而同学们之所以期待和校长一起吃这顿爱心午
餐，不仅因为免费，还因为学校食堂的饭菜一直都很
丰富。据了解，食堂根据师生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
因素，选择新鲜、营养丰富的食材，制定科学合理的营
养配餐方案，并定期更新菜品，保持菜品的多样性和
新鲜感。学校还通过设立意见箱、组织座谈会等方式
收集师生对食堂服务的评价和建议。该校食堂每天
供应A、B、C餐和特色餐，每周会向家长公布菜谱，并
在食堂出入口张贴当日套餐内容，按照套餐打饭，能
节约不少排队的时间。姜葱鸡、萝卜牛腩、椒盐虾、卤
水鸡腿、手撕鸡、红烧肉等都是学生爱吃的菜，还有免
费的老火汤供应。特色餐也颇受学生的欢迎，往期特
色餐有意粉、焗饭等，最近天气渐凉，食堂还特意更换
成热汤面。“平时吃饭已经很丰富了，校长准备的午餐
就更丰盛了，她会给我们加鸡腿。”八（6）班学生王梓
涵说。

“我希望通过每周一顿的爱心午餐，告诉孩子们，
每一次的努力都不会被忽视，每一次的进步都值得被
祝贺。在这里，我们不仅是师生，更是朋友、伙伴，共
同分享成长的喜悦，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张又红
说。

我和稻田有个约会

蓬江区紫茶中学：

你的午餐 校长买单

校长邀请同学吃午餐校长邀请同学吃午餐。。

孩子们体验收割的劳累与喜悦孩子们体验收割的劳累与喜悦。。

江门一幼的孩子们在“侨都欢乐小镇”快乐玩耍。

与会嘉宾畅谈如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教育协同创新发展，凝聚发展共识。

专家共论“儿童友好”

园本课程寓教于乐

欢乐小镇“侨”味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