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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请打开最新一期《青苹
果》，我们来品读一篇优秀作文……”4
月18日，在蓬江区发展小学四（3）班的
阅读课上，语文老师甄小雁带领学生们
精读《青苹果》校园专刊（以下简称《青
苹果》）。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江门很多
小学已成为常态。

连日来，记者走访多所学校，《青苹
果》不仅是我市小学生课外阅读的重要
载体，更走进了日常课堂，成为语文教
学的辅助读物之一。

让阅读成为习惯
“《青苹果》是江门小学生的报纸，

里面的题材大多跟小学生息息相关。”
甄小雁在向记者展示学生们制作的阅
读手账时介绍道。在她的班级，每周都
有一节固定的《青苹果》阅读课，学生们
通过“概括内容、品读好词好句、活学活
用”三个步骤深入阅读。深入阅读后，
学生们还把当期报纸剪贴在阅读登记
本上，不仅摘抄好词好句、写下阅读感
想，还精心配上图画。每一页都非常精
美，俨然是一个个精美的手工作品。“除
了作文版面，我还特别喜欢‘漫友圈’，
里面用漫画的形式展示新闻热点、科普
知识等，这很对我们小学生的‘胃口’。”
该班学生杜铃仪说。

在新会圭峰小学，翻阅报纸的“沙
沙”声回荡在校园中，热爱阅读的种子
悄悄生根发芽。五（9）班的语文老师
林玉清每周选取一天的午读时间定为

“《青苹果》时间”。“我会利用午休前的
半个小时或者一节阅读课来读报，指
引学生们写批注、写感想，读通读懂，
并迁移到日常写作中。”

林玉清特别强调了《青苹果》的育
人功能。“这不仅是一份报纸，更是一个
育人平台。”她说，报纸上的“@家长”版
面经常分享家庭教育的方法和经验，“@
名师”版块提供专业的教学指导，学生
作文版则展现了江门小学生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我们班有个学生因为作
文被刊登在《青苹果》上，整个人都变得
自信多了，从此爱上了写作和阅读”。

在墨香中品味文字的魅力
在蓬江区杜阮信志学校，学生们从

读者变身成了创作者。该校开展的“我
当小编辑”活动让学生们兴奋不已。六
（4）班的蔡贤溢选择了重新设计作文版
面：版面上，一株娇艳欲滴的簕杜鹃格
外“抢眼”，周围科学编排的几篇作文，
也都是花卉主题。她兴奋地向记者介
绍：“簕杜鹃是江门市的市花，我希望多

多宣传江门的本地特色。你看，报眉上
还画上了江门的特色建筑呢，有启明
里、开平碉楼、小鸟天堂……”

六（3）班的潘嘉琪则选择了新会鱼灯
作为版面的主打图画。“报纸要有好看的插
画，才更能吸引人阅读。”她认真地说，“我
希望《青苹果》的各个版面能更主题鲜明、
更有针对性，这样我们就更有兴趣了。”信
志学校小学教导主任黄琳玲表示：“除了每
周的阅读课外，平日里学校也创设丰富的
活动，比如读书笔记评比、‘青苹果’小剧场
等，激发学生们看书读报的兴趣。”

在杜阮镇木朗小学，六（4）班语文

老师杜雪彦把《青苹果》的“看世界”版
面变成了思辨课堂。4月21日，她带领
孩子们阅读了《DeepSeek：一个“会动
脑筋”的小伙伴》这篇文章，并组织了一
场“AI的飞速发展对小学生来说是好还
是不好”的辩论赛。

“《青苹果》的内容丰富但不冗长，
语言通俗易懂，孩子们容易沉浸其
中。通过坚持每周读报，学生们能保
证阅读量。”杜雪彦点赞道，“在电子设
备充斥眼球的时代，希望孩子们能坚
持纸质阅读，在墨香中静心品味文字的
魅力。”

《青苹果》助力我市小学生养成阅读习惯

读报润童心 书香伴成长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翠玲 通
讯员/黄嘉倩）腾跃的舞狮、蹁跹的
中国舞……4月20日，江门一中“3·
26慈善晚会”在该校学术报告厅举
行。本次晚会以“青衿续写红楼志
赤子挺膺强国路”为主题，武术、舞
蹈、话剧、音乐等节目轮番上演，为
学生上了一堂“青春思政课”。

据了解，“3·26慈善晚会”是江
门一中的品牌活动，通过表演节目
筹集善款，帮扶困难学子。

当天的晚会在抖擞威风的醒
狮表演中拉开帷幕，各社团带来了
精彩纷呈的表演——汉服社与书
法社联袂呈现的舞蹈《复生》，宛如

一幅精美的水墨丹青；动漫社带来
的节目《扬旗鸣鼓》，巧妙地将传统
元素与现代街舞元素融合起来；排
球协会以一曲《我的未来式》，唱响
少年对未来的期许。

除了青春与传统的交织，当晚
的节目还与“红楼志”“强国路”紧
密相连。少年志愿者协会和摄影
协会通过手语舞《世界赠予我的》，
用指尖律动传递温暖宣言；学生会
的创意光影戏《光影红楼·逐梦百
年》，用流动的光影复刻学校95载
春秋；校团委通过原创情景剧《栋
梁·梁思成》，生动展现了梁思成以
科学之笔为千年建筑赋魂。

江门一中举办慈善晚会

筹集善款帮扶困难学子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AI赋能
打造“有料有趣”思政课堂

江门日报讯（记者/娄丹 通讯
员/江职宣）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
教育创新的浪潮中，江门职业技术
学院也在探索思政教学改革新路
径。近日，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赵
建伟教授团队构建起包含12个虚
拟数字助教、18个侨智数字教师及
AI助教的智能教学系统，依托相关
课程网站，打造出集技术温度与理
论深度于一体的新型思政课堂。

AI数字助教通过集成大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先进技术，
为思政课堂改革带来新动力。该
校建强数字平台，构建智慧学习空
间，其重点打造的“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网站已成为智慧思政的核心
载体。平台集成大数据分析、人工
智能算法等技术，搭建“智问思想”

“微讲思想”“研习思想”“思辨思
想”“践行思想”五大特色栏目，累
计服务超2900万人次。

在思政教学中，该校思政教学
团队运用二维动画、AR/VR等技
术，将抽象理论转化为生动形象的
画面，助力学生进行沉浸式学习。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专题中，学生
通过画面“走进”江门乡村，直观感
受脱贫攻坚成果；多媒体资源还跨
越时空限制，运用AI生成多种画面

和情景剧，让学生们了解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思政理念。“这些酷炫技
术让思政课像科幻电影一样吸引
人。”该校2022级商务英语专业学
生李美婷表示，平台资源帮助她理
解了多个知识难点。

该校还致力通过AI赋能个性
化育人。AI小星和DeepSeek具
有智能数据分析、个性化推荐、互
动教学、实时反馈等教育功能，通
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掌握学生思想
动态和学习需求，并根据学生特点
推送思政内容和学习资源。此外，
还能增强课堂互动，提升学生参与
度，即时收集学生反馈，帮助教师
调整教学策略。

此外，该校教学团队还创新构建
“三阶式”教学闭环——利用AI技
术，构建思政知识图谱，关联思政课
体系与专业课程内容体系；基于学情
分析工具，自动生成个性化教学方
案；充分利用虚拟教研室打造协同备
课、共享优质教学资源的新机制。

“技术赋能不是替代教师，而
是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赵建伟
表示，教学团队始终把握三个原
则：AI作为辅助工具、教师保持育
人主导、价值观引领贯穿全程。让
思政教育既接“天线”又接“地气”，
打造“有料有趣”思政课堂。

“加油……”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回荡
在蓬江区紫茶丰雅小学的操场上。近日，
来自香港的200余名师生与江门的小伙
伴们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毽球友谊
赛。这是近期江门与香港教育交流活动
的一个生动剪影。

连日来，江门与香港两地教育交流活
动如火如荼开展，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
育，从传统文化到现代课程，一场场交流
活动在江港两地架起教育的桥梁。

文化浸润：碰撞出跨地域
教育“火花”

4月 16—17日，香港基督教宣道会
徐泽林纪念小学及凤溪创新小学200余

名师生到访蓬江区紫茶丰雅小学，共同开
展升旗仪式、英语教研、传统手作体验及
体育友谊赛等活动。两地学生携手制作
中草药包、香薰皂，在毽球比赛中默契配
合；在艺术交流环节，香港学生演绎粤语
话剧《“孝”回家》，紫茶学子以《龙的传人》
展现文化自信。香港学生霍子谦感叹：

“这次活动太难忘啦！和紫茶丰雅小学的
学生们一起上英语课时，我们发现原来英
语学习的方式可以如此多元化，真希望这
样的交流再多一些！”

4月18日，江门市紫沙小学与香港
五邑工商总会学校庆祝缔结姊妹校七周
年。活动以“文化交融·艺润心田”为主
题，通过文艺展演、体育竞技、艺术工坊

和教学研讨深化情谊。香港学生朗诵
《湾区少年志》，紫沙学子以古典舞《赤
伶》诠释国风之美；两地教师还通过“同
课异构”开展教学研讨，围绕“AI赋能教
育”等议题深入交流，碰撞出跨地域的教
育“火花”。

创新发展：推动教育合作
多元探索

4月17日，江门市第一实验学校与香
港孔圣堂礼仁书院正式结对，聚焦香港中
学文凭考试（DSE）教学合作。未来，两校
将推行“双师教学模式”，共享师资与课程
资源，助力内地学生适应DSE体系。江
门市第一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戴旌表示，

该校港澳子弟班已形成特色教学体系，此
次合作将打造“内地化港式教育”范本，推
动教育合作的多元探索。香港孔圣堂礼
仁书院副校长何柏欣指出，合作将破解内
地学生在港式社会文化科目上的学习难
点，提供“身在内地，体验香港”的优质教
育通道。

4月19—20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
业学院迎来了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105名师生，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
药文化研学之旅。岭南药用植物园内，大
家亲手触摸新会陈皮、广藿香等道地药
材；中医药展览馆中，VR技术重现《本草
纲目》的智慧结晶。

（陈慕欢 吕中言）

连日来，江门与香港多所学校开展教育交流活动

多元合作促融合 教育交流谱新篇

蓬江区发展小学学生展示读书笔记。

江门日报讯（记者/吕中言）近日，
广东省邓惠如名班主任工作室专家团队
受邀参加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举办的班主
任专业能力提升培训活动。本次培训聚
焦“德育引领+学科赋能”双轮驱动，围
绕家校协同、班级建设、教学创新等核心
议题展开深度研修。工作室主持人、蓬
江区紫茶丰雅小学副校长邓惠如及3位
工作室骨干成员倾囊相授，为柳城县教

育工作者带来前沿教育理念和实操经
验。

邓惠如以《班主任专业成长密码
——解锁专业发展潜能》为题，围绕个
人发展看成长、学生发展看成长、班主
任成长路径三大维度，聚焦当下热点政
策，结合自身教育经验，深入浅出地剖
析班主任专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为一线
教师提供可借鉴的成长策略，现场反响

热烈。
蓬江区棠下镇实验中心小学教师杨

悦开展的《从“魔童”到“英雄”：解锁班主
任的“太乙真人”式育人秘籍》专题讲座，
借“太乙真人”成功将哪吒培养成“英雄”
的例子，鼓励班主任们多记录日常的工
作点滴，逐步总结出自己的育人方法。

借助本次交流，蓬江区范罗冈滨江
小学教师李喜崧通过线上方式开展《家

校沟通的破壁之道：班主任专业赋能与
智慧沟通》专题讲座，围绕沟通障碍分
析、情感联结技巧、矛盾化解策略等方
面，结合真实案例，讲述了家校沟通的核
心方法，为一线教师提供了实用性强的
解决方案。

“我们会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
总结经验，优化传经送宝的方式，助力粤
桂教育协作高质量发展。”邓惠如说。

广东省邓惠如名班主任工作室专家团队到广西“传经送宝”

助力粤桂教育协作高质量发展 江门日报讯（陈慕欢）近日，
蓬江区棠下镇周郡小学举行“健康
副校长”聘任仪式，聘请江门市妇
幼保健院宋洁医生担任该职务。
棠下镇相关负责人、棠下镇中心学
校相关负责人及家长代表参加活
动。

“聘请‘健康副校长’是我们
守护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举措。”
周郡小学校长文丹表示，此举有
助于将专业医疗资源引入校园，
为学生构建更专业的心理健康防

护网，将科学健康管理理念融入
校园生活。

聘任仪式上，棠下镇相关负责
人向宋洁颁发聘书。宋洁是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全国健康传播金
牌讲师，同时担任江门市妇幼保健
院健康教育科副科长。

接下来，棠下镇周郡小学将以
此为契机，建立定期心理健康服务
机制，包括开设心理咨询室、建立
学生心理健康档案等，切实提升学
生心理健康水平。

蓬江棠下镇周郡小学：

聘请“健康副校长”

江门日报水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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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门市乐贤中学建设工程

规划调整总平面图的公告
本局收到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政府礼乐街道办事处

报来位于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利丰街南侧的江门市

乐贤中学建设工程规划调整总平面图的的申请及有关

材料，现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公示。有关详情请到现场或

登录江门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www.jiangmen.

gov.cn/bmpd/jmszrzyj/查看规划公示图。凡与以上

申请事项有意见或建议的可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诉。

咨询电话：3880782、3862896（窗口）

江门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4月22日

关于《广东开平孔雀湖国家湿地公园
总体规划（2023—2035）》的公示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等文件精神，我局委托

技术单位编制《广东开平孔雀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5
年）》，已完成初步编制，现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
要求，进行公示以征求公众意见。

规划方案位置：开平市西北部，地处东经112·21’43”~112·26’
11”、北纬22·30’13”~22·35’59”之间，在大沙、龙胜、马冈三镇交界
处。

受理方式：在公示期内凡对上述规划设计方案有任何意见的群众
或涉及该规划方案的利害关系人，可凭本人身份证或相关证明文件向
开平市林业局提出书面意见。

公示时间：2025年4月23日至2025年5月24日
公示地点：大沙镇、龙胜镇、马冈镇人民政府、开平市林业局及广

东开平孔雀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政务公开栏、江门日报、开平市林
业局网站（https://www.kaiping.gov.cn/kplyj/）

受理单位：开平市林业局
联系人：赖先生 联系电话：0750-2850960
联系地址：江门市开平市龙胜镇大沙河水库

开平市林业局 2025年4月23日

■悉尼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澳大利亚)广东省办事

处遗失《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证书》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G1440000MCW014666U，证

书编号：00000347，现声明作废。

■范国权遗失江门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证》，股权证号：00081997，股数：2000股，现声明作

废。

慈善晚会成了“青春思政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