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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雅中学副校长王穗芳
介绍，2023 年学校的招生计划
数 预 计 不 会 低 于 2022 年 。
2022 年广雅中学本部校区高
中招生 576 人，花都校区高中
招生 400 人。

2023 年广雅中学本部校
区和花都校区分别在第一批
(自主招生和特长生)、第二批
(名额分配)、第三批(统招批)
面向全市招生，本部和花都校
区均有独立的招生代码。具
体招生指标方面还需等待市
教育局统一公布，但预计 2023
年招生计划将不少于 2022 年。

今年，广雅将设立一批高
一特色班级，包括强基班、岭
南班、试验班（菁英班）、国际

课程班。其中，自主招生录取
的学生可入读岭南班，具有学
科奥赛优势和特长的学生择
优编入强基班，中考成绩和新
生入学综合能力考核成绩优
异的入读岭南班、试验班（菁
英班）。此外，广雅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将纳入中考招生体
系 ，也 将 有 单 独 中 考 志 愿 代
码，具体情况以市教育局后续
公布的文件为准。

多少分能报考广雅？王
穗芳表示，近三年来，广雅高
中的录取分数线均超过第一
梯 度 控 制 线 ，均 在 第 一 志 愿
完成录取。预计 2023 年广雅
两校区的招生分数将总体保
持平稳。

进入招生季，校园开放日火爆

广雅中学食堂饭菜都卖光了
玉岩中学来访人员超7000

3月11日、12日，广州
不少学生和家长们“赶场”
体验多所中学的校园开放
日。广东广雅中学、广东华
侨中学金沙洲校区、广州市
玉岩中学、广州市南武中
学、广州市番禺区象贤中
学、象贤中学国际部、华南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等，敞开校门迎接家长和学
生们。经历了三年疫情终
于能实地考察学校，每个学
校都人流如织，现场火爆。

“人太多，食堂的饭菜都
卖光了！很遗憾没有吃到广
雅传说中的美食，希望能考进
来随便吃。”3月 11日，广东广
雅中学校园的开放日，一位前
来参观的初三女生如是说。

不少家庭举家进入校园体
验开放日。黄先生夫妇带着读
初三的女儿和还在上幼儿园的
儿子，一起来到广雅。“一出地
铁就是广雅北门，交通方便，校
园也非常漂亮。”黄先生说。

玉岩中学开放日的校园活
动包括：校长讲座、优秀社团展
示、招生咨询、校园参观、教育集
团合唱节等。学校负责人介绍，
家长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升学
率、学风和校风、如何填报志愿、
新高一的班型和食宿条件等。
根据发放资料的情况统计，开放
日来访人员超7000人。

侨中今年的第一场校园开
放日，现场人气超旺，许多家长
带着孩子一同前来零距离了解

学校。“一进门就感觉很不错！
学校很大很美，特别是操场，让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真草坪的足
球场！”初三女生李泳贤惊喜地
说，今年，她计划以体育特长生
的身份报考侨中。家住学校附
近的康女士同样被侨中的建筑
和美丽校园环境所吸引，她参
观完后说：“我对学校的师资力
量和特色社团都比较满意，就
看孩子能否在分数上再努力一
把了。”

象贤中学国际部招生办主
任陈健敏介绍，3月 11日上午
有近百名家长前来了解，“对
于教育管理、校风校纪、校园
环境等方面较为关心”。

3月 12日上午，华附国际
部 (以下简称“HFI”)举办校园
开放日，招生老师介绍，至少
有六百名家长和学生前来参
观了解，现场安排包括升学指
导介绍、社团展示、学术课程
体验等环节。

以永庆坊为标志的以永庆坊为标志的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
既是广州的城市记忆和既是广州的城市记忆和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地地，，更是不少学校的校更是不少学校的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外实践教育基地。。与永与永
庆坊只一街之隔的广州庆坊只一街之隔的广州
市荔湾区詹天佑小学可市荔湾区詹天佑小学可
谓被各种红色教育基地谓被各种红色教育基地
包围包围：：天佑校区毗邻中天佑校区毗邻中
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先生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先生
的故居的故居；；珠玑校区坐落珠玑校区坐落
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十三行商圈内十三行商圈内。。行走在行走在
校园里校园里，，无处不在的铁无处不在的铁
路元素路元素，，让师生们浸润让师生们浸润
在詹天佑的爱国主义精在詹天佑的爱国主义精
神中神中。。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何宁 王沫依
实习生 郭毅

玉岩中学今年高一招生预
计扩招到720人以上，比去年增
加135人。学校提醒：今年的招
生计划正在报批当中，以市招
办公布的为准。

玉岩中学今年将会在第
一批自主招生、第二批名额分
配和第三批招生。

参照去年，第一批自主招
生计划不超过 10%，第二批指
标生比例为 50%，具有黄埔区
学籍且满足“两个有”的随迁
子女招生比例去年是 15%，今
年还未确定。特长生去年招
收的项目有足球、篮球、羽毛

球、网球、田径、舞蹈等，今年
的招生计划正在报批当中，以
市招办公布的为准。

玉岩中学设置领军班、琢
玉班等特色班级，致力于培养
学生考入 985、211 以上院校，
并设有领军计划、英才计划、
强基计划等特色培养方案，满
足不同层次、不同特长和需求
的同学高端发展的需求。

2022 年，玉岩中学的录取
分数是 710 分（户籍生）、710
分（外区生）、682 分（非户籍
生），其中户籍生、外区生分数
线分别达到第一梯度投档线。

玉岩中学:高一拟扩招135人

广雅中学：招生计划不低于去年

侨 中 今 年 的“ 港 澳 子 弟
班”有意愿扩招，最终将以广
州市教育局下发的文件为准。

侨中今年招生总计划保
持稳定，计划继续设置 2 个理
科创新实验班、1 个文史实验
班和 1 个空天智能班。

新高一将开设满足不同
学生创新发展的 66 门校本特
色课程，如竞赛、人工智能、航
天航空、STEM、外语世界（雅
思、英语口语、日语等）、国际

关系学、非遗文化以及常规体
育艺术课程等。

2022 年 侨 中 户 籍 生 分 数
线为 670 分（广州市普高第二
梯度最低分数线）、非户籍生
分 数 线 为 686 分 。 武 四 海 建
议，户籍生达到第二梯度分数
线 的 考 生 可 以 大 胆 报 考 侨
中。2022 年“港澳子弟班”最
低分数线是 691 分，最高分 760
分，是全市“港澳子弟班”录取
分数线最高的学校。

侨中：港澳子弟班或扩招

詹天佑故居坐落于校内

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詹
天佑故居坐落于詹天佑小学里。为
了让学生能在詹天佑爱国、创新精神
的氛围中成长，詹天佑小学会不定期
组织学生参观詹天佑故居纪念馆，孩
子们观看着一件件展陈资料，感受着
詹天佑先生生平所经历的艰难困苦
和顽强不屈。学校大队部还组建了
一支“詹天佑故居红色宣讲团”，宣讲
团成员们穿着礼仪服，戴着麦克风，
向前来参观的居民和游客讲解着詹
天佑生平的故事，他们对展柜里的物
件如数家珍。

学校的红色宣讲团从詹天佑故居
纪念馆走向永庆坊，积极参与校外实
践教育营地宣讲队招募和培训，用童
言童语向参观的市民群众宣讲。学校
还积极拓展文化研学活动，“寻找世界
的荔湾”研学活动让孩子们了解荔湾
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全球纽带，正如
少年詹天佑一样，学生用新的方式感
受中西文化的交融。

六年级学生邓语希在两年的讲解
员过程中深受詹天佑精神的影响，“他
12岁赴美留学，一心报国，当所有人都
质疑中国人修建铁路的时候，是詹天
佑用自己卓越的专业能力和坚强的意
志，修建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令世人
刮目相看。我们要向他学习，只有努
力学习，掌握真本领，才能更好地建设
自己的家园。”

铁路元素分布学校各角落

行走在校园里，你会发现詹天佑
的爱国精神和铁路元素散发在学校的
每个角落：“火车奏鸣曲”是上课铃声，
时刻提醒着孩子们当年“京张铁路”的
火车声代表着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条自
主修建的铁路；教学楼上嵌着一辆“天

佑号”高铁列车；故居纪念馆和学校交
界处是“京张八达耀中华”小景，再往
前走是一个红色的火车头……

孩子们很喜欢校园里的铁路景
观，很多课程都能以此为教具：科学
课上，老师会带着孩子们过来观察铁
路两旁的植被；劳动课上，老师和孩
子们会一起打扫铁路小径的落叶；思
政课上，孩子们会带上《家校公约》这
本红色教材，在红色火车头小景处大
声朗读。

除了《家校公约》外，学校还开发
出多本校本特色的红色教材，如德育
系列之《天佑心、精诚路——天佑精神
伴我成长德育教材》《以天佑精神育精
诚少年——精诚教育解读》《精诚少年
学生行为手册》《精诚名师教师行为手
册》等，科技系列之《詹天佑故乡寻美
——美丽的西关砖雕》《生物文化——
蝴蝶初探》《海洋军事——铸剑蓝水》
《铁路文化——轨道传奇》等。

开展系列活动纪念詹天佑

每年 4月，学校会开展纪念詹天
佑诞辰和形式多样的科技实践系列活
动，让学子们把传承詹天佑爱国主义
精神付之行动。车模、航模展示的“红
心向党，匠心育人”红色主题模型教育
竞赛，让学生们在科技和创新中延续
詹天佑的工作作风。学校每年还会到
詹天佑纪念广场开展缅怀詹天佑先生
的纪念活动。

作为全国优秀家长学校，詹天佑
小学从2010年起就开展了制定“家庭
公约”的活动，学校发动老师、家长整
理和创建自己家族家庭的家训、家风
和家规，把良好的道德风尚、做人做事
的规则带进校园。学校还开展了一系
列“弘扬好家风”的活动，如开展“红色
家书诵读活动”，每周的“红色故事宣
讲”，定期邀请詹天佑的曾孙女詹佩霞
来给孩子们讲詹天佑的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孙唯 实习生 张傲雪

网络热梗高频地出现在校
园，校家社三方怎么办？

首先要教给孩子
选择的能力

羊城晚报记者 王沫依

3 月 9 日，科睿唯安公布了 E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基 本
科学指标数据库）从2012 年 1月 1日到
2022年 12月 31日的统计数据。ESI高
校排名榜单主要基于各高校SCI和SS-
CI期刊论文大数据指定，是国际公认的
衡量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
“世界标准”之一。

在本次 2023 年 3 月 ESI 高校排名
中，内地高校共有 409 所进入全球前
1%，其中共有 24所广东高校进入全球
前 1%，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进入
“全国百强”高校，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新晋升为全球前1%高校，是新晋院校
中唯一一所高职院校。中大、南方医科
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11所高校共新增
13个全球前 1%学科，全省24所高校共
有 21 个学科入选前 1‰、173 个全球前
1%学科，整体表现强劲。

广东21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
最新ESI排名：

基于统计数据，广东省进入全
球前1%的 24所高校全球排名均有
不同程度的提升，更是有10所大学
进入全球1000强，整体进步幅度全
国领先，以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为代
表的部分高校进步表现突出。

广东省共有 4所高校进入全国
前 50，分别是位列全国第 7 名的中
山大学、位列全国第18名的华南理
工大学、位列全国第40名的深圳大

学和位列全国第 49 名的暨南大
学。其中，中山大学位居全球第107
名，比上期进步3名；华南理工大学
位居全球第 227 名，比上期进步 9
名；深圳大学位居全球第464名，比
上期进步18名；暨南大学位居全球
第564名，比上期进步8名。

南方医科大学（第 52 名）、南方
科技大学（第 65 名）、广州医科大学
（第 72 名）、华南农业大学（第 84

名）、广东工业大学（第 87 名）、华南
师范大学（第92名）6所高校在进入

“全国百强”的同时，进入了全球
1000强。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佛山科学
技术学院此次进步 105 名，成功跻
身全球3000强，发展势头强盛。深
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在此次统计中
成功入选为全球前1%，其工程科学
学科也入选全球前1%。

在此次ESI排名中，广东省共
有 173 个全球前 1%学科、21 个学
科入选全球前 1‰。中山大学新增
全球前1‰学科生物与生化，以8个
前 1‰学科、20 个前 1%学科位居
ESI广东高校排行榜榜首。

从新增学科来看，11所高校共
斩获2个全球前1‰学科，分别是中
山大学的生物与生化学科和华南农

业大学的农业科学学科。
广州大学和汕头大学在本次

统计中表现亮眼，各自新增了 2 个
前 1%学科。广州大学的数学、植
物与动物科学学科入选全球前 1%
学科，至此该校共有 8 个全球前
1%学科。汕头大学材料科学、药
理学与毒物学学科入选全球前 1%
学科，至此该校共有 9 个全球前

1%学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首次入

选，是此次唯一一所新增广东高校，
其工程科学入选前1%。此外，还有
广东海洋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的工程科学、东莞理工学院的环境/
生态学、广东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
大学的化学、南方医科大学的农业
科学，新增全球前1%学科。

广东高校表现亮眼

广东高职院校新晋全球前1%高校

詹天佑小学：
行走中行走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宁
图/学校提供

家门口的红色学堂
② 学校周边红色资源：詹天佑故居纪念

馆、永庆坊、粤剧艺术博物馆、粤海关博物
馆、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荔湾博物馆、八和

会馆

红色课程：《家校公约》《天佑心、精诚
路——天佑精神伴我成长德育教材》《以天
佑精神育精诚少年——精诚教育解读》等

红色活动：纪念詹天佑诞辰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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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孩子们很喜欢校园里的铁路景观

“鸡你太美”“你个老 6”……近日，人民日报发
表评论，直指这些席卷校园的热梗“恶俗”，不少成年
人对此却一头雾水，不过，当它们越发高频地出现在
校园内，便不得不引起各方的重视。这些网络热梗
究竟为何会流行？孩子们真的懂得是什么意思吗？
面对这些情况，家校社各方又该如何进行引导？

孩子“热聊”，成年人“懵圈”

当记者抛出这些网络热梗时，从事五年级语文
教学的李老师直言“不懂”，然而在她利用课间与几
名同学进行沟通时才了解到，这些网络热梗早已在
学生中流行起来，“原来他们都知道”。

此前，羊城晚报记者在学校内采访时便发现，一
些学生对于网络流行热梗“情有独钟”，甚至会自创

“周边”娱乐，例如手写一副“有梗”的书法、在书上
绘制与热梗相关的图等。然而当记者问到是否知道
什么含义时，孩子并不能给出确定的回答，最多只能
说明出处，“在视频网站上看的”“一个明星说的”，
又或是“大家都这样说”。

使用并不等于理解，这与李老师的判断一致：
“很多孩子不知道出处和意思，用也多是图个时髦。”

而六年级学生的家长隋女士也提到，女儿很少会
在家说梗，但去接她放学的时候会听到其他学生使
用。这也证明，对于这些网络热梗，更多的交流发生
在同辈之间，成年人对此不易察觉。

热梗多来源互联网，本质“感官至上”

在得知“热梗”的大致情况后，李老师在班里进行
了一个小调查，她表示，当前学业繁忙，很少有学生看
手机，“班里44个孩子，只有9个会在周末看手机，主要
也是刷短视频。”不过她仍保有足够的警惕，“接下来的
家长会上我会对家长强调电子产品管控的重要性。”

在隋女士看来，这些流行的热梗来源主要有几
个方面：一是通过短视频等网络平台，二是来源家
庭，三是同学家人之间互相的表达，“就算孩子不刷
视频，要是家长看到和使用，孩子自然也就会了。孩
子们会觉得用这些流行语是一种酷的表现。”

互联网时代，孩子面临的是更加复杂的环境。
此前，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
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互联网环境海量的资源
中，大概有10%并不适合孩子接受与沉迷，这对孩子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教授郑航看来，网络热梗的流行是当下消费时代
中“感官至上”的价值观，“但真正有内涵的内容往往
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由于此类流行文化更加

“短平快”，也更少需要思考，往往更能让判断力还未
成熟的未成年人深陷其中。

“校家社”协同育人

在与学生进行沟通后，李老师进行了一番思考，
“为什么流行了这么久，自己都没有发现？”她表示，
五年级的孩子已经很聪明，许多行为懂得“规避”大
人，因此必须更加细致，留心孩子的点滴变化。

其次，作为语文老师，李老师也在语言学习上循
循善诱。“他们知道现在应该积累优美、有深意和文
化内涵的语言，我就问他们，网络热梗符合这些特征
吗？他们很自然地回答没有。”李老师笑着表示，随
后，她通过正在学习的“四大名著”单元入手，向学生
传递“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概念，“网络热梗带来的并
非积极的气质，因为它们毫无内容意义。”

家庭的力量同样重要。五年级学生诗怡的妈妈
表示，对于此类网络热梗，自己虽不至于“反感”，但
也会根据价值判断进行适当引导，“简单地禁止孩子
使用只会令孩子更困惑，我会给孩子一个积极的方
向，比如鼓励她了解古诗词、文学的美，她自然就会
发现这些更美好、更有意义。”

放眼当下，我们如何为孩子带来更积极正面的
环境？在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曾小军看来，首
要的便是净化网络环境。而郑航认为，应着手从价
值观上对孩子进行培养，“越是当下，越要培养一种
价值理性，让孩子明白什么才真正值得追求。”他特
别提到，目前社会价值多元化，难免泥沙俱下，此时
识别判断的能力尤为重要，“学校首先要教给孩子选
择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