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门日报社地址：江门市华园中路25号 邮政编码：529000 江门新闻网：http://www.jmnews.com.cn 电子邮箱：tg@jmrb.com 区域新闻编辑部电子邮箱：jmrbqy@126.com 电话：3502665
开平记者站地址：开平市人民东路5号3幢107卡（开平市总工会斜对面）邮政编码：529300 新闻热线：2237118 广告热线：2229100 发行热线：2210033

B04 教育 2025年7月23日 星期三
区域新闻中心主编 责编/刘雅琴 美编/刘悦

江门日报讯（记者/敖转优）日前，
开平市金山中学举办以“带班智慧+心
理赋能+课堂创新”为核心的班主任专
题培训，特邀南粤优秀教师梁丽携、广东
第二师范学院心理学博士韩迎春及骨干
教师刘得森，通过理论引领、案例剖析与
实践经验分享，积极构建“管理—心理—
教学”三位一体的班主任培养体系。

“因材施教，从班级管理到生命唤
醒。”梁丽携提出实施差异化班级管理策
略，对高能量学生“重用赋能”，对潜力学
生“严爱并济”，对需引导学生“鼓励激
发”。梁丽携表示：“在教学实践中，我创
新探索‘学科互助小组’模式，让班级中

考升学率跃居全市第一。”
“制度是土壤，关爱是养分。”梁丽携

提出，班级管理需刚柔并济。据悉，她带
领学生共制《班级自治公约》，量化行为
规范，同时，通过“成长档案袋”记录学生
的进步，以“每周一封鼓励信”唤醒学生
内驱力，其推行的“班干部轮岗制”更让
学生在自治中培养责任意识，班级多次
获评“示范班”。

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韩迎春
提出“三线防护”体系，包括预警线，捕捉
非典型心理信号，如食欲改变、朋友圈动
态等，通过“情报线人”机制实现早干预；
干预线，明确“三不原则”——不盲目安

慰、不随意评判、不擅自治疗，建立“班主
任、心理教师、家长”三方联动机制；防
线，构建“预防、识别、干预、跟踪”全链条
体系，动态管理学生心理档案，筑牢专业
边界。韩迎春从临床案例入手，表示教
师需平衡专业性与同理心，避免职业倦
怠，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细节。

刘得森以“灵动课堂”理念破解传统
教学困境，倡导运用自嘲式、反差式教学
方法，突破课堂教学难点。以他的课堂
为例，幽默教学使学生知识留存率提升
30%，学生主动参与度显著增强。

“教育需构建‘硬实力+软实力’双
轮驱动的育人体系。”金山中学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培训整合管理实务、心理干
预与教学创新，为班主任提供全景式成
长框架。未来，该校计划建立“导师制”
培养体系，通过案例研讨、情景模拟持续
优化育人生态。

据悉，近年来，金山中学依托高校资
源，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共建教师发展
平台，形成“专家引领、课题驱动、赛课锤
炼”的培养闭环。同时，该校作为江门市
教研示范基地，通过开放日、教学观摩等
活动辐射区域教育，推动优质资源共
享。此外，建立“心理防线构建”方案，定
期开展教师压力管理沙龙，强化心理健
康支持网络。

“家门口”的暑假：

长沙街道社区课堂
解民忧护童心

暑期来临，“孩子去哪儿”成为家长心头的牵挂。在
开平市长沙街道，梁金山、海东、南岛等社区纷纷行动，以
社区为阵地，为孩子们搭建暑期成长乐园。从安全教育
到文化浸润，从课业辅导到兴趣拓展，一系列公益课堂和
托管服务精准对接居民需求，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
获知识与快乐，也为家长解忧。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敖转优

少年儿童在“家门口”免费享受优质艺术教育。

金山中学创新班主任培训模式

“三位一体”构建育人新生态

劳动教育融入日常
少年锤炼“生活力”

水口镇14所中小学培养“小帮手”，增添学生成长底色

7月 18日，在开平市
水口镇沙冈小学的劳动技
能工作坊，锅铲的碰撞声响
起，学生李艺娜专注地翻炒
着青椒鸡蛋，油星微溅也毫
不在意。“以前在家连火都
不敢开，”她擦擦额角的汗
笑道，“现在周末的午饭我
包了，爸妈说‘厨房小白’变
身‘小厨神’啦！”她的围裙
上，挂着一枚“五星生活之
星”。

在开平市“让教育强起
来”“五项工程”“六大行动”
的指引下，水口镇14所中
小学开展“我是小帮手”行
动。水口镇中心学校以系
统性思维，构建起“整理收
纳、家务实践、校园服务、社
区公益”四维联动的劳动教
育闭环体系，让劳动从课堂
延伸到家庭与社会，成为滋
养学生成长的“必修课”。

闭环设计
让劳动教育常态化

“劳动不是一时热闹，得有章法、
能持续、可评价。”水口镇中心学校校
长关尔轶表示。

在水口镇中心学校的统筹规划
下，根据《“我是小帮手”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全镇14所中小学建立“一校一
策”精准督导机制，“整理收纳、家务实
践、校园服务、社区公益”四大板块成
为可量化的评价指标。此外，每月开
展劳动教育专项巡查，每学期组织成
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形成从顶层设
计到落地评估的完整闭环，推动劳动
教育从零散化走向系统化。

“从规划到评估的闭环管理，让劳
动教育真正进入常态化轨道。”关尔轶
说。以水口镇沙冈小学为例，该校将
劳动技能工作坊与学科教学深度融
合，学生在烹饪课上学习数学称量、语
文写作，在种植课上学习生物知识。
这种“劳动+”模式，让教育回归生活
本质。

数据印证了劳动教育改革的成
效：自“我是小帮手”行动开展以来，水
口镇累计开展80余场主题鲜明的劳
动实践活动，覆盖 90%以上在校学
生；家校调研数据显示，亲子沟通频率
提升60%；2025年第一学期，全镇共
有 256 名学生被评为校级“生活之
星”，26名学生被评为镇级“五星生活
之星”。

校园成为
技能养成实践阵地

课桌前，低年级学生屏息凝神，专
注叠好校服；餐台边，高年级学生化身

“小厨神”，在老师的指导下翻炒食材，
走进水口镇各中小学，你会发现劳动
实践已悄然融入校园日常，成为滋养
学生成长的沃土。

“以前，
我的鞋带总
容易散开，现
在，我系得又快
又牢，还能给鞋子
打个漂亮的蝴蝶结！”水
口镇龙塘小学“小手巧整理”
挑战赛现场，低年级学生们兴奋地展
示成果。一旁，学生陈晓慧认真地将
校服叠成方块：“妈妈说，衣服整齐了，
心里也会亮堂堂的！”整理不再是任
务，成为孩子们获得成就感的来源之
一。

水口镇第三小学举办以“方寸见
真章”为主题的衣物、课桌收纳大赛。
现场，学生们弯着腰，用小手仔细抚平
被子上的褶皱。本次大赛将整理技能
与审美培养相结合，学生们用彩色标
签、分类隔板打造创意收纳空间，将课
桌变成“宝藏空间”，让书本“按颜色排
队”，文具也有了自己的“家”，大家找
东西时再也不用“大海捞针”。

“让教室焕新过程成为培养团队
协作精神的生动课堂。”水口镇致和小
学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校将全校大扫
除升级为“劳动导师制”实践课。学生
分组行动，有的擦玻璃，有的拖地。教
师则成为“劳动导师”，手持刮水器，边
示范边讲解：“先用湿抹布擦一遍，再
用干抹布收尾，边角要特别注意。擦
窗要按‘之’字形，灰尘才无处可逃。”
学生紧跟老师的步骤，和同学配合默
契：“原来擦玻璃也有秘诀。和伙伴一
起劳动，教室更加亮了。”

从一床一被的整理，到一蔬一饭
的烹制，水口镇校园里的劳动实践，早
已超越技能的学习，成为德育生根的
土壤。

家校共育浸润劳动之美
“妈妈，你看我包的粽子像不像小

枕头？”水口镇致和小学新风分教点学

生李晓
雯举着棱

角 分 明 的
粽子，向正在

厨房忙碌的母
亲展示。翠绿的粽叶

包裹着晶莹的糯米，这是
她与父母共同完成的“家庭作业”。这
样的场景，正是水口镇“家校协同劳动
教育”的生动写照。

自“我是小帮手”行动开展以来，
水口镇各校精心设计家庭劳动清单，
通过亲子互动实践、传统文化浸润等，
让亲子互动有了新内涵，将劳动教育
转化为家校共育的纽带。“劳动教育不
是简单的技能传授，而是价值观的浸
润过程。”水口镇中心学校相关负责人
表示。

在水口镇红花小学推出的“分层
家务清单”里，“彩色清单”成为家长热
议的焦点。低年级学生要整理书包、
给绿植浇水；中年级学生需完成洗碗、
叠被子等家务；高年级学生则要独立
制作三菜一汤。“这份清单就像游戏通
关秘籍，孩子每天主动‘解锁’新技
能。”家长陈女士翻看孩子的劳动记录
册时说。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
间，该校共收到300余份记录学生劳
动瞬间的照片与视频。

水口镇庆扬中学推行“每周3项
家务”制度。“以前总觉得孩子只会玩
手机，现在发现他切土豆丝比我还利
索。”家长林先生感慨，自己的儿子已
从最初切伤手指的“厨房小白”成长为
能独立操办生日宴的“家务达人”。

水口镇第三小学唐良分教点开展
“孝心劳动日”活动，学生在完成家务
后，主动为父母捶背按摩。

水口镇第一小学大福分教点将端
午节包粽子活动融入家庭劳动，亲子
共同卷粽叶、填糯米，既传承了传统文
化，更增进了情感交流。

社校联动
打造“行走的课堂”

水口镇中心学校还积极整合社会
资源，为全镇中小学搭建广阔的劳动
实践平台，打造“行走的课堂”。

沙冈小学打造的“三月义卖、五一
志愿、端午服务”品牌活动链，已成为
全镇劳动教育的标杆。该校负责人介
绍，三月“学雷锋”义卖活动中，学生化
身“爱心导购”，将手工艺品、闲置书籍
转化为公益善款；“五一”假期，低年级
学生清扫社区巷道，中年级学生绘制

“最美劳动者”主题墙绘，高年级学生
参与垃圾分类宣传等志愿服务，形成
全龄段、多层次的社会参与体系。

此外，水口镇各中小学将劳动实
践向社区深处扎根。沙冈小学自强
分教点开展“洁净家园”行动，师生
手持工具，如同搜寻宝藏般清理校
园周边的卫生死角。沙冈中学“植
绿护花小组”定期为社区花圃松土
浇水。水口镇泮村小学开展校园周
边除草行动，该校“劳动先锋队”的
学生推着小推车清运杂草，即便烈
日下汗水浸透衣衫，学生们仍在讨
论如何用杂草制作堆肥，让劳动实
践充满智慧与趣味。

水口镇中心学校相关负责人表
示，社校联动为孩子们提供了担当奉
献的广阔天地，每一次俯身清扫、每
一次公益付出，都能让他们更加明白
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劳动是成长
的必修课，它赋予孩子的是受用一生
的‘生活力’。”该负责人表示，将深化

“劳动+学科”融合，开发农耕文化体
验、非遗技艺传承、科技创新实践等
特色课程，并与镇内文化劳动生产实
践场馆共建5个劳动实践基地，让“我
是小帮手”从行动升华为素养，贯穿学
生成长全程，为他们的人生绘就最扎
实的底色。

▲龙塘小学的学生认真参加“小手
巧整理”挑战赛。

◀沙冈小学打造品牌活动链，成
为水口镇劳动教育标杆。图为该校义
卖活动现场。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敖转优

“大家看，这个像奶茶的东西，其
实是伪装的新型毒品！”7月18日，梁
金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志愿者拿
着仿真模型说道。学生陈晓君瞪大
眼睛，恍然大悟：“原来零食里也可能
藏陷阱！”这场禁毒宣传课，是梁金山
社区“童心‘夏’力，‘社’彩缤纷”公益
课堂的组成部分，30余名孩子在互
动体验中筑牢安全防线。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底色。梁金
山社区将“安全成长”作为公益课堂
的核心内容，用趣味形式消除安全教
育的“说教感”。该社区律师还带来
了“普法小课堂”。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条文变成一幅幅漫画，在“模拟法
庭”游戏里，孩子们轮流扮演“小法
官”“小律师”，在争论“玩具损坏该谁
赔”的情景中，学习权利与责任的边
界。防溺水课更是“动起来”的课堂

——在救生员演示“抽筋自救”的正
确动作后，孩子们趴在瑜伽垫上模仿
漂浮姿势，笑声中，“手臂划水、身体
放松”的口诀烂熟于心。

海东社区同样将安全融入细
节。该社区托管班开班的第一天，就
举办了“珍爱生命 谨防溺水”讲座，
用真实案例为孩子们敲响警钟。现
场，志愿者开展“落水如何呼救”情景
模拟，让孩子们在角色扮演中掌握

“大声呼喊、挥舞衣物”等要点。针对
家长下班晚的难题，该社区推出“延
时送娃”服务，由专人护送孩子到家，
形成“从课堂到家门”的安全闭环。

“以前总担心孩子独自在家触
电、玩水，现在有了托管班，放心多
了。”家长李女士的话道出许多职工
家庭的心声。

筑牢假期安全防护堤坝

“这道数学题，我们用‘凑24点’
游戏试试！”在梁金山社区暑假夏令
营的作业互助角里，大学生志愿者正
引导孩子解题。

暑期托管既要“托得住”，更要
“托得好”。长沙街道各社区精准对
接需求，让服务更具温度。例如，海
东社区的托管班精准服务7-12岁的
少年儿童，开班时间与家长的上下班
时间衔接，避免“学校化”倾向。“我们
不搞‘满堂灌’，上午写作业、读课外
书，下午做手工、搞实践，孩子们盼着

来，才是真的好。”海东社区工作人员
介绍，托管班还组织孩子们参与垃圾
分类志愿服务，在“捡垃圾、分类别”
中践行环保理念。

此外，各社区的课程表也“量身
定制”：基础托管负责作业辅导，社会
实践安排观看红色电影、参与社区清
洁活动，每天午后的“趣味时光”让孩
子们在“禁毒知识飞花令”“垃圾分类
接力赛”中边玩边学……“孩子每天
回家后都讲托管班的趣事，说比在家
看电视有意思。”家长方女士说道。

用贴心服务解家长之忧

“这是碉楼的枪眼，华侨先辈靠
它赶走匪患；这是排水系统，雨季也
能保持干燥……”梁金山社区的碉楼
文化课堂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转动
手中的微缩模型，孩子们的目光紧紧
追随。随后，他们拿起画笔，在明信
片上勾勒碉楼的轮廓，寄给远方笔
友，字里行间满是“我们家乡的碉楼
超厉害”的自豪。

“侨乡本土文化是最好的教科
书。”长沙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地
域特色融入暑期课堂，可以让青少
年在触摸历史的过程中增强文化认
同感。在梁金山社区举办的地理风
情课上，志愿者铺开家乡地形图，结
合河流、山脉模型，讲解“为什么开
平多雨”；在南岛社区“家门口的课
堂”的书法课上，墨香袅袅，孩子们
在练习“横平竖直”的过程中感受汉
字筋骨；故事分享会上，《碉楼里的

华侨故事》让先辈的奋斗史变得可触
可感。

“以前觉得碉楼就是老房子，现
在才知道它藏着这么多智慧！”学生
罗佩珊说。据悉，这些课程跳出“书
本灌输”模式，通过用“看、听、做”三
维体验，让学生对侨乡本土文化从

“知道”变为“热爱”。长沙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文化自信要从小培养，
我们希望孩子们长大后，走到哪里都
记得家乡的根。”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暑期公益
培训活动中，长沙街道主打“艺术惠
民”。其中，“我们在这里成长”公益
艺术培训班以“零门槛、全公益”为原
则，开设语言、音乐、美术、象棋等多
门课程，70名少年儿童在“家门口”
免费享受优质艺术教育。在斑斓色
彩与悠扬旋律中，他们的创造力与想
象力悄然生长。

让侨乡根脉扎进少年心

这些精彩纷呈的暑期课堂，背后
是长沙街道党建引领下的资源整
合。南岛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主
阵地，联动辖区学校、文化团体、志愿
者队伍，构建“党组织统筹+多方参
与”的服务网；梁金山社区发挥律师、
救生员、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社区
能人”的作用，让课程更接地气。

南岛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
任梁小玲表示：“希望党群服务中心
成为孩子们增长见识的课堂、家长放
心的港湾，把党的温暖送到居民心坎
上。”

“暑期课堂不是简单的‘看孩
子’，而是基层治理的试金石。”长沙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聚焦“一
老一小”民生痛点，各社区将暑期服
务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载体，将
专业资源下沉到“家门口”，既解决了

“孩子没人管”的难题，又探索出“党
建+民生服务”的新路径。

暑假来临，在长沙街道各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外，家长们陆续接孩子回
家。“今天我画了碉楼！”“我学会了游
泳！”孩子们的话语里，充满着假期的
快乐。

这场遍布长沙街道的“暑期盛
宴”，正以教育温度传递民生暖意，让
每个少年儿童的成长之路，都有社区
的守护。

让基层治理彰显民生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