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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简家琳 通讯员/
区文广旅体局） 4月11日，2025年“国动杯”新
会区中小学生篮球赛高中女子组、男子组决赛
在新会体育中心激情上演。新会陈经纶中学女
子篮球队和江门市广雅中学男子篮球队分别捧
起了冠军奖杯。

新会区中小学生篮球赛是新会学界一项传
统体育赛事。赛事以“以篮球之名，铸国防之
魂”为主题，既弘扬体育精神，又将国防动员理
念融入校园、融入青少年成长。赛事设有高中
组、初中组和小学组比赛。高中组赛事于3月
10日开赛，吸引了11所学校、22支队伍参赛，
共进行了69场比赛。

决赛当晚，现场气氛热烈，欢呼声、加油声
此起彼伏。女子组决赛由新会陈经纶中学对阵
新会技师学院，男子组决赛由江门市广雅中学
对阵新会机电职业技术学校。

灵活的运球突破、精准的三分远投、行云流
水的长传助攻，赛场上，每一个精彩瞬间都引发
全场欢呼。经过激烈的比拼，新会陈经纶中学
女子篮球队凭借出色的团队配合夺得冠军，江
门市广雅中学男子篮球队则成功卫冕，连续两
年捧起冠军奖杯。“这个冠军是队员一起拼搏努
力的结果，希望明年继续夺冠。”江门市广雅中
学男子篮球队助理教练郤家宝在现场激动地说
道。

比赛中涌现出多位优秀运动员，其中新会
陈经纶中学的莫铭心和江门市广雅中学的梁炫
彬凭借卓越表现荣获“最佳球员”称号。据悉，4
月19日晚，在新会体育中心，将上演本次比赛
的高中组全明星赛。另外，初中组和小学组比
赛将于5月陆续开赛。

江门日报讯（记者/任晓盈 通讯员/崖门
宣）为增强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意识，切实提
高未成年人的自我防范、自我保护能力。4月9
日下午，崖门镇妇联携手新会区家庭教育宣讲
团、崖门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在三村小学开展“自
我保护，防范侵害”青少年性安全教育宣讲活
动。

宣讲中，讲师王丹玲通过图片示例带领同
学们认识身体的隐私部位，并用实际案例让同
学们了解遭遇性侵时的应对方法。王丹玲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帮助同学们分清两性相处的行为
界限，识别生活中潜在的危险信号，以及在遭遇
侵害后如何寻求帮助等应对策略。

活动过程中，同学们在互动中加深对性安
全知识的理解，学到了实用的安全知识。

江门日报讯（记者/任晓盈 通讯
员/陈彩凤） 4月12日，2025DWOWS
健美健身冠军系列赛（华立学院分站）
暨大学生健美健身邀请赛在广州华立
学院（江门校区）举行。赛事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选手及爱好者等140多人

参加。
比赛设男子健体、男子古典健体、

男子传统健美、男子体育模特、女子比
基尼、女子体育模特、女子美臀、女神
模特等多个组别，全国各地运动员同
台竞技，他们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

创新思维，充分展现出别样风采。
其中，广州华立学院代表队张展

华、麦杰津两名同学表现优异，张展华
斩获男子健体大学生组第二名、男子
健体全场赛第三名、男子传统健美大
学生组65kg级第一名、男子传统健

美大学生组65kg级全场赛冠军等奖
项；麦杰津获得男子健体大学生组第
三名、男子健体超级新秀组第三名等
奖项。

此次赛事是广州华立学院与江门
市健身健美运动协会校企合作的重要

成果。据悉，新会区为贯彻落实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进一步普及和推广健
身健美运动，将健身健美运动项目培
育成华立学院特色品牌体育项目，是
深化校企合作、推动高校体育事业发
展的一次成功实践。

健美健身冠军系列赛进校园

校企合作培育特色体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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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在场上进行激烈比拼。

文旅体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融合发展

激活乡村发展新引擎
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资源的深

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
力，带动了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显
著增长。以贵州省“村超”乡村足
球赛事为例，该赛事成功吸引了国
内外广泛关注，赛事期间，众多游
客纷纷慕名而来，榕江县的住宿
业、餐饮业以及特色农产品销售等
行业均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景象。相
关数据显示，“村超”赛事举办后，
榕江旅游综合收入显著提升，众多
村民通过开设农家乐、销售手工艺
品等多种方式实现了经济收入的增
加。与此同时，各地举办的乡村马
拉松、山地自行车赛等体育活动，
也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丰
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紧密结合，打造
出独具特色的“体育+旅游”精品线
路，使游客在参与体育运动的同
时，能够深入体验乡村独有的自然
美景和文化内涵，有效促进消费增
长，成为推动乡村经济振兴的新动

力。

文化传承
重塑乡村文化新风貌
乡村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体育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
合为乡村文化的传承与振兴开辟了
新的途径。在诸多传统民俗体育项
目中，诸如赛龙舟、舞龙舞狮等，通过
与旅游产业结合，不仅实现有效传
承，而且激发了年轻一代的兴趣与参
与热情。以新会区田心村为例，他们
将赛龙舟活动创新性地转化为旅游
节庆活动，在赛事期间，游客不仅能
够目睹龙舟竞渡的激烈场面，还可以

亲身体验龙舟制作、学习龙舟文化等
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这种创新的
融合模式，仿佛为乡村文化赋予新的
生命，使其从深藏不露的静谧之地展
翅高飞，进入公众的视线，从而刷新
乡村文化的崭新面貌，焕发出盎然生
机，加深村民对本土文化的归属感与
自豪感，同时也为乡村文化的持续创
新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生态保护
践行乡村绿色发展理念
体育文旅融合强调生态优先，注

重对乡村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利用。
许多乡村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开发

徒步、露营、登山等体育旅游项目，在
发展产业的同时，引导游客与村民树
立生态保护意识。例如，浙江莫干山
地区，凭借优美的自然风光，开展各
类户外运动项目，当地政府与企业在
项目开发过程中，严格遵循生态保护
原则，完善生态设施，实现体育文旅
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这种
绿色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了乡村的生
态价值，还为乡村带来可持续的发展
潜力，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

社会治理
构建乡村和谐家园

体育文旅产业在乡村的蓬勃发
展，显著改善了乡村基础设施，道路
畅通、水电充足、通信便捷，村民的
生活质量因此大幅提升。同时，产
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村民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增强了乡村社会的凝聚
力。在一些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地
区，村民自发成立旅游服务协会，共
同参与乡村旅游的管理与运营，在
这一过程中，村民的民主意识日益
增强，参与热情高涨，为乡村社会治
理注入强劲动力，共同描绘出和谐
有序的乡村新画卷。

体育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通过激活经
济、传承文化、保护生态、优化治理，乡
村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在未
来的发展中，各地应进一步探索适合
本地的体育文旅融合模式，充分挖掘
乡村资源优势，持续推动乡村振兴纵
深 发 展 ，
让乡村成
为安居乐
业的美丽
家园。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中，体育、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正逐步成为推动乡村发
展的强大动力，为乡村空间注入全方位、深层次的新活力。此种融合模式突破了传统乡村产
业的单一格局，构建起一个多元协同、充满活力的发展生态，从经济增长到文化传承，从生态
保护到社会治理，均展现出显著的赋能效应。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周鸿璋

构建情感联结。“亲其师，信其道”
的教育规律在教学中尤为重要。我的
学生小晴，因为父母长期在外，性格十
分内向，沉默寡言，我通过定期心理疏
导和课堂鼓励，让她发生转变，主动参
与班级事务，这体现出情感教育的力
量。教师应通过日常关怀、耐心指导
建立师生信任，当学生感受到被理解
与接纳时，自然会产生求知内驱力。
这种情感联结不是简单示好，而是通
过批改作业的细致评语、课间十分钟
的平等对话等细节积累，形成的教育
磁场。

创新教学方式。针对小学生具象
思维特点，多媒体技术能有效突破时
空限制。在《泊船瓜洲》教学中，我通
过江南春色视频呈现“绿”字意境，使
抽象文字转化为动态画面，学生在视
觉听觉协同作用下，深刻感受到炼字

精妙。现代教育技术应用需要把握三
个原则：服务教学目标、强化重点难
点、控制使用频次。如低年级识字教
学可配合AR技术，动态拆解汉字结
构；作文教学则可运用思维导图软件
辅助构思。

优化课堂设计。灵活的教学设计
应遵循儿童认知规律，我在实践中总
结出三种有效模式：

自身认知模式：在识字教学中，我
通过“跑跳蹲”等动作演示，将肢体运
动与字形记忆结合，使学习过程成为

多感官参与的立体体验。
游戏化学习：我将知识要点融入

“诗词接龙”“成语擂台”等竞赛，利用
儿童的好胜心理提升专注度。如复
习课设计闯关游戏，每个关卡对应不
同知识点，让学生在挑战中巩固记
忆。

情境再现法：组织课文情景剧表
演，引导学生在角色扮演中深化文本
理解，这种参与式学习能使记忆留存
率提升。

锤炼教学语言。幽默作为教学艺

术的“润滑剂”，需要把握教育性与趣
味性的平衡。在《学会看病》教学中，
我通过“母亲真傻”的反向设问，激发
学生思辨，使其自主建构对母爱的深
层理解。教学中具备知识关联性、思
维启发性、情感正向性。还可借鉴“谐
音记忆法”（如“戍”字记忆口诀“人持
戈，守边疆”），或运用适度的夸张修辞
增强感染力。

强化激励机制。成就体验是维
持学习兴趣的关键。我建立“三级
展示平台”：课堂即时朗读、班级作

文月刊、校级文学社投稿，使每个学
生都能找到展示舞台。特别设置

“进步之星”专栏，鼓励后进生阶段
性成果展示。数据表明，参与作品
展示的学生，写作积极性提升65%，
作业完成率提高42%。评价机制应
注意过程性记录，建立个人成长档
案，让学生直观看到自身进步的轨
迹。

教育实践表明，当情感联结、技
术赋能、课堂创新、语言艺术与成就
激励形成教育合力时，就能有效唤醒
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这种培养不
是简单的技巧叠加，而是需要教师持
续观察学情、调整策略，在尊重儿童
天性的基础上，
构建可持续发
展的语文学习
生态系统。

浅谈如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语文
兴趣是推动学习的核心动力。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需要多维度的创

新实践。

会城街道南园小学 李瑞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