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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行2023年经典铸魂“墨韵智能”现场硬笔书法比赛
暨校园诵读展演颁奖大会

诵写经典 培根铸魂
“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

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春江潮水连
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童心与
诗文名篇的碰撞，赢得掌声阵阵。

一笔一画挥写经典诗篇，深情真
挚演绎佳作美文。7月6日下午，由
市教育局、市语委办、江门日报社主
办的2023年度江门市经典铸魂“墨
韵智能”现场硬笔书法比赛暨校园诵
读展演颁奖大会在新会区正雅学校
举行。

当天，从全市各校脱颖而出的
300名小小书法家现场进行笔锋上
的较量。此前，在“千校联诵《少年中
国说》”经典铸魂校园诵读展评系列
活动之“美文朗读”和“古诗吟诵”比
赛中突出重围、斩获一等奖的选手代
表们，轮番带来了精彩展演。在本学
期“收官”之际，他们共同奏响了谱满
经典旋律的诵写华章。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翠玲

“今天各年级组比赛的题目是……”
随着墨韵智能书法进校园项目广东中心
主任、广东教育学会国学专业委员会理
事陈精明现场出题，拉开了当天第一个
环节——江门市经典铸魂“墨韵智能”硬
笔书法比赛的序幕。比赛采取现场公布
题目、现场书写、现场评审的形式，选手
需在限时 30 分钟内默写中华经典古
诗。一到五年级组比赛的题目分别是：
《池上》《静夜思》；《夜宿山寺》《登鹳雀
楼》；《绝句》（迟日江山丽）《望天门山》；
《夏日绝句》《题西林壁》；《枫桥夜泊》《秋
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这一比赛形

式，既检验了学生们的书写水平，又考验
了他们对经典古诗的记忆和理解。

比赛一开始，就有不少选手胸有成
竹地下笔书写，一气呵成。但也有部分
选手不着急下笔，而是凝神思考片刻，再
挥笔书写。比赛现场，小小书法家们用
心书写一笔一画，横撇竖捺间，规范工
整，有的清秀俊逸，字迹秀美；有的笔走
龙蛇，力透纸背。在小小方格之间或挥
洒书写豪气，或书写灵动气质。不到30
分钟，大多数选手已经在现场完成了自
己的作品。

赛后，采取现场阅卷的方式，由语

文名师、硬笔书法教学专家、墨韵智能
项目组顾问等组成的比赛评审组，他们
从笔画笔顺、间架结构、卷面整洁度、布
局行款等多方面综合评价学生们的书
写水平。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项目
《中小学书法水平与计算机教学辅助研
究》负责人、墨韵智能书法进校园项目
发起人张旭东全程为比赛提供专业指
导。

最终，各组别分别评出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15名、三等奖和优秀奖若干
名。其中，鹤山市第一中学附属小学汪
千熙、台山市新宁小学谢梓瑶、开平市长

师附属小学盛锦柔、江门中港英文学校
黄筠程、新会区正雅学校张嘉铭被评为
硬笔书法“小状元”，每位“小状元”还有
意外之喜——奖品为一台价值2980元
的侨乡儒韵经典国学机。

据了解，硬笔书法比赛对标国家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和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
刚需，重点主抓师生硬笔书法，分为学生

“墨韵智能”现场硬笔书法比赛、教师“墨
韵智能”硬笔书法微课比赛两个赛项，均
设线上初赛和现场决赛两个赛级，将以
常态性赛事持续举行，接下来的暑假还
将启动线上硬笔书法比赛。

“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
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一首
饱含深情的《月光下的中国》顿时吸引了
全场观众的注意力。在硬笔书法比赛紧
锣密鼓地进行现场阅卷时，同步进行的
是经典铸魂校园诵读精品节目现场展演
环节。

今年，在梁启超先生150周年诞辰
之际，市教育局、市语委办、江门日报社
联合举办了“千校联诵《少年中国说》”经
典铸魂校园诵读展评系列活动，以“同诵

经典，培根铸魂”为主题，结合梁启超先
生150周年诞辰，鼓励广大青少年以诵
读经典的形式，弘扬启超精神，厚植家国
情怀，为全市广大少年儿童提供了营养
丰富的“精神食粮”。

展演环节，在“千校联诵《少年中国
说》”经典铸魂校园诵读展评系列活动
之“美文朗读”和“古诗吟诵”比赛中斩
获一等奖的选手代表们精神饱满、声情
并茂，他们用真挚的感情，通过诗歌配
乐、情景朗诵、清唱表演等形式，将朗

诵、音乐、表演融为一体，或激情澎湃，
或深情款款地展现了美文朗读和古诗
吟诵的魅力。当《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青春中国》《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
《春江花月夜》《满江红》《饮湖上初晴后
雨》等经典诗歌、美文名篇用同学们的
声音和肢体语言表达出来，生动地表达
了对祖国的热爱、对英雄的敬仰和对生
活的希望，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他们的拳拳爱国心、浓浓爱国情也“声”
入人心。

“为了准备这次比赛，我们每天都
要至少读一遍、背一遍参赛的篇目，了
解诗文的故事、背景、含义，加上一遍又
一遍地练习，才能有这次的成绩。”紫茶
小学学生王茜儿说。“好的作品离不开
千锤百炼。通过演绎《青春中国》，我了
解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风风雨雨、艰
辛不易，也更加坚定了我要做一名新时
代好少年的决心！”农林小学学生皮何
斌说。

“千校联诵《少年中国说》”经典铸
魂校园诵读展评系列活动面向五邑地
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的教师和学生（及
家长）广泛征集诵读视频，分为侨乡校
园朗诵快闪比赛和美文朗读、古诗吟诵
个人赛。

活动自2月启动以来，通过校园师
生联诵、家庭亲子共读等方式，在全市范
围内掀起了诵读经典的热潮，学生参与

度高，作品质量优秀。全市各校热烈响
应，积极参赛，最终共收到视频作品965
个，吸引了全市近300所学校踊跃参与，
并涌现了众多形式新颖、主题贴切、感染
力强的视频佳作。

经过层层评选，全市共评出侨乡校
园朗诵快闪比赛一等奖共26个；美文
朗读赛项幼儿组、小学组、中学组、团体
组一等奖共44个；古诗吟诵赛项幼儿

组、小学组、中学组和团体组一等奖共
16个，以及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奖
单位一批。此外，活动当天，也为“墨韵
智能”书法进校园项目自2022年10月
正式启动以来，扎实开足开好书法课的
优秀组织奖单位进行了颁奖。

市语委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
动影响广泛，学生参与度高，作品质量优
秀。着力侨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以“经典诵读”提振校园精气神。通过校
园师生联诵、家庭亲子共读等方式，进一
步推动了我市中小学校思政教育、党史
学习教育和经典诵读常态化、长效化、可
视化发展，增强了学生自觉继承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展现了我市学
生积极向上的良好风采和朝气蓬勃的精
神风貌。

现场较笔力 决出“小状元”

诵读经典美文 赤诚“声”入人心

涌现众多佳作 掀起诵读热潮

台山市培英职业技术学校：

就业与升学并重
打开学生成长空间

6月，是毕业生离开校园奔赴前程的季节，在许多大学毕业生还在为求职
苦苦奔走时，7月伊始，台山市培英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台山培英职校”）
的毕业生已经稳稳地踏出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步，他们有的还未毕业就被企业
抢先预定，有的通过努力升入更高的学府。对于他们而言，在这个夏天，新的
梦想已经启航。

“我们今年有664名毕业生，其中有317名学生将进入更高学府学习，而
剩余的学生就业率也达到了98.3%。”台山培英职校副校长容云飞说。

据了解，台山培英职校创办于1930年，是台山唯一一所国家级重点职
中，是台山市职业教育的“窗口”和“龙头”，是广东省首批71所高水平中职学
校建设单位（全省中职学校共464所），列入了中国地方名校。

文/图 陈方欢

讲到职业教育，很多人想到的是
从职校毕业，进入远离市区的工厂，
在流水线上做一份简单又重复的工
作，生活枯燥乏味、收入微薄、技能没
有提升……但对于台山培英职校的
学生来说，并不是这样。

暑假过后就要升上高三的谢文
毅，在今年3月20日—22日举办的
2022—2023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
生专业技能大赛中职组“机器人技术
应用”赛项中，与同学钟伟康联手，斩
获该项目的二等奖。他们拿下该奖
项，等于提早拿到职高的“入读券”。

回想起自己两年来的职校学习
经历，谢文毅坦言：“选择走职业教育
这条路非常正确。”目前，他已决定，
高中毕业后将继续升学，提升职业技
能。

“职业教育不是‘终结教育’。”容

云飞认为，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对技
能型人才提出更高要求，中职毕业生
选择升入高职、本科继续学习成为新
趋势。

据了解，台山培英职校坚持为学
生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学校通
过“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3+证书”
高职高考、自主招生等模式，为学生
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增强职业教
育的吸引力，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

“学校在课时总体不变的情况
下，对不同学段的文化课和专业课进
行了相应调整。第一年注重公共基
础课教学，第二年注重专业实操训练
和技能证书考取，第三年就业的学生
在校进行专业方向课程学习和到企
业实习，升学的学生在职教高考后参
加为期半年的企业实习。”容云飞说。

职业教育是与产业发展结合最
紧密的教育类型。推进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环节。

为此，台山培英职校根据市场和
区域产业、企业需求，对学校专业设
置不断进行优化调整，增设新专业。
目前，台山培英职校开设数控技术应
用、模具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
应用、机电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
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维护、农村电
气技术、计算机平面设计、动漫与游
戏制作、计算机网络技术、国际商务、
电子商务、商务英语13个专业，其
中，数控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等
专业增加2个高级工匠班，主要培养
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

“我们学校与40多家名优企业
开展合作，学生职业素质高、技术技

能过硬，深受企业欢迎。”容云飞介
绍，广东美的、海信电子、鸿特精密、
金桥铝材、精诚达电路、仁丰五金等
名优企业均与该校建立了深度校企
合作关系，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为
学生提高专业技能、到优质企业实习
和就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成才，目前
台山市已启动建设台山培英职校新
校区。该项目位于台山市台城北新
区东坑路东坑村南侧，项目总投资
2.89亿元，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台山市职业教育
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通
过集中办学，扩大办学规模，将有利
于产教融合，助力高质量技能人才培
养，将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加快城
市化进程。

中高职贯通培养 学生升学无忧

紧跟产业调整专业 学生就业无忧

江门日报讯（记者/娄丹）孩子
需要在秋季学期办理转学的家长注
意啦！蓬江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转
学申请本周结束办理，需要办理的抓
紧时间。

按照蓬江区教育局发布的“蓬江
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3年秋季学
期转学指引”，有转学需求且符合转
学条件的家长，可在7月14日前的上
班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2：
30—5：30）到蓬江区教育局门卫室
排队领取顺序号。领取到顺序号的
家长，按照号码上显示的时间和顺
序，携带资料原件和复印件，到蓬江
区教育局一楼党员活动中心递交申
请。家长递交的申请资料由现场工
作人员进行初步审核，如符合申请条
件，家长签字确认并领取受理回执。
家长所递交的申请资料将进一步提
交至公安户政、人社、不动产信息登
记中心等部门进行复核，核查工作预
计在7月底完成。经复核不符合转
学条件的，区教育局将会电话通知家
长取回申请资料；经复核后符合转学

条件的，可等待学位分配。
在学位安排方面，蓬江区教育局

将根据申请转学的人数，结合空余学
位情况，统筹安排学位。学位安排结
果将在8月初由转入学校通过电话
通知家长，转学通知书由转入学校派
发，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凡服从接受
教育局学位安排结果的，家长可在9
月1日前开学注册时，携带转学通知
书到转入学校办理注册手续；不接受
教育局学位安排结果的，不再另作学
位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区直学校的
转学由蓬江区教育局负责办理，采用
现场办理的方式进行。各镇（街）学
校的转学由镇（街）中心学校负责办
理。转学学位将视各校学位空余情
况及各年级班额情况统筹安排，不以
招生地段作为分配转学学位的依
据。小学、初中起始年级第一学期和
毕业年级第二学期不予转学。区直
公办学校之间不办理转学。凡是转
入年级班额超过规定班额的，则该年
级不再接收转入申请。

蓬江区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转学申请本周结束办理

专业的实训场室专业的实训场室，，为学生到优质企业实习和就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为学生到优质企业实习和就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学生在认真练习技能学生在认真练习技能。。

来自全市各校的300名小小书法家齐聚一堂。

比赛现场公布题目，选手们需要在30分钟
内完成默写。

↓展演环节，选手声情并茂地朗诵。

7月 7日上午10：30，江门市紫茶小学
（南校区）操场上一束灿烂的阳光通过4位学
生手中的镜子一路反射，经过10多米的“路
程”后，照进学校游泳池旁的一条小通道里，
照在正在清洁的校工顺姨身上，原本昏暗的
环境因为这束特别阳光的到来变得温暖起来
……这是紫茶小学师生科创团队围绕“阳光
反射”主题进行的一次温情小实验，也是几位
六年级学生在毕业前送给顺姨的一份“特别
礼物”。

原来，在校园生活中，几位六年级学生发
现顺姨工作的环境有一部分是看不见阳光
的，当他们学习完光的反射原理后，决定学以
致用，向科学老师刘立煌提出，要在毕业前通
过小实验的方式，给顺姨带来一束阳光，照亮
她的工作环境，给她带来温暖。“如今实验成

功完成，让我们觉得小学生涯更圆满了。”该
校六年级学生冯碧滢说。

看到阳光成功照进小通道的那一刻，顺
姨笑了，脸上的笑容在这束阳光的照射下显
得特别灿烂。“阳光总能带给人好心情，谢谢
几位学生和刘老师惦记着我，在特别的环境
里，给了我一束特别的阳光。”师生们的用心
和创意让顺姨十分感动。

除了六年级的学生外，多位低年级学生
也作为小助手参加了本次实验，学习学长学
姐的操作方式。“本次实验是第一次，但不会
是最后一次，六年级的学生毕业后，低年级的
学生会接力，把这项实验持续进行下去，并在
过程中不断优化，通过更科学的方式为校工
送上阳光，创新科学教育方式的同时，在校园
里传递温情。”刘立煌说。 （文/图 吕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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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在用镜子进行阳光反射实验。

◀在学生的操作下，校工顺
姨在昏暗的环境中看到了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