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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江市中小学“5G+专
递课堂”试点工作培训会在泉州五中桥南校区举办。

会上，晋江市教育系统党委书记陈凌从“构建组织体
系”“强化过程管理”“完善激励机制”三个方面为晋江下一
阶段“5G+专递课堂”试点工作做出具体安排部署，强调

“5G+专递课堂”试点校要结合校情学情进一步推动教研活
动的扎实开展，聚焦提质增效，真正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同
时，还要及时在边实践边研究中归纳提炼成果，阶段性地进
行辐射，积极探索出新的“互联网＋教育”课堂教学模式，让
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学生。

泉州市教育局资源配置中心黄文聪老师围绕“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主题，从“专递课堂”开展的意义和价值、市
教育局推进的决心和力度、有效实施的建议和意见等进行
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剖析，为我市全力推进专递课堂提供
了专业的指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泉州五中桥南校区林
锦凤老师则从受帮扶学校角度分享了学校在参加试点工作
中关于实施方式、备课思考与教学探索等方面的经验。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日前，备受关注的 2023年晋
江市小学“教坛新秀”评选活动如期举行。

活动分两天，首日，语文、科学、体育、数学、音乐、美术、
英语、道德与法治、综合实践、心理等10个学科，共有90名参
赛选手齐聚晋江第二实验小学象山校区参加课堂诊断分析
比赛。比赛以现场观课写评课稿的形式进行，10个学科参赛
教师分科目观看课堂教学实录，从新课标的理念出发，对授
课实录进行多角度评价。在60分钟里，参赛教师既要对课
例中的教学亮点捕捉到位，结合课例详细阐述，又要对课例
中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巧思重构。

随后进行的片段教学及课程教学环节则分学科分别在
晋江二小象山校区、青阳中和中心小学、梅岭心养小学举
行。参赛选手根据抽取的课题进行 50分钟的现场教学设
计撰写和规定时间的片段教学展示。选手们根据新课程标
准及“双减”政策的有关规定，将自己的教学理念与课堂相
融合，进行课堂教学设计。片段教学展示后，现场进行课程
问答，选手们以缜密的逻辑结合教学设计进行回答。

本报讯（通讯员 陈雅聪 记者 蔡红亮） 7月 15日下
午，由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晋江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晋江市文化和旅游局、晋江市教育局主办的家
庭教育大讲堂进社区之《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在晋江市图书
馆三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全市的100多组亲子家庭参加。

活动中，集美大学教学名师、文学院教授王人恩作了
“《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的专题讲座。“一部《红楼梦》，满
纸茶叶香。”王人恩教授巧妙地把握《红楼梦》和中国茶文化
之间的联系，带领大家走进红学经典，一起赏析《红楼梦》中
写到的茶事片段，如茶名、茶具、茶礼、茶俗、茶水、茶食、茶
诗等，深度解读茶文化对烘托人物性格的作用。为了让听
众更加直观地理解《红楼梦》中的茶文化，除了配读原文的
描写和讲解外，教授还为大家播放了电视剧《红楼梦》中与
茶相关的几个经典片段，从《红楼梦》中的茶叙事与茶描写
等方面做了直观阐述。讲座现场，亲子家庭沉浸其中，仿佛
置身于大观园中……

本次讲座以另一种方式解读“红楼”，通过茶感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市民领略到别样的茶之美，激发了广大
市民对“红学”文化的了解，对引导学子们探索国学经典、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激动人心的接力赛开始了。叫喊声、
加油声响彻云霄，在操场上空久久回荡。

终于轮到我们三年级比赛了。发令
枪一响，我们班的第一棒就毫不犹豫地
向前冲，如同一支离弦的箭。他很快就
和其他三个对手拉开了距离。“三（4）加
油！三（4）必胜！……”我们这群啦啦队
员的嗓子早就冒烟了，可我们还是拼命
大喊。

快轮到曾沛源接棒了，我们几个喊得
更大声了：“加油啊！曾沛源！加油……”
也许是我们的鼓励给了她力量，瘦小的她
平时看起来很文弱，此时却充满活力似

的，迈开大步，用力舞动双臂，跑得飞快。
看见这一幕，我们都欢呼雀跃起来。

接力棒在“运动健儿”林煜垒的手
中，就不怕落后。只见他脚用力一蹬，人
便往前“飞”了出去。对手也很强，他可
能是感受到了，便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飞
奔起来，就像一只正在追逐猎物的猎
豹。可接力棒在下一个女生的手中时，
却像一只顽劣的猴子一样不听话，迟迟
到不了下一个队员的手中，我们班一下
子被对手超越了。

啦啦队员的心一下子都提到了嗓子
眼，可参赛队员并不灰心，而是全力以赴

地奔跑。只见姚伟森皱起眉头，全神贯
注地盯着对面“飞”过来的接力棒，一接
到棒就如同火箭似的冲了出去。我们仿
佛听见汗水正从他额头上落下，在跑道
上发出“答答”的声音。他很快扭转了局
面。我们这才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最后
一棒是无所不能的郑屹，他的赛跑经验
很丰富。果然，他不负众望，把“第一”稳
稳地握在手中。此时，观众席沸腾了起
来！

我高兴得掉下了眼泪。我想：团结
真的就是力量啊！

指导老师 姚晓瑶

“我要当‘大理石’”“不行，我不同
意”“我们小组要摆什么造型”……教室
里传来一阵阵喧哗声。你们是不是在
想，难道有人在教室里开派对？错错错，
其实我们是在玩“小小雕塑家”的游戏。

老师开始介绍游戏规则：“三个人一
组，一个人当‘大理石’，其他人当“雕塑
家。”游戏当中的“大理石”若动了，就要
扣分。

游戏开始了。雨萌第一个慢慢走到
台上，娇羞地站着，眼神四处躲闪。看来
她就是“大理石”了。林肖亭、千羽陆续上

台，二话不说，直接撸起袖子开干。林肖
亭先把雨萌的左脚挪到后面，再把雨萌的
手捏成兰花指。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把
我们看得眼花缭乱，拍手叫好！随后同学
们也猜出了正确答案——荷花盛开。

到我们组了。我的脚却不听使唤，
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一颗心仿佛要跳
出嗓子眼。在大家的催促声中，我只好
硬着头皮走了上去。由于我是“大理
石”，所以只能任人“摆布”，这感觉真不
好！我皱着眉头，祈祷着时间快点过
去。李逸豪和林声一会儿把我的手拉

平，一会儿把我的腿弯成马步，一会让我
拿着书本……为了大局着想，我还得强
挤出一丝笑容。终于，在我们的努力下，

“造型”完成了。下面的同学看了一头雾
水，小声地交头接耳着，却没一个讲出正
确的答案。看来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得
继续加油！

这次游戏十分有趣，让我学会了团
结才是力量，也明白了我们的人生其实
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需要耐心
和细心慢慢打磨，才能创造出更多精彩。

指导老师 蔡秀秀

男扮女装，戴着高高的发饰，脸上
画着浓浓的妆，再配上一袭红衣红裤，
手持大蒲扇提着花篮子，你们猜猜这是
谁？

没错，就是“花婆”。嗦啰嗹作为民
间艺术，2008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花婆可谓是嗦啰嗹的

“魂”，花婆扮演者黄祖南扮演这角色已
有20余年，如今已经70多岁的他将花婆
一角扮演得淋漓尽致。

一早，嗦啰嗹队伍就开始在大街上
进行巡演。花婆笑嘻嘻地开始表演，只
见他手持蒲扇走进人群，向着迎来的人
摇了摇扇子一边祝颂，一边从漆篮中取
出一朵玉兰花插在你耳边或放在你手心
上。合着嗦啰嗹音乐节拍，花婆一手挽
着盛满玉兰花的花篮，一手摇着蒲扇踏
着舞步前进，作为队伍中的“丑角”，他与

“铺兵”的互动，也常引群众发笑。“铺兵”
将敲啰棒抵在花婆的下巴上，花婆的眼
珠子一转盯着“铺兵”，嘴巴一咧一歪，那
样子令人看了捧腹大笑。每到一家，前
导就如醉似颠地持旗冲入，口喊吉祥语
句，在厅堂间挥旗拂扫一番，然后退出，
跟上的花婆给宅主送上玉兰花。

花婆还要善于观察，通过观察即性
说些祝颂语。遇到商户便祝其“大吉利
市，生意兴隆”，遇见普通居民便祝其“兴
旺发达，平安吉祥”等，碰到可爱的小孩
会上前用手中的蒲扇点点头念道：“念吃

好大，好读书。”
采莲活动持续了一整天，队伍沿街

挨家挨户走了几条街，花婆黄爷爷坚持
从头到尾，脸上总是笑嘻嘻的，丝毫没有
倦容。

岁月在这位耄耋老人的脸上印下了
重重痕迹，却丝毫掩盖不了他多年如一
日对非遗传统文化的满腔热情。他那惟
妙惟肖的表演早已深入人心。

指导老师 柯惠娟

在名校、名企、名馆中感悟家国情怀
晋江2023年“初心学堂”青年学生研训班圆满收官

6 天的旅程结束，我收获颇
丰。回想起第一天，我们一起呼喊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
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
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吾
侪青年当不忘初心，将青春奉献给
党与国家，书写青春华章。

杨飞飞（晋江一中）
从龙泉书院启程，自闽达沪

飞越 900 多公里。我们走入 unity、
美团、得物和商飞等大公司，在各
位创业者与掌舵人的循循善诱之
下，体会人生的深刻感悟；我们沿
历史之长河，眺望东方明珠，走过
外滩赏阅美景，驻足于四行仓库
前哀悼烈士先辈，步入宏伟壮丽的
博物馆聆听文物的低吟；走入复旦
大学与同济大学等高校，院士教授
与学长学姐们的谆谆教导在我们
心中埋下了梦想的种子……感谢
初心学堂，让我们得以拥有如此宝
贵难得的机会走出学校，去看看
更广阔的世界。

黄晔（养正中学）
从接受爱乡贤才的种种帮助，

再到聆听无数出江入海的励志故
事，我明白，晋江正在努力走向世
界，晋江人正在用“晋江精神”书写
自己的故事。

柯雅楠（季延中学）
通过这次研训，我突然明白了学

习的意义。学习不仅仅是为了满意
的成绩，更多时候是为了成就更好的
自己，让自己站上更高的平台，看见
更广阔的世界。洪忠信先生的一句
话我至今难忘：“不要觉得自己做不
到。”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曾经认为因
实力不足未曾达到的目标，不过是自
己不愿努力的借口，也让我更坚定在
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需更加努力，突破
自己。 陈雅群（侨声中学）

营员感言

教育新闻

晋江部署
“5G+专递课堂”试点工作

晋江开展
小学“教坛新秀”评选活动

晋江百组亲子家庭
读红楼 品茶香

雕“像”

团结就是力量 花婆

2021 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让广大青年学生在学思践悟
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
心使命，晋江市教育局党组、晋江市教育
系统党委联合举办“初心学堂”青年学生
研训班，提出把班级办成“打造优秀青年
学生学习党的历史、提升党性修养、开阔
学识视野、增长本领才干的精品阵地”和

“建设成为机制成熟、形式丰富、资源融
合、成效显著、影响广泛的典型教育系统
党建培训品牌”。

记者了解到，创建“初心学堂”，旨在
引领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
过他们的眼、他们的心去发现和感悟“我
们美好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是谁为我
们打下和守护这片美好江山”。“希望通过
研训，学生们能坚定信仰，立志做有理想、
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
年。学会感恩奋进，成为拥有正能量、传

递正能量、朝气蓬勃、敢拼会赢的人。这
就是‘初心学堂’青年学生研训班的宗旨
使命。”晋江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初心学堂”青年学生研训班每年举
办一期，每期共50名，从高中、职校学生
（含高三年毕业生）中遴选优秀学生参
训。接下来，研训班将进一步总结提升
办班经验，完善学员选拔机制，以每年一
个主题，不断提升研训实效。同时，也会
择机组织往届学员再相聚，分享他们的

“初心故事”。
据悉，“初心学堂”是教育系统与晋

江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为青年学生倾心打
造的特色活动品牌。多年来，晋江国际
人才交流协会立足自身优势，在语言素
养培训、国际文化交流、国际人才培养等
方面善作善成，推动人才培养，释放育人
价值，拓展对外交流，创新发展思路，推
进国际青年交流倾力而为。

开班仪式后，学员们马不停蹄地前往上海
开展研学之旅，深入名校、名企、名馆，感受浓浓
的“家国情怀”。

这是一场开阔眼界的研学之旅，每一天行
程都满满的，学员们个个神采奕奕。作为学生，
总是会对高校心驰神往。此行，学员们先后前往
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两所名校，聆听红色校史，
树立“自强不息”的志向。值得一提的是，在参观
复旦大学时，学员们还收到了一份“惊喜”——复
旦大学福建招生组介绍了学校在福建省的最新
招生政策和方案，仲英青年学者、环境系王梓萌
教授分享了在复旦求学、海外深造、回母校服务
的经历，鼓励大家志向高远、勇敢追梦。

进名企同样备受期待，营员们先后参观了
劲霸公司、unity公司、美团公司、得物公司、中国
商飞等名企，了解前沿企业运行、内部模块，感受
现代企业文化。你瞧，参观时，营员们一个个激
动不已，一边参观一边聆听讲解，不时发出阵阵
惊叹声。其间，在参观晋江乡贤企业unity公司
和劲霸公司时，营员们还与行业“大佬”、精英面
对面座谈、交流，感受产业和品牌的强大力量。

上海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深厚
的近代城市文化底蕴和众多历史古迹，见证了
近现代历史的变迁。在宋庆龄故居，营员们感
受到宋庆龄女士的家国情怀；参观一大纪念馆
时，营员们的思绪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深入感
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走进上海历史博物
馆，营员们深入探索上海的起源及发展，并在留
言墙上写下了自己的誓言；营员们还“打卡”了
上海宝龙美术馆、上海自然博物馆等，每一站都
收获满满。

“前辈的分享干货满满，听了他们的分享，
让我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知道怎样为这个目标
去努力。”坐在龙泉书院国学讲堂里，翻了翻写满
字的笔记本，陈埭民族中学学生董彦有感而发。

同往年一样，本次开班仪式上邀请了四位
“重量级”嘉宾，围绕“青春向党 逐梦前行”主题
作分享。他们结合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自己
对主题的理解。

这不，晋江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
罗山街道青年创业联合会会长陈铧生以树根为
喻，引导学员要“深扎根”，找“初心”，把自己的
梦想和祖国伟大复兴事业联系起来；青年演说
家许晋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学员们分享记录
美好生活的方法，勉励学员们不忘初心，在社会
实践中提升自己；两位“学霸”王郑烁、林铭汝则
向师弟师妹传授学习经验，分享大学生活的点
点滴滴。互动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碰撞思想
火花，会场不时传出热烈的掌声。

记者了解到，邀请嘉宾做交流分享是“初心
学堂”青年学生研训班的保留项目，每一期邀请
的嘉宾都不同，涵盖不同行业，带领学员们看到
了更广阔的世界。

7月16日，随着上海研学之旅告一段落，由
晋江市教育局党组、晋江市教育系统党委、晋江
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合举办的2023年“初心学
堂”青年学生研训班圆满收官。

6天5夜时间里，来自晋江各高中（中职）的
52名优秀青年学生代表通过实地考察、专题讲
座、活动实践及互动交流探讨等系列活动，进一
步开阔视野、丰富知识、磨炼意志，提高了个人
社会交往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每年一个主题 打造青年学生特色活动品牌

一场干货满满的交流分享会

一场开阔眼界的研学之旅

本报记者 蔡红亮 通讯员 施快乐 赖进财

杨芳菲（晋江内坑中心小学三年4班）

许巧婷（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桥南校区）

陈姝妍(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

王棋渝(晋江紫帽中心小学三年1班)

营员走进名企，感受产业和品牌的强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