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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眼镜“遇上”消防演练，“小讲师”站上讲
台说安全……安全教育周活动期间，我市中小学
刮起了一阵“创新风”——各校使出“十八般武
艺”，为校园安全教育解锁新方式。

创新教育形式 提升安全意识
连日来，江门市各学校创新教育形式，采用

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安全教育。蓬江区紫
茶丰雅小学创新开展“同伴教育”模式，让学生担
任安全知识宣讲员。该校二（1）班学生颜治在主
题班会上化身“小讲师”，通过精心制作的PPT和
互动问答，向同学们普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
知识。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让学生当主讲人，
既锻炼了他们的表达能力，又增强了安全教育的
亲和力。”

戴上VR眼镜，学生瞬间“置身”火场，在浓
烟中寻找逃生通道……作为江门市唯一入选首
批广东省学校安全教育基地的学校，五邑碧桂园
中英文学校设有安全教育体验中心，让学生们通
过VR技术“亲历”各类灾害场景。同时，该校开
发的校本《安全教育读本》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让
安全知识更加生动易懂。

实战演练检验 锤炼应急能力
“呜……”，近日，随着江海区新民小学的

校园里警报声骤然响起，一场“生命守护者行
动”消防安全疏散演练拉开序幕。全体教师迅
速反应，组织学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确保
大家有序撤离。学生们弯腰疾行，沿预定路线
快速转移至操场。仅用2分 46秒，全校1400
余名师生安全集结，各班级逐一汇报人数，确
保无一人遗漏。该校相关负责人在总结中强
调：“消防安全无小事，每一次演练都是对生命
的尊重。”

除了江海区新民小学，江海区中路小学也开
展了应急疏散演练，500余名师生仅用3分钟就
完成安全撤离；鹤山市共和镇中心小学带领学生
走进红十字生命健康体验馆，通过模拟灭火、烟
雾逃生等场景训练应急技能；开平市三埠街道各
小学则重点开展防暴反恐演练，提升师生应对突
发事件的能力。

多方协同联动 构建防护体系
近年来，江门市注重构建“家校社”协同联动

的安全教育网络。安全教育周活动期间，江门市
第一幼儿园放弃了枯燥说教，让孩子们玩起了游
戏——萌娃们穿上制服变身“小交警”，在模拟街
道上指挥交通，学习“一停二看三通过”；思政晨
会上，家长和孩子上演情景剧《安全伴我行》，让
安全知识深入人心。家长吕先生表示：“孩子现
在安全意识很强，上次我急着赶路，他还让我遵
守交通规则。”

江门市教育第一幼儿园通过“情景模拟+
角色扮演”的方式，将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
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将安全知识牢
记于心。同时，该幼儿园还组织亲子参观消防
救援局、生态教育基地等，将安全教育延伸到
家庭和社会。

此外，市教育局推出“同守护 共成长”安全
知识小贴士活动，在线上推出电子手册，涵盖校
园安全、心理健康、国家安全等七大主题，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为全市中小学生提供便捷的线上学
习资源。

（陈慕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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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像星辰，按照自己的轨道安静运行。校园里，四年级的小明帮老师
将器材搬回室内，这是他每天要固定完成的“工作”；爱心车间中，20岁的阿
轩将产品有序放入纸箱里，流水线的重复成为他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在江门市特殊教育学校（以下简称“市特校”），有一群被称为“来自星星
的孩子”的孤独症学生，因社交障碍、刻板行为等，被困在自我的宇宙中，像
天上的星星一样，远离社会，独自闪烁。在世界孤独症日来临之际，记者跟
随该校两名“星星的孩子”，记录了他们平凡却充满挑战的一天。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翠玲 通讯员 曾丽萍

不能打破的秩序
上午8时10分，小明牵着外婆的

手不情愿地向校门走来。“没关系的，
今天不算迟到。”班主任周皓云安抚
着小明。当天，祖孙俩平时上学坐的
公交车班次取消了，只能坐发车时间
更晚的一趟，所以当天上学比平时晚
了十多分钟。

因为迟到，小明从进校门开始就
闷闷不乐。课前的阳光运动，他把自
己关在活动室不愿意出来，后来他自
己尝试主动“破冰”，回到班级，帮老
师把呼啦圈搬回器材室。记者以为
他的心情终于能好转，可是他依旧闹
小情绪，站在窗边喃喃自语，不愿意
回座位，右手不时在胸前做出写字的

手势，看起来不愉快。
上课的时候，周皓云感受到了小

明低落的情绪，主动给小明布置任
务，让他帮忙打扫教室。慢慢地，小
明的心情由阴转晴，在课间还主动向
老师请求玩游戏。

“因为今天他自己的秩序被打破
了。”当记者问及小明的心情为何阴晴
不定时，周皓云解释，“每天8时前回
到学校，帮老师拿器材到操场，做领操
员，这是小明每天上学的既定流程，但
是今天他迟到了。有一项流程没有完
成，他的固定思维使其无法适应新变
化。他喃喃自语时做的手势，就是他
的刻板行为之一。”周皓云表示，孤独

症患者的世界就像一个既定的程序，
一旦某个代码出了偏差，就会困在纠
结的世界里无法自身调节，这个时候
就需要一个“旁人”帮助他走出困境。

从一年级开始带小明，周皓云知
道小明是个喜欢刷“存在感”的孩子：

“他喜欢表现自己，尤其喜欢站在讲
台上当‘老师’。所以他闹别扭的时
候，我就给他一个台阶，让他得到能
够表现自己的机会。”

心情恢复晴朗的小明，到了午睡
时间，又成了周皓云的好帮手，“护
送”班上的女同学回午休室，交接给
负责午睡的生活老师后，还能代替周
皓云在签到表上签名。

江门日报讯 （记者/吕中言） 3 月 28 日，
2025年江门市学生信息科技创新大赛在江门市
青少年宫举行，来自五邑地区的“小达人”齐聚一
堂，围绕数字艺术、计算思维、智能机器人、科创
智造四大领域展开巅峰对决，用创意与智慧点燃
侨乡的科创星火。

大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各显神通，带来了一
系列兼具创新性与实用性的科技作品。在数字
艺术赛区，学生们运用编程、3D建模等技术，创
作出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数字作品。来自江门一
中的选手李荣欣带来了海报设计作品《世界读书
日》，让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李荣欣以一本书放在盘子上作为视觉
主体形象，并添加相关文字提醒观赏者“世界读
书日在4月23日”，强调阅读的重要性以及“知
识要吸收消化”的概念。“文字图案是在手绘后再
用Illustrator和Photoshop等软件临摹加工出
来的，背景、文案等主体设计都是原创的。”李荣
欣介绍。

在科创智造赛区，来自范罗冈小学的胡鹏飞
带来的科创作品“智慧农场”收获不少关注。“这
个作品的特点是利用优质的湿度感应技术，常态
化检测农场的整体湿度。当数据显示湿度偏低
时，装置就会自动洒水，既解放了农民的双手，又
提高了种植的整体效能。”胡鹏飞自信地介绍自
己的创意和想法。

据悉，本次大赛由江门市教育局、共青团
江门市委员会、江门市科学技术局、江门市科
学技术协会主办，江门市教育研究院（江门市
教师发展中心）、江门市少年科学院、江门市青
少年宫承办，是响应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落实“双减”政策背景下加强科学教育的重
要举措。“今年各个赛项的参赛作品不仅技术
含量高，还体现出学生对社会需求的敏锐洞
察，如环保、校园安全等热点问题，展现了江门
青少年科技教育的扎实成果。”本次大赛主办
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小讲师”普及安全知识、VR眼镜
让学生“亲历”灾害场景……

校园安全教育
解锁新方式

不“孤独”的爱心车间
下午 2时，阿轩和其他同伴一

起，站在操作台前接受培训。他的任
务是作为“流水线”的一环，把罐装八
宝粥组装到箱子里。

即将在今年7月从市特校职高
班毕业的阿轩，在学校的帮助下，来
到广东兴艺数字印刷有限公司爱心
车间实习。上周，阿轩成功转正，正
式入职爱心车间。

在爱心车间，阿轩并不孤独，因
为这里有他的同学，还有往届的师兄
师姐。“爱心车间里工作的都是残障
人士，他们负责的都是一些诸如穿
绳、组装、清废、质检等简单工作，我

们的要求也并不复杂。”爱心车间负
责人黄健民说。

据了解，广东兴艺数字印刷有
限公司爱心车间自 2022年起与市
特校建立联系，帮助该校职高班毕
业生解决就业问题。“市特校 2022
年第一批入职的学生中，有一个已
经提拔到质检岗了，还有一个孤独
症学生的职业能力也提升了不少，
从一开始一天只能完成 150 个穿
绳，现在已经能一天完成400个到
500个了。”黄健民说。

“阿轩，剩下2个空位才是对的，
如果剩下4个空位就是前面错了，你

就给前面的人重做。”突然，操作台的
流水线停了下来，车间管理员叮嘱阿
轩。阿轩边听边点头，又重新投入到
流水线作业中。“孤独症的学生因为
存在沟通障碍，在情绪管理方面也会
比单纯的智力障碍学生要差，所以他
们的培训成本更高。现在能来到爱
心车间，他们都很珍惜这个工作机
会。”阿轩的班主任冯瑞香说。

到了下午5时，工作完成得差不
多了，阿轩和工友们说再见，准
备回家。“累……开心！”谈
及当天的工作，阿轩面
带笑容用力地说。

2025年世界孤独症日的宣传主
题口号是“落实关爱行动实施方案，
促进孤独症群体全面发展”。近两年
来，市特校为了让学生能尽快适应社
会，顺利融入新的工作环境，每年都
会组织职高组的老师带领将要毕业
的学生参加残疾人招聘会，先后与江
门市三顺服饰有限公司、江门市蓬江
区业成汽车服务中心、江门市蓬江区
新起点就业康复工场、江门市蓬江区
伍威权庇护工场等签订协议，组织学
生参加见习、实习。其中，已经有多
名学生成功应聘。“这也是为了进一
步推动启智部职高班学生职业教育

融合，全面推进校企协同育人，拓宽
特殊学生的就业渠道。”市特校校长
周换转说。

为了让孤独症患者与社会“融
合”，除了校企合作，我市也采取了
一系列的措施帮助孤独症患者积极
融入社会。2023年，由市委宣传部
指导、市残联等单位共同发起的“星
世界”孤独症儿童艺术共创公益活
动正式启动，而今年的主题是“喜乐
交融”，实现体艺共融，向社会展示
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才华和康复成
果；去年10月，我市举办了首个孤
独症儿童康复专业技术人员规范化

培训班，积极推
进残疾儿童康复
机 构 规 范 化 建
设；今年 3 月，市
残联、市残疾人就
业服务中心深入各
级特殊教育学校、用
人单位和社工机构，先
后举办了4期残疾人就业岗
前培训班。

如今，阿轩已经找到了实现价值
的方式，而小明还在学校努力学习生
活技能。“希望他能照顾好自己。”小
明的妈妈说。

知多D

孤独症又称孤独症谱系障碍，是
一类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神经性发育障

碍，具体病因尚不明确，一般起病于 3 岁
前，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障碍、沟通障碍和
局限性、刻板性、重复性行为等心理发育障
碍，严重影响患儿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
目前，孤独症成因尚未完全明确，但研究证
实与遗传、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相关，与父
母教育方式无关。早发现、早干预能

显著改善症状，部分患者可通过
长期训练实现生活自理甚

至就业。

在第 18 个世界孤独症日来临之际，
近日，由江门市残疾人联合会、江门市教
育局指导，江门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主办
的第18个世界孤独症日公益活动在江海
广场举行。今年活动主题为“心相融 爱
未来”，旨在为孤独症群体点亮包容与关
爱的灯光。

精美的扭扭棒花束、精巧的剪纸作
品、色彩斑斓的画作……活动开始前，市
特殊教育学校艺术康复组精心布置的学
生作品展区吸引众人驻足，大家纷纷加入
剪纸、陶艺等各种手工制作。随后，活动
在激昂的架子鼓表演《中国人》中正式拉
开帷幕，铿锵的鼓点瞬间点燃全场，观众
纷纷鼓掌喝彩。其间，“孤独症宣讲小课
堂”以生动案例为大家普及了相关知识；
在绘本互动环节中，主讲老师通过《不一
样的1》的故事，引导孩子们理解“差异即
独特”。

活动过程中，孤独症学生与普通学生
同台献艺，成为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
江门市特殊教育学校、蓬江区特殊教育学
校、新会东区学校、蓬江区发展小学、蓬江
区农林双朗小学、江海区景贤初中的学生
们轮番登台，表演了乐器演奏、舞蹈等精

彩节目。此外，江门市维达慈善
基金会与爱心人士先后为孤

独症学生捐赠物资，表
达了社会各界对孤独

症群体的关爱。
“促进孤独症

群体全面发展，需
要多部门合作，
社会各界齐心协
力，形成协同发
展的良好机制。
我们希望通过本
次活动，提高社会
对孤独症的认知水

平，消除大众对孤独
症群体的偏见。同时，

我们要积极推动孤独症
相关知识的普及，让更多人了

解孤独症的症状和特点。”市特殊教
育资源中心主任、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周
换转说。

（张翠玲 杨浩杰 梁晓清 曾丽萍）

我市举办第18个
世界孤独症日公益活动

江门市学生信息科技创新大赛举行

点燃侨乡科创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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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以后能照顾好自己”

阿轩在爱心车间阿轩在爱心车间

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小明在老师指导下小明在老师指导下

学习使用吹风机学习使用吹风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