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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简家琳）近日，在新
会区慈善会的指导下，蒲公英社工中心联合新会华
侨实验小学开展校园义卖角活动。该活动为“慈心
向善，公益前行”慈善文化弘扬项目，是新会区慈善
会第八届慈善公益创投活动之一。

在校园爱心义卖角，学生们开展跳蚤市场活动，
吸引了众多学生和教职工参与。精心布置的摊位上，
摆满了学生们自愿捐赠的各式各样物品，包括书籍、
手工艺品、玩具、文具等。大家在摊位间穿梭，挑选着
自己喜爱的物品。据介绍，所有物品均以“爱心兑换
券”形式进行交易，学生们通过参与前期捐赠爱心物
品获得的“爱心兑换券”，来换取他们心仪的物品。

“此次活动让学生们体验到了闲置物品漂流起
来的意义，旨在弘扬社会正能量，培养学生的公益意
识，让爱与温暖在校园内传递。”项目负责人区艳芳
表示。

现场，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对慈善文化的认识，
主办方还设置了慈善文化展架，为到场学生提供丰
富的视觉体验的同时，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宣传慈
善文化。

据了解，接下来，“慈心向善，公益前行”慈善文
化弘扬项目组将走进会城更多学校，继续建立校园
爱心义卖角，让慈善文化在校园内生根发芽，让更多
的学生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大鳌镇特沙小学
注重岭南派水墨画特色教学

让美育种子
在乡镇生根发芽

江门日报讯（记者/简家琳）“大家观察一下，
河堤边的这棵树形状是什么样的？要如何用笔墨表
现出来？”12月18日，在大鳌镇特沙小学的水墨画课
堂上，美术老师张煜锋循循善诱，让学生们打开想象
的翅膀，尽情发挥创造力。

一直以来，该校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对国画、书法
等的兴趣，自2013年起，先后有100多人次参加国
家、省、市、区级书画比赛并获奖。2022年，学校被
评为江门市艺术（美术）教育特色学校。

作为特沙小学的一大亮点，岭南派水墨画特色
教学如今已在全校全面铺开。“水墨画教学有利于学
生全面发展，为发展学生个性，开发潜能，提升美术
核心素养和创新能力开辟了无限空间。”张煜锋告诉
记者，在学校的支持下，他于2016年在校创建了美
术社团“水之韵艺社”，扎实开展“以艺铸魂 水墨飘
香”艺术特色教育，提升学校的美育内涵。

据介绍，张煜锋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
学会会员、江门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江门市中国画学
会会员、江门市新会区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新会区
小学美术兼职教研员，师从岭南画派第三代传承人
梁坚，其书画作品和撰写的论文、教学设计、教学成
果多次获省、市、区级奖项。

自2011年以来，在张煜锋的推动下，特沙小学
的美育建设蒸蒸日上。他根据美术课程标准，自编
了《水墨飘香》《墨彩飞扬》两本校本教材，并在课堂
教学中有效实施。在教学中，他尤其注重乡土文化
的传承，教学生画慈姑、荷花、莲藕、木棉花、渔船、小
桥流水等在大鳌镇可见可观的景色景物。“将乡土文
化与水墨画结合，使传统艺术形式在现代教学中焕
发新活力，同时能够拉近水墨画与学生的距离，提升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张煜锋表示。

“我很喜欢画画，在张老师的教导下，掌握了不
少水墨画的绘画技巧。”五（1）班陈芷琪是水之韵艺
社的一员，她从三年级开始坚持学习水墨画，画技日
益熟练，好几幅作品被收藏到了学校博雅阅览室中
对外展览。

据了解，近年来，特沙小学以“走出去参加书画
展评，请进来名家大师现场挥毫”的方式拓宽学生美
术视野，鼓励学生从小打好基础。同时，该校将博雅
阅览室打造为展览基地，用于对外展示水墨画特色
教育成果，精美的布展、琳琅满目的作品赢得了好
评。

新会文华小学

千人比拼硬笔书法
江门日报讯（记者/钟珍玲）近日，新会文华小

学开展“硬笔写人生，墨香飘校园”——千人硬笔书
法比赛，全校师生齐参与，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建
设，普及规范汉字书写，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
有效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活动伊始，学校教导
处副主任冯倩霞向大家讲述了活动的意义和要求，
并寄语学生，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希望大家
在一笔一画中领悟中华文化精髓，培养良好的道德
品质和行为习惯。

比赛现场，同学们坐姿端正，屏息凝神，运笔沉
稳。起笔，下笔，顿笔，提笔，挥洒自如，笔墨丝丝浸
染着纸张，字形盈盈展现着优雅，汉字之韵就在其中
悠然徜徉。

活动当中，评委老师精心评选，评选出各年级优
秀书法作品。师生们纷纷表示，经过大赛和点评，获
益良多。

“老师夸我的字写得不错呢，我每天半小时的练
字终于有了成果，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四年级学生
黎镁思笑着说。

新会华侨实验小学设爱心义卖角

让校园更有温度

学生们在摊位间穿梭，用“爱心兑换券”换取他
们喜爱的物品。

“同学们，新一期报纸
下发了，请大家及时

完成这周的摘抄
作业。”12 月
18 日，在课
堂上，新会
区双水镇
东凌小学
政 教 处
副主任、
五（1）班
语文老师
卢燕华拿
着《 青 苹

果》校园专刊
对学生们说。
据 卢 燕 华 介

绍，东凌小学将《青苹

果》融入语文教学中，以她任教的五
（1）班为例，每周新一期报纸下发
后，学生会先浏览一遍，从中挑选自
己最喜欢的一篇优秀学生习作，拿
软皮抄摘抄习作的开头、结尾段，并
摘抄5个好词、3个好句用于日常作
文素材积累。

“《青苹果》分高年级、低年级
版，上面刊登的优秀学生作文题材
贴近课堂，语言生动，能为同龄学生
起到示范作用。多读报、多积累，对
学生们的日常习作有很大帮助。”卢
燕华说。

“我从一年级开始坚持积累，有
好几个摘抄本，日积月累下，我学会
了在日常写作中灵活运用摘抄过的
好词、好句、好段落，作文成绩比较
稳定。”五（1）班学生黄紫晴告诉记

者，只见她桌面上整齐摆放着《青苹
果》和软皮抄，手里拿着红笔、黑笔，
不时圈圈画画，不难看出，她对《青
苹果》的熟悉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青苹果》低年
级版全刊标注拼音，能帮助一至三
年级学生识字，帮助学生掌握字词
读音、用法。“标注拼音的做法，能让
小朋友学到实处，在学习新知识的
同时扩展词汇量。”卢燕华为《青苹
果》的实用性点赞。

同时，报纸内容丰富、图文并
茂，综合了深度与广度，既有贴近学
生学习生活的校园新闻，又有扩展
思维能力的科学知识，还有国内外
新闻热点、科技文化、动物百科、民
俗知识、卡通故事等，让孩子在学习
阅读和写作的同时，知晓天下事。

在三江镇联和小学四年级，很
多学生都有一本专用的“摘抄本”，
用来摘抄《青苹果》的好词、好句、

好段，有的学生甚至抄写
“好文”。记者打开

四（4）班钟曼婷
的 摘 抄 本 看
到 ，封 面 写
着“写青苹
果报”几个
字 ，内 页
是摘抄的
好文章、
好 词 句 。
同 样 ，赵
钰 莹 同 学

也写了满满
一本。
“写作是学

生语文素养的一个
主要能力，也是老师教

学的重点。”联和小学语文老师赵

瑞瑜表示，摘抄、抄写等多种形式
的笔记方法，可以让学生熟悉写作
思路，了解写作框架，加深对文字
的印象，帮助学生培养语感，驾驭
文字。“特别是对写作‘困难户’来
说，有了一定的文字积累，就不会
看着作文题目无从入手、无话可说
或无字可写。通过摘抄学习，如遇
到自己看过或者印象深刻的熟悉
题材，学生的脑海里会形成一些

‘画像’，再结合自己的想法，下笔
就会更加从容，写出一篇属于自己
的作文。”

在四（5）班同学刘珍珍的摘抄
本上，记者看到，她喜欢摘抄一些比
喻词句以及一些细节描写，她认为
这样可以帮助增加自己的想象力，

“我脑海里会想到这些场景，但是总
感觉找不到合适的文字描述。看了
范文里的描述，我觉得正是我想写
的文字。所以，我重点加强这方面
的积累。”她说。

语文教师容友香在鼓励学生摘
抄的同时，建议学生在阅读《青苹
果》时划出重点段落，在报纸上用到
本学期四年级的语文学习方法——
写“批注”，即在合适的地方批注自
己的阅读体会、感受，加深对遣词造
句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做到知识融
会贯通。

三江镇八堡小学语文老师赵美
玲认为，如果学生不爱阅读，作文会
很难教。她平时要求学生利用中午
饭后睡前的时间阅读《青苹果》，看
不完的内容存着，利用周末、寒暑假
继续阅读。“我们学校有很多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父母多数在工厂工作，
假期陪伴孩子的时间相对少。我们
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孩子学习，让孩
子少玩手机。”赵美玲说，《青苹果》
是一份优秀的读物，同时分高、低年
级，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看“身
边人”的优秀作文，更容易学习、上
手。

阅读作文、划出重点、摘

抄好词好句……随着《江门

日报·青苹果》（以下简称《青

苹果》）校园专刊走进各校，

一个个活学、活用的新场景

在课堂上应用起来，不断调

动起孩子的阅读、写作兴趣，

成为他们学习的“好帮手”。

《青苹果》校园专刊是一

份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

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

江门日报社联合主办的校园

专刊，是江门市优秀中小学

生重点课外读物。《青苹果》

现已创刊20多年，“粉丝”队

伍逐渐发展壮大。

新会各校用好用活《青苹果》校园专刊

《青苹果》成为学生的“好帮手”

“选材贴近孩子们的生
活”“可以积累单词、好

词好句”“能锻炼学生
阅读理解”……12
月17日，问及《青
苹果》校园专刊
能如何帮助学
生提高语文成
绩时，大鳌镇
特沙小学的老
师们纷纷表示。

据介绍，大
鳌镇特沙小学每

周都会组织学生读
报，并利用红领巾广

播站向全校师生分享《青苹果》上的
优秀学生作文及新闻报道，让学生
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同龄人对世界的
敏锐观察与独特表达。

“我们希望借《青苹果》培养学
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养。”大鳌镇特沙小学专职副书
记何健华告诉记者，《青苹果》上除
了本地学生优秀作文，还有《看世
界》《国学通》《小记者聚焦》等栏目，
内容涵盖科普知识、生活常识、古诗
背诵、新闻热点等，学生不仅能从中
汲取丰富的写作素材，还大大拓宽
了他们的视野边界。

“更重要的是，为了在《青苹

果》上刊登优秀习作，学生们都很
积极，每次布置作文，他们都跃跃
欲试，大多数学生没有了过去一提
到作文就头疼的问题了。”何健华
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大鳌镇特
沙小学有6位学生的优秀作文和绘
画作品曾发表在《青苹果》上，其中
在老师的指导下，六（1）班的袁馨
怡同学曾两次发表优秀习作。而
且《青苹果》校园专刊的互动性很
强，锻炼语感和观察能力的小游戏
以及其他互动题目以寓教于乐方
式，提高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巩
固所学知识。

每天的中午12时30分到
13时，是新会圭峰小学全校午
读时间，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享受着阅读的乐趣。而《青
苹果》作为圭峰小学师生们的

“老朋友”，在午读中出现的频
率极高。

“《青苹果》是学生的好朋
友、老师的好助手，每周《青苹
果》一来，学生们都很开心，课
后阅读已经成为大家的好习
惯。”新会圭峰小学骨干教师谭
伟靖说。

来到圭峰小学，你会清晰
地感受到书香校园氛围。这里
随处可见国学经典、励志名言，
每个班级都设有图书角，教学
楼、走廊、广场等随处可见布置
舒适的开放式阅读空间，还有
造型可爱的小书屋，学生们可
以随时随地与书做伴，享受阅
读。课余时间，你总可以看到
同学们捧着书本看得津津有
味。对于圭峰小学的很多学生
来说，《青苹果》是他们接触的
第一份校园读物。从一年级开
始，学校就通过鼓励报刊订阅
培养学生的良好阅读习惯。

“我们信赖《青苹果》的内
容品质，多年来，《青苹果》也确
实没让我们失望，内容更加丰
富多彩，版面越来越精美，而且
贴近校园生活，确实有利于开

启学生们阅读能力的大门，培
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文学修
养。”谭伟靖告诉记者。同时，
圭峰小学还定期组织《青苹果》
阅读分享会等活动，指导学生
们高效阅读，让孩子们爱上阅
读。

如今，《青苹果》已经进入
圭峰小学的课堂，语文科组会
选取优秀作文作为范文讲
解，研究更好的作文课
教学范本。还鼓励
学生们积极投稿，
有效提高大家
的写作积极性。

另 外 ，圭
峰小学向日葵
文学社还尝试
与“青苹果”品
牌联合，打造学
生创作天地，开
展校园现场作文
大赛，效果喜人，越
来越多学生参与文
学社活动，写作不再是
老师布置的任务，而是学生
们放松心情、表达自我的好方
式。

不少学生还积极参加了
“青苹果小记者培训”“青苹果
趣味作文大课堂”等活动，通过
这些更广阔的平台充分展示自
我风采。

多年来，崖门镇各小学重
视提高学生阅读写作技能，挖
掘优质辅助资料，不断加强学
生读写训练。而一沓沓散发油
墨香味的《青苹果》是崖门镇小
学生的读写“好伙伴”。

在黄冲小学，每天下午的
晚托时间，学生有20分钟是与
《青苹果》度过的。“每周一期的
《青苹果》阅读素材丰富，作文
选材贴近小学生生活。我们要
求每位学生都准备一个摘抄
本，以手写或剪报方式摘抄《青
苹果》的好词、好句，学习江门
各县（市、区）学生的作文闪光
点，久而久之，便能在自己的作
文中融会贯通。”崖门镇黄冲小
学教导主任欧锦霞对记者说。
她还告诉记者，每年11月至12
月举办江门市小学生现场阅读
写作大会期间，该校自主开展
校内现场写作比赛，要求全体
学生参加，并择优推选出优秀
学生代表学校参加上级比赛，
未入选但作文出色的会在班内
进行表彰，以此激励学生们爱
上阅读、爱上写作。

黄冲小学活用《青苹果》并
不是个例，崖门镇其他学校如
仙洞学校、三村小学、交贝石小
学、田边小学等，每周都安排固
定时间供学生阅读《青苹果》，
学生们对《青苹果》爱不释手，
教师运用起《青苹果》更加得心

应手。
交贝石小

学教导主任李
锦清告诉记
者：“结合《青
苹果》进行阅
读 写 作 教 学
后，能明显感受
到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写作水平都
有所提高。”

三村小学教师钟小
英表示：“学校每一篇被刊登
在《青苹果》上的作文，都代表
了对学生和指导老师的肯定
和鼓励，我们每次都会在升旗
台上隆重表彰作文成功登报的
学生，让全体学生一起感受这
份荣誉。”

“《青苹果》已成为
孩子们了解外界的
窗口，孩子们在
欣赏优秀范
文的同时，
还能了解
全市各学
校举办的
精 彩 活
动，学习
科普小知
识。”仙洞
学校办公
室主任杨叶
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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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青苹果》进校园

新会圭峰小学

双水镇东凌小学 善用《青苹果》积累好词好句

崖门镇

设《青苹果》阅读时间

三江镇联和小学、八堡小学 学生有本专用“摘抄本”

大鳌镇特沙小学 积极引导学生投稿优秀作文

↑圭峰小学推进《青
苹果》进课堂，阅读课上，
老师引导同学们享受阅
读的乐趣，积累写作素
材。 ←大鳌镇特

沙小学学生在老
师的带领下读报。

双水镇东凌小学学生摘抄双水镇东凌小学学生摘抄
《《青苹果青苹果》》上好词好句上好词好句。。

崖门镇黄冲小学学生利崖门镇黄冲小学学生利
用晚托时间阅读用晚托时间阅读《《青苹果青苹果》。》。

三江镇联和小学课堂上三江镇联和小学课堂上，，
赵瑞瑜老师给学生讲如何活赵瑞瑜老师给学生讲如何活
用用《《青苹果青苹果》》写作文写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