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门日报讯（罗双双） 3月5日
是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连日来，
我市各中小学广泛开展学雷锋主题
系列活动，引领学生以实际行动弘扬
和践行雷锋精神，争做追“锋”少年。

3月1日，蓬江区丰乐小学协同学
校家长委员会开展“争做时代追‘锋’
人 开启劳育好‘义’头”家校共育亲
子义工活动，家长与师生携手，齐心协
力共同为教室“换新颜”。孩子们在实
践中领悟劳动的意义，通过志愿服务
践行雷锋精神，增强家校凝聚力。

“叔叔阿姨，请喝茶。”3月3日，
蓬江区棠下镇实验中心小学组织学
生学习制作爱心中药茶包，送给当周
值日的家长义工。其间，学生亲身体
验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增强感恩意
识，学会关爱他人。

此外，江门市第二中学、江海区
景贤初中、江海区礼乐中心小学等学
校组织学生到校园周边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对街道、楼道、绿化带等公共
区域进行全面清扫。学生们不怕脏、
不怕累，在奉献中体验快乐，用实际
行动诠释新时代少先队员的责任与
担当。

雷锋主题队会课、唱响雷锋赞
歌、丹青绘“锋”采、红领巾追“锋”行
……江海区景贤小学、江海区江门
一中附属小学、江海区朗晴小学、蓬
江区木朗小学、新会圭峰小学等学
校纷纷将3月份定为学校的“学雷
锋月”，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雷
锋活动，通过多种形式让学生深入
了解雷锋的事迹和精神内涵，传承
雷锋精神。

江海区礼乐中心小学校长付师
华表示，学校将持续开展学雷锋系列
活动，让学雷锋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
少年，让爱与责任在每个孩子心中生
根发芽。

我市各中小学广泛开展学雷锋主题系列活动

做追“锋”少年

江门日报讯（曾婧）日前，江海
区礼东小学在大课间举办“绳”采飞
扬跳绳达人比赛，丰富学生课间生
活，以趣味运动为载体，培养学生体
育锻炼习惯，打造积极健康、蓬勃向
上的校园文化。

比赛采用“攻守擂台”赛制，分年
级段进行。首位登场的学生为“擂
主”，其他学生可自告奋勇挑战“擂
主”，一分钟内跳绳次数多者为胜。

“我很喜欢跳绳，每天放学回家

都和哥哥比赛，没想到能在学校拿
奖！”该校二（2）班学生梁心怡在一分
钟内跳了188次，获得“小达人”称
号，兴奋地展示手里的奖状，“拿到奖
状之后我特别开心，同学们也很羡慕
我。以后，我每个学期都要做‘小达
人’”。

“礼东小学将持续推进‘体教融
合’工作提质增效，以更开放的姿态
探索未来学校体育新样态。”该校校
长谭月好表示。

中药汤剂成分分析中
代入“鸡兔同笼”

“鸡兔同笼”是小学数学中经典
的逻辑问题：已知笼子里有若干只鸡
和兔子，头的总数和腿的总数已知，
如何求出鸡和兔子的数量？吴骐志
将这一问题的解题思路迁移到了中
药汤剂的成分分析中。

在中药汤剂的调配中，每种药材
的比例直接影响药效。例如，甘草和
茯苓是常见的药材，它们的重量比例
决定了汤剂的功效。吴骐志通过数学
建模，将甘草比作“鸡”，茯苓比作“兔
子”，药材的总袋数和总重量则相当于

“头”和“腿”的总数。利用假设法，先
假设所有药材都是甘草，计算出总重
量，再与实际重量进行比较，通过差值
推算出茯苓的重量。这一过程与“鸡
兔同笼”问题的解法如出一辙。

“这就像解数学题一样，只不过
我们把鸡和兔子换成了甘草和茯
苓。”吴骐志说，通过这种方式，不仅
巩固了数学知识，还学会了如何将数
学思维应用到实际问题中，“这个项
目让我知道了不同的中药有不同的
功效，然后用这些中药按照一定的比
例又可以调配出不同的汤药包。比
如，二陈汤包括半夏、陈皮、茯苓、甘
草，可以祛湿气。”

在演示中，吴骐志通过已知的中
草药成分重量，用Python代码推算
出该配比属于哪种汤药。“反过来，如
果我们已经知道是哪种汤药，也可以
通过编程算出该汤药具体需要哪些
中草药及其重量。”吴骐志说。

跨学科融合让学习更有趣
这一项目是该校跨学科融合教

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将数学、编程与
中医药知识有机结合，让学生们在解
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到知识的
魅力和应用的价值，也让学习更有
趣。“我们希望可以打通教学壁垒，实
现跨学科教育，培养优秀的复合型人
才。同时，让学生初步了解编程语
言，通过代码语言帮助学生倒推还原
数学问题，分析解决过程，进一步提
高学生的数学逻辑思维。”该校数学
教师文佳颖说。

不仅如此，吴骐志还将劳动融合
到该作业中。“这套代码写出来后，我
立刻告诉了家人。因为我们家里也
有茯苓、甘草，于是就用这套代码推
算汤剂成分配比，动手做了一锅四君
子汤，与家人分享。”吴骐志表示，接
下来，他还打算学习更多汤药的配
比，并将方子加入到这套代码中，不
断完善内容，期待以后可以解决更多
实际问题。

2024年我市中职学校应届毕业生服务第二产业人数同比增加近50%

以中职所能提供产业所需
回想起一年前，江门市第一职业技术学

校（以下简称“江门一职”）2021级计算机专
业毕业生余嘉昊坦言，那时即将毕业的他对
未来颇感迷茫，后来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选
择报读江门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学徒制相关专
业。如今，还是学生的他已获得企业的认可，
在学习之余，担任广东鑫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减隔震车间硫化班班长。在他看来，自己
当初做出的决定无比正确。

昨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2024年，我
市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为97.6%，服务第
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能源生产）人数同比
增加近50%，增幅创历年新高。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该现象与我市中职教育有针对性
地调整专业结构、产教融合方式、就业导向等
息息相关，进一步彰显中职教育服务地方产
业发展的定位和属性。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吕中言

展望未来 创新手段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如何创新手段，与产业发展同频共
振，培养更多人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是我市各中职学校未来共同努力的方
向。

新会机电计划调整专业结构，新增
两个与江门市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战略性产业紧密相连的工科专
业，分别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和

“物联网技术”。同时，推进高质量校企
合作实训中心建设，与数控技术应用、机
电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相关的企业共
建实训中心，形成人才培养闭环。

鹤山职校同样计划围绕专业调整
“做文章”。“学校将组织专业调研团队，
深入分析我市第二产业的发展趋势与企
业需求，及时淘汰与市场脱节的老旧专

业，计划新增如人工智能制造应用等新
兴专业，确保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同频
共振。同时，对现有专业课程进行深度
改革，邀请行业专家参与课程设计，将企
业实际项目案例融入教学内容，使学生
所学知识紧密贴合岗位需求。”鹤山职校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就业指导与服务方
面，该校计划构建贯穿学生在校全过程

的就业指导体系。从入学开始，开展职
业启蒙教育，引导学生了解第二产业的
发展前景和职业方向；在学习过程中，定
期举办第二产业相关的职业讲座、技能
竞赛和企业参观活动，增强学生的职业
认知和就业竞争力；临近毕业时，为学生
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和精准的岗位推
荐服务，让他们顺利就业。

继续学习更多编程知识

编程“小达人”是如何炼成的？两位
获奖选手表示，编程讲究严谨和创新，任
意一个符号或字母输入错误，都会导致
指令无法运行。在备赛过程中，他们投
入了大量时间进行学习和练习，使自己
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
得到充分锻炼。

“我喜欢程序编写完成后，指令成功

运行时的成就感。图形化代码是比较基
础的编程语言，我想继续学习更高级的
编程语言。”王祖鑫最开始接触编程，是
在学校的信息技术课堂上。随着学习的
深入，编程中涉及的英文指令、函数知识
等，对于小学四年级的王祖鑫来说有点

“超纲”。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学习的热
情，目前他正利用课余时间自学Java语

言，期待未来有机会再次参加比赛取得
更大突破。

“通过这次比赛我认识到，编程在
航空航天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如果将来我编写的程序能在太空中发
挥作用，那将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和自
豪的事。”比赛结束后，卢君瑶表示自己
对编程保持着浓厚的学习兴趣和热

情。“无论是春晚上扭秧歌的机器人，还
是强大的 DeepSeek，都让我感到振
奋。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要更加努
力学习，学好编程，才可以更好地理解
和运用科技。”卢君瑶表示，她希望未来
能成为一名太空牧“码”人，为我国航天
事业贡献力量。

2名江海小学生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中获得一等奖

希望未来能成为太空牧“码”人

从数学题到中药方

小学生用编程“解码”药汤配比

江海区礼东小学：

大课间“绳”采飞扬

限时60分钟，用编写的代码闯过“太空探险”重重难关……近日，2名江海学子凭借过硬的编程能力和沉着冷静的现场发挥，
在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中“闯关”成功，获得ICode太空探险挑战赛项创意图形化小学组
一等奖。他们分别是来自江海区景贤小学的王祖鑫和来自江南小学的卢君瑶。

本次比赛在郑州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球10余个国家的1.1万余支队伍、1.9万余名精英选手，围绕20余个大项展开激烈角
逐。江海两位小选手通过区赛、省赛的层层选拔，成功晋级总决赛，与其他优秀青少年编程选手同场竞技，展现了侨乡青少年的编
程实力和创新精神。

文/罗双双

克服紧张情绪逐一破解难题

作为教育部公布的面向中小学生的
竞赛活动之一，世界机器人大赛自
2015年举办至今，共吸引全球逾50万
名选手参与，被誉为机器人界的“奥林
匹克”，是涵盖20余个竞赛大项的国际
性赛事。自2020年起，连续入围教育
部办公厅公布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
性竞赛活动名单。

两位小选手参加的 ICode太空挑
战赛是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的赛项
之一，以“编写代码，模拟远程控制机
器人进行太空探险”的形式进行，内容
以任务关卡形式呈现——选手需要使
用图形化代码或Python代码，控制关
卡中的机器人行动，完成规定的任
务。参赛选手以个人形式参赛，比赛

时间60分钟，设有30道题。参赛选手
要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完成探险
任务，并尽可能使用高效率的编程解
决方案。

在总决赛的激烈角逐中，面对“太
空探险”的重重难关，首次参加大赛总
决赛的王祖鑫和卢君瑶努力克服紧张
情绪，沉着冷静地敲下一行行代码，逐

一破解难题。最终，他们凭借过硬的编
程能力获得 ICode太空探险挑战赛创
意图形化小学组一等奖。“这次比赛让
我的编程能力得到了提升，更让我意识
到，编程不仅是敲代码，更是解决问题、
实现创意的有效途径。”卢君瑶表示，此
次获奖，让她坚定了继续在编程世界里
探索前行的信心。

全市统筹 探索技能人才培养路径

据官方统计，我市第二产业GDP
占比从2020年的42.1%提升到2024年
的43.5%。在持续稳步提升的同时，制
造业成为我市越来越重要的发展底
气。为此，我市中职教育行业看准机
遇，进一步提升服务我市重
大战略及重点产业的
能力。

例如，2024
年，市教育局

以家电产业链为试点，推动教育链、人才
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有机衔接，统筹指导
江门一职等中职学校与家电产业链重点
企业联动，探索共建中高职贯通产业学
院、订单班，共建共享专业课程资源库，
为我市产业链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
技能人才培养路径。

与家电产业链“接上头”后，
江门一职与行业协会、链主企业
等积极联动。“学校有针对性

地了解家电产业链在研发、设计、生
产、销售等多个环节的人才需求，引入
企业实际案例和先进技术，让教学内
容更加贴近生产实际，不断优化课程
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激发更多学生
投身制造业的热情。”江门一职校长毕
国强说。

中职教育作为培养各产业技能人
才的摇篮，当产业发展方向和人才需求
发生变化时，专业调整的步伐需要及时

跟上。记者了解到，围绕江门市各大产
业集群和15条重点产业链对技能人才
的需求，近三年我市中职学校新增20
个紧缺专业，这些专业以工科专业为
主，包括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电梯
安装与维修保养、物联网技术应用等；
同时撤销27个不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
专业，这些专业以非工科专业为主，如
文秘、商务英语、旅游服务与管理、汽车
服务与营销等。

去年，黄
国钢从鹤山职
业技术学校（以
下简称“鹤山职校”）
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专
业毕业后，进入广东斯柯电器有限公司
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出色，目前他已成
为该企业制造部的一名组长。“在还没正
式开始实习前，我经常有机会到学校和
企业观摩学习，提前感受职业氛围和了
解前沿的制造技术，参与技术难题的攻
克，逐步对制造业产生浓厚兴趣，提前确
定了就业方向。”黄国钢说。

为了给我市第二产业培养更多优秀

技能人才，在市教育局发挥统
筹、协调、牵线搭桥作用的基础

上，各中职学校结合实际，积极发
力，黄国钢就是其中的生动例子。鹤

山职校根据上级部署，于2023年整体搬
迁至鹤山工业城办学，形成了“产业引导
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支持产业”的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互动格局，建立了对接本土
第二产业特色专业群——电气设备运行
与控制专业群，包括电气、数控和信息技
术专业。同时，与广东索奇电器、世运电
路、得润电子、斯柯电器等优秀企业，共
建了智能制造产业学院。

在市教育局的指导下，新会机电高

级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新会机电”）
规划建设了新会职业教育集团，成立由
第二产业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和专家组
成的专业建设委员会，定期组织开展人
才需求调研，动态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构建了深度对接产业链的岗位课
程。比如，数控、汽车、机电、工业机器人
等专业分别与企业共同开发基于产业链
的岗位化课程。“这些实践强化了学生对
第二产业的认识，进而引导他们做好职
业规划。”新会机电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校还积极打造“平台共建，基地共育”育
人模式，具体做法包括“产品进教材”，构
建基于工作过程的技能训练体系，打造

产教融合校外基地等。该模式还获评为
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项目优秀案例。

江门市工贸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
称“工贸职校”）则与企业共同开发课程、
编写教材。例如，该校与纳思达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建立产教融合校外实践基
地，通过企业捐赠打印机设备、选派专业
教师到企业学习实践、邀请企业技术人
员到校指导交流等方式，共同开发打印
机维修维护课程。该课程由企业导师和
校内“双师型”教师共同组建的教学团队
负责，旨在共同培养人才，探讨“以企业
为主导，以岗定标”的学生评价考核方式
改革。

“我们输入药材的总袋数、总重量以及每种药材的每袋克

重，程序就能自动计算出每种药材的具体重量。”蓬江区丹灶小

学五（2）班学生吴骐志一边操作电脑一边解释道。不一会儿，

代码程序就分析出四君子汤的成分比例，并进一步识别出汤药

的功效。

在上学期的寒假作业中，该校鼓励学生用学过的数学模型

和Python编程结合起来，吴骐志灵机一动，联想到中医药知

识和学过的“鸡兔同笼”问题，于是就将两者结合，编写了一套

独特的代码。这一跨学科融合的实践，不仅让他感受到数学与

编程的魅力，也让他对传统中医药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文/图 张翠玲

结合实际 深度对接企业

近年来，我市越来越多的中职学生进入第二产业就业。

中职学校与企业中职学校与企业
深入对接深入对接，，帮助学生帮助学生
了解第二产业了解第二产业。。

吴骐志和老师研究如何完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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