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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叔叔阿姨们，我们是三
（2）班的‘小园丁’，此刻正含着泪珠儿向您求助……”
近日，一份寻“茄”启事在范罗冈华盛小学“广为流传”，
三（2）班的同学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因他们悉心
照料的长得最大的两条茄子突然“失踪”了！

“茄子宝宝是我们看着从种子到破土发芽再到开花
结果的，它们就是我们班长在一楼菜地里的‘同学’。这
一批刚结果的茄子我们还没摘过呢，就不见了。”孔玮涵
同学说，她回忆，每天浇水的同学都会清点班级责任田
农作物的数量，但那天甚至不用数，因为丢的茄子是最
大、最显眼的。班级一下就炸开了锅，同学们想尽各种
办法开展“侦查行动”，成立了一支“护茄小分队”。

张泓睿同学说，大家后来商量了一下，找到副校长
区卫芬求助，在各大班群、家委群发布寻“茄”启事。没
想到效果立竿见影，过了几天，“茄子宝宝”就重新出现
在了原来的位置，“我们还认得这就是我们丢失‘双生
茄宝’！因为它们的身上有星星形状和月牙形状的花
纹。”曾惠心同学说。这下大家伙高兴坏了，庆幸“双生
茄宝”的回归。“我们也不会追究到底是谁拿走了茄子，
它们能回来就好。”杜雯芮同学说。

这样一件小事，让班主任吴晓茵特别惊喜：“同学
们的责任心变强了。从一开始要我提醒他们下去浇水
除草，到后来他们自觉完成任务，还会互相提醒。”借着
这次的“丢茄事件”，吴晓茵也顺势在班上对同学们开
展了相关的主题教育，“比如我会教育他们要懂得保护
自己的东西，同样，换位思考，我们也不能破坏别人的
物品。同时，植物也是有生命的，就像我们班的作物，
是我们的朋友、同学、家人。”

“我们以后要弄一个警示牌才行。”“以后浇水还要
好好清点我们的番茄、辣椒啊！”……“护茄小分队”责
任重大，他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茄子，更是对生命的珍
视、对劳动的重视，以及那颗在成长中愈发闪亮的责任
心与集体荣誉感。 （文/图 张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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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茄小分队护茄小分队””和他们的和他们的““茄子宝宝茄子宝宝””。。

江门日报讯（文/图 罗双双） 5月17日下午，第六
届“亚太森博杯”青年羽毛球慈善邀请赛举行。本次赛
事由江门日报社、直播江门主办，江门日报青苹果承
办，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森
博”）、广东新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协办。两家企业
借此机会，捐资捐物，为乡村教育献出一分爱心。亚太
森博再次捐赠10万元，用于运营亚太森博青苹果书屋。

竞技场上羽毛球飞扬，公益路上爱心涌动。本场
比赛获得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银行等众多单位的
热烈响应，共有16支队伍参赛。大家以球会友，以体育
为纽带传递爱心，用实际行动为乡村学子点亮阅读
梦。比赛现场，广东新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门设
置了爱心摊位，为选手们贴心准备生津止渴的新宝堂
陈皮水等饮品和食物，让选手们可以及时补充能量。
经过5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亚太森博、新会机关联
队、工商银行江门分行代表队夺得前三名。

亚太森博作为本次活动的协办方，积极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通过“体育+公益”的方式，号召更多人关注
乡村教育问题，为乡村孩子的成长贡献爱心和力量。
自2023年以来，亚太森博捐赠近100万元，用于建设
和运营青苹果书屋，惠及6所乡村学校的近6000名学
子。这些书屋配备了图书、智能借阅系统、空调等设
施，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舒适、便捷的阅读环境，成为
乡村学子们探索知识的窗口。

亚太森博资讯总监陈永健表示，亚太森博将携手
江门日报青苹果深化现有书屋的运营，投入更多人力
物力，让每一本书、每一份资源发挥更大价值，让书屋
真正成为乡村学生提升素养、开阔视野的“精神家
园”。“今年，亚太森博继续捐赠10万元用于运营青苹
果书屋，计划通过补充新书、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
等方式，引导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陈永健说。

江门日报社《青苹果》专刊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亚太森博青苹果书屋是一个长期的公益项目，未来将
立足书屋的可持续发展，让书屋“活”起来，从而搭建起
一个乡村学生阅读和社会实践的综合性平台。

第六届“亚太森博杯”青年羽毛球慈善邀
请赛举行

以体育为纽带传递爱心
老方法碰上“破十法”，教师为家长答疑解惑

“得法”远比“得数”重要
近期，一些家长在辅导孩子数学作业时频频“崩溃”的短视频引发热议：明明是简单的加减法，学校却要求孩子用“凑十

法”“破十法”分步计算；解一元一次方程时，不直接用“移项变号”，反而要写满“等式两边同加减”的繁琐步骤。这些看似
“绕远路”的教学方法，让不少家长直呼“看不懂”。

为何小学数学要将简单运算“复杂化”？这背后的教学设计逻辑究竟是什么？记者就此采访了教师、学生、家长及教育
专家，聚焦这一争议背后的教育逻辑。

江门日报记者 张翠玲

对于低年级学生而言，“凑十法”和“破
十法”是数学课堂的“标配”。蓬江区里仁
小学一（3）班学生吴君恒分享了他的体
验：“数字比较小的时候比如11-9我会用

‘想加算减’法直接相减，但当数字比较大
的时候，比如17-9，我会用‘破十法’——
把17拆成 10和 7，先算 10-9=1，再加 7
得8。就像搭积木，每一步都很清楚。”同
校六年级学生罗逸航和吴宇轩则对解方
程的方法转变深有感触：“一开始觉得‘等
式性质’步骤太多，如果题目比较简单，比
如4x=24，我用‘一个因数=积÷另一个
因数’的方法直接就能看出答案，那么我
会用自己的方法。但遇到像‘2(x+9)=26’
这种题时，运用等式的性质反而更管用。

老师还允许熟练的同学‘简写’，大家为了
‘特权’都拼命练！”不过，也有学生坦言，
初期会因方法多样而混淆，但“用多了就
能找到规律”。

面对新方法，家长们的态度比较两极
分化。蓬江区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张先生
表示不解：“现在的数学解方程和以前的数
学解方程，真是完全不一样，比如x+11=
30这道题，我们以前做就是移项变成x=
30-11，一步到位很简单的，可是我女儿在
做的时候，要写成x+11-11=30-11，然后
x=30-11，最后x=19，这不是把简单的事
情复杂化了吗？新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改变
让我们这些习惯了传统解题方法的家长感
到无所适从。”同样还有家长表示，新教材

的“凑十法”有点弯弯绕绕，对辅导孩子作
业有点头疼。

但也有家长在和老师沟通后改变了看
法。蓬江区丹灶小学六（1）班学生朱怡菲
的家长表示，辅导孩子数学时，发现学校教
的方法和自己过去学的不太一样，“孩子刚
开始接触方程式，先学的是‘方程式两边同
时加一个相同数’的解法。我起初觉得‘被
减数=差+减数’这种方法在二年级就已学
过，可能更容易让孩子理解。但后来意识
到，现在的教学方法是为了与高年级知识
衔接，一开始我只是从表面看待这种‘复杂
算法’，所以才主动和老师沟通。沟通后，
我完全理解并支持这样的教学方法。”朱怡
菲的家长说。

为何不直接教“竖式计算”或“移项
法”？里仁小学一年级教师温洋洋解释：

“低年级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凑十法’
通过摆小棒等操作，让孩子直观感受

‘10’的核心作用，这是竖式计算无法替
代的。”她强调，这些方法并非“复杂化”，
而是为培养数感、位值概念等数学基
石。就像建筑师需要先理解砖块结构才
能建造大厦，数感的建立是未来解决复
杂问题的基石，学生在用“凑十法”“破十
法”不断拆分和组合数字的过程中，建立
了良好的数感，对后续更复杂的运算学

习会有帮助，看似“绕远”的算法步骤，其
实是在为儿童铺设思维跑道。

里仁小学副校长周燕以解方程为例
说明：“‘移项’是算术思维，遇到复杂方程
如‘2(x-16)=8’，学生容易卡壳。而‘等式
性质’（如天平模型）更普适，能衔接中学
代数思维。”她指出，学习一个新知识搞清
楚原理比得到答案更重要。“移项变号”是
一种较为抽象的规则，用这个方法，学生
只是机械地记忆规则，并不理解其背后的
数学逻辑和原理：为什么能把右边的移到
左边，左边的移到右边？移的时候又为什

么要变号？学生根本不清楚为什么要这
样做，机械记忆规则只会导致“后续学习
断层”，而新方法“让孩子明白为什么可以
这样做”。

丹灶小学数学教师邓彩匀表示，在实
际课堂中，大部分学生对“破十法”“凑十
法”接受度较高。通过直观教学和大量练
习，学生能较好掌握。当然，也有少数学生
可能会出现混淆，但通过针对性指导和练
习，能逐渐克服，一般不会出现“越学越乱”
的情况。

“慢下来”，是为了走得更远

数学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
对象、蓬江区发展中心数学教研员黄肖慧认为，以“破
十法”“凑十法”为例，这些方法在教学设计中的核心
目标有三个：简化复杂运算、建立整数“十进制”思维
方式、培养学生的结构化思维。通过拆分与组合数
字，学生能更直观地感知数字的组成、大小关系及运
算规律，感受数与数量及其规律。例如，理解“15-9=
15-5-4”和“15-9=10-9+5”背后的逻辑，而非仅依赖
记忆。学生需根据题目特点选择合适策略（何时用

“凑十法”或“破十法”），并通过分步操作验证结果，培
养了推理意识和策略性思维。如从15-9=15-5-4，
想到11-4=11-1-3，是合情推理的体现；又如从9+
6=15，想到15-9=6，是演绎推理的体现。

而关于解方程的教学，不直接教授小学生“移
项法”的根本原因，黄肖慧表示，在于小学生认知发
展阶段和数学思维能力的局限性。“根据皮亚杰的
认知发展理论，小学生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其思维
依赖于具体事物和直观操作，难以直接理解抽象符
号的转换规则，如移项变号。小学生更习惯通过具
体情境，如天平模型、实物操作等理解等式平衡，而
非直接操作抽象符号。”黄肖慧说。

当“破十法”遇上家长的老方法，当“等式性质”
碰撞“移项捷径”，这场关于“简单与复杂”的争论，
本质是教育理念的代际差异。黄肖慧表示，学生学
习数学不仅要知道“怎么做”，还要懂得“为什么这
么做”，“破十法”和“凑十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
核心目的是通过分解与重组数，帮助学生形成算法
多样化的策略意识和逻辑推理能力，并在此过程中
培养必备的数学品格与品质，其素养培育价值不能
单纯以能否正确解题为衡量标准。要理解原理，思
维才能走得更远。

新旧教学方法的碰撞

弄清原理比得到答案更重要

选手们以球会友选手们以球会友，，为乡村学子贡献一分力量为乡村学子贡献一分力量。。

《江门市202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公布

52所普高将招生35099人
2025年，我市52所普通高中学校（含民办）计划招生35099人，15所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划招生13933人，均比去年有所增加，高中阶段学位共
增加1025人。市教育局近日公布《江门市2025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
（以下简称《计划》），明确了高中阶段学校的招生原则、范围，以及招生人数。

按照《计划》，今年公办学校招生工作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负责。高中
阶段学校按学生报读志愿、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身体
状况等条件择优录取。民办学校要按审批机关统一批准的招生计划、范围、
标准和方式同步招生，由各县（市、区）统一组织实施。

江门日报记者 娄丹

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今年我市近5.3
万人报名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比去年增
加约0.2万人。

按照《计划》，我市52所普通高中学校
（含民办）共招生35099人，在去年增加3319
人的基础上，新增172人；15所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共招生13933人，在去年增加580人
的基础上，新增853人。与去年相比，我市高

中阶段学校总体招生计划增加1025人。
江门一中共招生1219人，其中，面向市

直和蓬江区、江海区初中学校招生1119人
（含名额分配生），面向非市直及蓬江区、江
海区的其他市（区）五邑生招收60人，面向全
市招收艺术类、体育类特长生40人。

江门市培英高中共招生1235人，其中，
面向市直、蓬江区、江海区招生1020人（含

名额分配生），内地新疆高中班170人，面向
全市招收体育艺术类特长生45人。

江门二中共招生300人，其中公办班面
向市直、蓬江区、江海区招生200人，民办班
主要面向市直、蓬江区、江海区招生 100
人。总体与去年保持不变。

棠下中学随着改扩建工程完工，今年招
生计划比去年增加340人，外海中学、礼乐

中学等学校招生人数也有不同程度增加。
在职业学校方面，江门雅图仕职业技术

学校、新会机电职业技术学校、开平市吴汉
良理工学校招生人数均有增加。

据了解，目前，全市符合报考条件的初中
毕业生近5.3万人，市内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
划49032人（不含技工学校和市外中专、中职
学校招生），可以满足初中毕业生的学位需求。

《计划》明确，市直、蓬江区、江海区普
通高中学校主要面向蓬江区、江海区招生；
新会区普通高中学校主要面向新会区招
生。县域的公办普通高中在本县域内招
生。对于普通高中学位资源不足的县（市、
区），由地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县（市、区）
教育部门的申请，统筹调配全市学位资源，
合理安排各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

按照要求，公办优质普通高中根据初
中学校在校生人数和学生综合素质表现评
价整体情况，把不低于50%的招生名额分
配到区域内的初中阶段学校（含民办），并
适当向薄弱初中、农村初中倾斜。名额分
配生（指标生）采用单独批次、单独录取的
招生办法。

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纳入所在地
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招生范围应与
所在地公办普通高中保持一致。我市
普通高中学校不得跨地级市招生，不
得招收未在本地市参加中考的学生。

在去年首次探索由市教育局统筹
调配全市高中学位资源的基础上，今
年，继续沿用这一做法，在保证各地面
向本区域招生计划不减少的前提下，新
会区及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四市继续通
过班级扩容等方式面向市直、蓬江区、江海
区招生。同时，市教育部门继续推进普通
高中挖潜扩容改扩建工程、鼓励部分优质
民办学校招收公办普通高中班、加大招生
统筹力度等措施，增加公办普通高中学位

供 给 ，
多种方式推进
解决普通高中学位结
构性不足矛盾。

专家声音

高中阶段学校计划招生人数持续增长

继续统筹调配普通高中学位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