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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教学生涯积累丰富经验

江门教师获省级艺术大奖“双一等奖”
江门教师再获省级重要荣誉！近日，由广东省教育厅举办的第七届

粤港澳大湾区学校美术作品展暨第九届广东省高校美术作品学院奖双年

展获奖名单完成公示，来自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教育学

院的美术、书法教师何德能凭借中国画作品《粤北记行》和书法作品《吴文

英诗三首》获教师组两个一等奖，是本次活动中，唯一获“双一等奖”的选

手，为江门增光。

文/江门日报记者 吕中言 图/受访者提供

获奖后的思考
成果来源于日常积累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是广东省教
育系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三
地教师、学生深度交流的艺术平台，是提
升三地青年群体文化认同感与社会责任
感，加强粤港澳地区学校文化艺术共建
的重要举措。

“几个月的等待，无数次的揣测，最
终在近日的一个晚上知道了比赛结果，
那天晚上，我在家中画室整理学生的写
生画稿，手机的多次震动让我不得不放
下工作，当我在手机上知道比赛结果时，
难以置信，兴奋地来回走动。”回忆起知
道比赛结果的瞬间，何德能历历在目。

回顾获奖作品《粤北记行》的创作历
程，何德能告诉记者，素材是选用2021
年秋天和几位朋友在粤北写生时的10
多幅写生稿中的4幅。“因粤北山形、村
落与我老家的风貌很像，浓厚的乡愁情
怀涌上心头，一种无形的动力驱动着自
己去描写，每幅写生稿都是自己对粤北
乡村感受的记录，每次收笔后都有一个
感动的故事，最终，我把其中4幅画稿组

合成一幅完整的作品，冲击本次活动的
奖项。”何德能说。

而书法获奖作品《吴文英诗三首》，
则是何德能多年来每天临习书法经典过
程中的其中一项作品。“此次活动征稿截
止的前几天，有一个晚上，我跟往常一样
临写书法经典，在临写吴文英诗词后，自
己对成品的笔意与结体有些许满意，于
是翻出几张作品纸反复写了3次，最后
选择了第一次书写的作品参加了此次活
动，这次的经历进一步印证了一个道理：
成果来源于日常积累。”何德能说。

33年教学生涯
积累满满艺术硕果

在江门艺术教育领域，拥有33年教
学经验的何德能有口皆碑，是不少人心
中的“技术大咖”。何德能现为北京李可
染艺术基金会、李小可艺术名家工作室
画家，黔东南苗岭画院院长，同时被聘任
为江门市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中心主
任、蓬江区美术导师。

2016年，《守望乡愁》——何德能碉
楼与村落个人主题作品展面世，该作品展
先后在广州、江门、贵阳、开平、黔东南等

地成功举办。何德能还先后获全国中国
画小品优秀奖、中美协举办的廉政文化美
术作品展优秀奖，入选全国各种展览8
次，获教育部全国教师美术优秀作品奖、
广东省美协首届中国画优秀作品奖、广东
省高校教师美术书法一等奖、江门市政府

“五个一工程”奖（美术类）等殊荣。曾获
江门市委宣传部文化专项扶持资金2次。

“本次获奖，是一份沉甸甸的认可。
认可了我33年来在三尺讲台上的思考

与积累，认可了我在艺术领域的坚守，我
深知，没有学校提供的宽松教与学的环
境，没有同事们交流切磋时的思想碰撞，
没有师友同道们的教诲与点拨，没有家
人在背后默默支持，我难以在艺术之途
行至今日。”何德能表示，在未来的教育
生涯中，他将努力激发更多年轻学子对
艺术的热爱，培养出更多怀揣艺术梦想、
富有创造力的新人，为自己终身热爱的
艺术教育作出最大努力。

“哇！邮递员叔叔来啦！”1月10
日，放寒假的前一天，蓬江区棠下镇
大林小学三（1）班的学生们从邮递员
叔叔手上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寒假“礼
物”——写给自己的信。

不久前，大林小学语文科组在三
年级开展了一次特别的活动——给
自己写一封信。同学们一听就顿时
来了精神，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写
信！

“写什么呢？”“怎么写呢？”同学
们迫不及待地问道。老师耐心地指
导：“你们可以想象自己有一个‘分
身’，TA会告诉你本学期的进步和不
足，再给你提一些未来的期望。”

同学们纷纷动起脑筋写了起来，
先起草，然后按照书信的格式誊写到
信纸上。

“我发现你写的童话故事越来越
好了！你写的作文也没有离题了！”
学生胡芷潼表扬自己道。

“以后别忘了多交朋友，和他们
一起学习、玩耍，这样你会更快乐。”
学生张之衡用“小小衡”的名义叮嘱
自己。

“下课你总是去抓蝈蝈，容易被
草地上的红火蚁咬，所以你别再去抓
蝈蝈了！”学生黄敏馨的童言童语令
人忍俊不禁。

写好信后，同学们还郑重地贴上
了邮票，放学后找到信箱投了进去。
那一刻，他们仿佛穿越了时空，与未
来的自己建立了联系。

1月10日中午，邮递员叔叔亲自
把信送到了学校。孩子们听说后，喜
出望外地跑到校门口，从邮递员叔叔
手中接过自己的信。

学生甘慧乔兴奋地说：“这是我
第一次写信、寄信、收信，而且是第一
次看到邮递员叔叔送信，感觉特别难
忘。”

看着孩子们的笑容，学校负责人
欣慰地说：“‘驿寄梅花，鱼传尺素’，
书信里的那份庄重感和仪式感，是电
子邮件和微信消息等无法比拟的。
我们希望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书信独
有的文化韵味和情感深度。”

（文/图 陈慕欢）

我市公布2025年中考体育考试评分标准

引体向上新增98分分值

江门日报讯（文/曾婧）日前，
广东省教育厅公示了第二届广东省
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展示活动结
果。全省各地遴选报送大课间体育
活动案例324个，经专家评审、现场
展示等环节，现拟授予66个大课间
体育活动案例为一等次，117个大课
间体育活动案例为二等次。其中，江
门小学组有3个案例入选一等次、4
个案例入选二等次；初中组有2个案
例入选一等次，3个案例入选二等次；
高中组有1个案例入选二等次，共13
个案例榜上有名。

江门入选的案例中，获小学组一
等次的学校为鹤山市沙坪街道第二
小学、鹤山市桃源镇桃源小学、开平
市风采实验学校，获小学组二等次的

学校为江门市范罗冈小学、江门市江
海区滘头小学、江门市江海区景贤小
学、江门市蓬江区紫茶群福学校；获
初中组一等次的学校为江门市培英
初级中学、江门市实验中学（初中
部），获初中组二等次的学校为鹤山
市共和中学、鹤山市沙坪中学、江门
市江海区景贤初级中学；获高中组二
等次的学校为鹤山市纪元中学。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中小学大
课间体育活动开展的科学性、规范
性、实效性，丰富大课间体育活动内
容与形式的同时，促进课外体育活动
同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相衔接，以此
提高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培
养学生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张翠
玲）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近日，市
教育局印发《2025年江门市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统一考
试和缓考安排在4月 1日—5月 30
日。其中，引体向上（男生）的评分标
准有微调，同时作出了“外地返回江
门学生和往届生”体育考试成绩评
定。

2025年江门体育中考仍然由统
一考试和体育素质综合评价两个部
分组成，总分为65分，其中统一考试
55分，体育素质综合评价10分，计入
考生学业考试总成绩。统一考试成
绩=必考项目成绩+球类考试项目成
绩+素质类考试成绩，普通考生须参
加以下三类项目的考试。必考项目
占 25分，分别为中长跑 800米（女
生）/1000米（男生）、100米游泳，考
生在2个项目中选1项参加考试。球
类考试项目占15分，考生在排球、足
球、篮球半场来回运球上篮、篮球一
分钟投篮4个项目中选1项参加考
试。素质类考试项目设必考项目和
选考项目，共15分，其中必考项目5
分，为仰卧起坐（女生）/引体向上（男
生）；选考项目10分，考生在立定跳
远、一分钟跳绳、实心球3个项目中
选1项参加考试。

自2021年将引体向上（男子）纳
入体育中考项目以来，我市一直根据
实际情况调整项目要求，2021年引
体向上（男子）是素质类选考项目，
2022 年就成为素质类必考项目；
2024年将满分标准增加了4个，要求
15个为满分，6个60分。2025年，该
项目新增98分的分值，标准为14个
（往年评分标准每隔 5 分一档，如
100、95、90，以此类推）。其余项目
沿用去年的评分标准。

外地返回江门学生和往届生怎么
考？根据《意见》，外地返回江门参加
中考的学生和往届生的统一考试成绩
须按普通考生参加当年我市的统一体
育考试取得成绩。其中，该类考生的
体育素质综合评价成绩在统一考试中
增考2个素质类考试项目共10分，每
项分值为5分，按《江门市初中毕业生
升学体育考试项目评分标准》评分计
入体育中考成绩，增考的两个项目为
立定跳远、一分钟跳绳、实心球3项素
质类选考项目中没有选考的2个项目
进行考试，并确定成绩。

在考试时间和地点的安排上，各
县（市、区）教育局设立1个定点考点，
组织本地区初中毕业生进行统一体育
考试；市直学校的体育考试考点由市
教育局统一设立在江门市第一中学景
贤学校，将于4月25日开始组织考试。

引体向上的
评分标准近年根
据实际情况不断
调整。

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展示活动结果公示

江门13个案例榜上有名

学生收到自己的“时空来信”

校校
园园
故故

事事

学生们从
邮递员叔叔手
里接过给自己
的信。

陈白沙中学“穿越”课堂系列活动收获好评

“白沙”先生领“弟子”以古识今
师生一起穿上明服，共同走进一比一还

原的明代学堂中上课，老师化身“陈白沙”，学
生们化身“弟子”，沉浸在明代学堂的教学模
式中，从人物关系、言行举止、课堂礼仪等方
面都进行了还原，一首首直抒胸臆的诗，一阕
阕清新淡雅的词，不时从学堂中传来……

作为一所以陈白沙命名的中学，陈白沙
中学十分明确，白沙先生的经历、哲学思想、
教育精神等都是学校宝贵的“财富”，为了让
学生沉浸式感受白沙先生的教育思想，在刚
结束的学期，陈白沙中学通过多种方式开展
“穿越”课堂系列活动，1月11日，寒假前最
后一次“穿越”课堂活动圆满结束，学生们再
一次身临其境，和“白沙”先生面对面交流，
收获广泛好评。教育人士认为，“穿越”课堂
活动，对于中小学语文、历史等科目教学而
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吕中言

身穿明服的“白沙”先生领着几位
“弟子”背着筐到圭峰山采茅草，“弟子”
说：“先生，您看，我采的茅草行吗？”“白
沙”先生说：“不行不行，这制作茅龙笔的
茅草呀，不能硬拔，要巧摘，而且摘的时
候，必须分辨它的粗细、硬度。便如读
书，须耐下性子。”

另一位“弟子”说：“先生，来这圭峰
山摘茅草制笔虽是方便，可这笔写起字
来却像骑着一匹烈马，不好驾驭。”“白
沙”先生笑着说：“你这比喻倒也恰当。
书法之道，心若至，便自鸢飞鱼跃。只要
善待这一束茅草，它便能伴你墨舞九
天。”

这是陈白沙中学“穿越”课堂系列活

动的其中一场，身穿明服的师生们把各
自的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镜头来到另
一边，“白沙”先生带着几位“弟子”来到
宋元崖门海战时期宋帝投海的崖山前，
一块石碑上写着：张弘范灭宋于此。一
位“弟子”取茅龙笔，蘸墨，递给“白沙”先
生，“白沙”先生缓缓落笔，在“张”字之
前，写下了一个“宋”字。

另一位“弟子”说：“宋张弘范灭宋于
此！妙啊！先生添此一字，世人皆知此
人所作所为。”

“白沙”先生感慨道：“伤心欲写崖山
事，惟看东流去不回，草木暗随忠魄尽，
江淮长为节臣哀。”

紧接着，众“弟子”齐声说道：“精神

贯日华夷见，气脉凌霜天地开，耿耿圣旌
何处是，英灵抱帝海涛隈。”

“500多年前，白沙先生创立的‘江
门学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一直以
来，我们都在思考如何弘扬白沙文化，让
白沙思想的精髓转化为莘莘学子前行的
力量。为此，我校构建了‘学白沙精神—
育家国情怀—做白沙君子’三级德育教
育体系，同时在校园的特定场室高度还
原了明代学堂的学习环境，打造‘穿越’
课堂系列活动就是希望发挥学校软件和
硬件的优势，让学生在认真还原明代角
色的过程中受到更深层次的启发，同时
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文言文的积累和运用
能力。”陈白沙中学校长吴俭开说。

“以前总听人说，如果要
真正理解一个人的思想，要
穿他的鞋，走他走过的路，在

‘穿越’课堂系列活动中，我
就有这种感觉，通过一系列
的角色扮演，我得以了解白
沙先生的爱国情怀、孝悌仁
爱、淡泊功名等气节操守形
成背后的原因，深刻感受到
白沙先生在那个年代的种
种不易，由此带动我
语文素养进一步提
升。”陈白沙中学学生
小陈说。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教
育领域所倡导的，除了陈白沙中学，近年
来，我市越来越多学校通过各种方式让
师生在“穿越”中感受传统文化，如蓬江
区省实学校初中部历史科组的老师们卸
下“包袱”，在讲述不同朝代的知识时穿
上对应的服装，进行生动的角色扮演，让
课堂活起来。

多位教育人士认为，对于中小学语
文、历史等科目的教学而言，“穿越”模式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穿越’的方式十
分创新，值得提倡。‘穿越’在教学范围内

开发了一种新的戏剧模式，可较大程度
把参与者和观众带入古人的生活中，让
大家对古人生活有真实和完整的了解，
这种模式与传统戏剧不同之处在于，打
破了时间和空间逻辑，增加了滑稽的效
果，也增加了游戏感和趣味性，能让现代
人与古人直接‘对话’，真正汲取古人智
慧，实现以古识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刘良华说。

“‘穿越’课堂带来了不少传承启
示。各个朝代的服装是不同的，当学生
和老师穿上对应的服装，模仿相关的礼

仪，确实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让学生接
受文化洗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授高慎英认为，开
展“穿越”课堂需要注意这些方面：“穿
越”必须保持持续性和稳定性，尤其是道
具和场景方面；一旦进入过去的场景，就
必须尊重过去的历史，可以适当改编历
史，但不能篡改历史，简单来说就是“穿
越”可以，但“穿帮”不可以；“穿越”虽然
是在传统戏剧基础上进行创新，但也必
须有戏剧的基本元素，要么呈现为开心
的戏剧，要么呈现为深沉的戏剧，无论哪

种类型，都要
有 故 事 情
节，要令人
心动，“故
事感”和

“ 幽 默
感”不
可 或
缺。

润物无声“穿越”课堂高度还原细节

带来启示 打破空间逻辑，汲取古人智慧

“穿越”课堂高度还原古代的场景。

何
德
能
的
中
国
画
作
品
《
粤
北
记
行
》
和
书
法
作
品
《
吴
文
英
诗
三
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