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特5

2 0 2 3

广
州
中
考
志
愿
填
报
先
导
见
面
会

主
讲
人

广
州
协
和
学
校
教
务
处
副
主
任

张
雄

主
讲
人

广
东
华
侨
中
学
教
学
处
主
任

武
四
海

主
讲
人

广
州
外
国
语
学
校
教
务
处
主
任

李
伟

主
讲
人

广
州
市
第
七
中
学
副
校
长

邵
长
思

主
讲
人

广
州
市
第
十
六
中
学
副
校
长

陈
煦

2023年5月25日/星期四 / 教育健康部主编
责编 卫轶 / 美编 郭子君 / 校对 谢志忠 林霄

广东华侨中学：
港澳班大幅扩招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樊雨晴 朱伊琳

图/主办方提供

“广东华侨中学以创新人才培养作
为做强侨中的突破口，开发建设创新人
才培养课程，培养基础厚实、勤于实践、
勇于创新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广东
华侨中学教学处主任武四海向现场和云
端的考生与家长们介绍了这座历史悠久
又勇于创新的学校。

招生亮点
华侨中学本年度计划在普通高中各

批次（自主招生、第一批、第二批、第三
批）招生共计 360 人，港澳子弟班计划招
生 250 人。他建议考生和家长正常填报
志愿，第一批次可参考 2022 年最低分 691
分，2023 年预估第二梯度线上均可以第
一志愿大胆填报；第二批次 2022 年最低
分 603 分；第三批次 2022 年户籍生最低分
670 分，非户籍生最低分 686 分，2023 年预
估第二梯度线上均可大胆填报。

此外，武四海着重介绍了港澳子弟
班扩招计划。2019 年 8 月，在广州市教育
局的大力支持下，华侨中学开设了市属
学校中首个高中港澳子弟班。今年，学
校港澳子弟班计划扩招，志愿填报时间
为 6 月 1 日-5 日，并将在 5 月 25 日开展港
澳填报指导专场活动。

广州外国语学校：
凤凰从这里起飞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图/主办方提供

1962 年，广州外国语学校（以下简
称“广州外校”）是经中央批准开办的全
国首批七所外国语学校之一。1963 年
秋季开班办学，旨在培养外交官。广州
外国语学校教务处主任李伟指出，用动
态的眼光看广州外校的发展！可以说，
凤凰从这里起飞。

目前，学校里的市级优秀教师+骨
干精英，形成优势互补；而外聘专家、教
授，广聚高层次人才，进行点对点辅导，
所以有一大拨名师带学生驶入人生“快
车道”。

在课程设置上，包括了特色必修课
程、基础必修课程以及自主选修课程，主
要突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国文大承，
外语大通。培养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特
长发展的人。

招生亮点
广州外校 2023 年计划 400 人（含自

主招生 30 人，不超过 28 人），招生对象为
应届初三毕业生且具有广州市户籍、符
合政策性照顾性借读生。招生批次为第
一批（自招、统招、特长生）。录取条件为
中考总分，同时满足英语单科线 100 分
（2019 年 705 分 ，2020 年 722 分 ，2021 年
724 分，2022 年 738 分）。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690分以上考生可大胆报考

文/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
图/主办方提供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以下简称“十六
中”）是首批广东省一级学校，首批广东
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广东省新课
程新教材实施省级示范校，目前有校本
部和水荫校区两个校区。十六中素质教
育硕果累累，高考连续多年取得辉煌成
绩，英才计划、高校综合评价录取人数连
续多年位居省市前列。

学校实现广州市名教师、广州市骨
干教师学科全覆盖。十六中将生涯教育
课程列入课表，精心指导学生选科。学
校会安排学生在高一第二学期期末分
班，坚持分层教学，能定则定，减少走
班。十六中也是中山大学等多所高等院
校的优质生源基地，“英才计划”近三年
来入选人数位列广州市第一，在高校综
招入围人数中十六中位居省市前列。

招生亮点
十六中校本部今年预计招生 540 人，

会分三个批次招生，第一批次为自主招
生（越秀）和田径、合唱、管乐特长生，其
中自主招生 43 人，特长生不超过 28 人；
第二批次招生对象为广州市户籍越秀 3
年学籍的学生，预计招生 270 人；第三批
次面向全市 11 个区。水荫校区预计招生
336 人，也会分三个批次招生。两个校区
最后招生人数以《2023 年广州市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报考指南》为准。

十六中副校长陈煦介绍：“十六中今
年分数线大概率低于第一梯度线，根据
2022 年难度估算，690 分以上的考生可大
胆报考 16 中校本部。”

广州市第七中学：
面向越秀区自主招生51人
编入培道科技创新实验班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宁 实习生 郭毅

图/主办方提供

广州市第七中学（以下简称“七中”）
前身为培道学校，于 1888 年建校（当时
校址在广州五仙门），至今已有135年的
历史。1962年更名为广州市第七中学，
沿用至今。

七中师资优异，英才辈出。学校在
全国范围内选聘优秀人才，打造一支结
构合理、专业过硬、责任心强、适应未来
可持续发展的教师团队。

招生亮点
2023 年 高 一 招 生 14 个 班 共 630 人

（有扩招）。七中面向越秀区自主招生
51 人，组建培道科技创新实验班，是学
校设立的数理、科技类创新拔尖人才培
养项目，学校努力健全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机制，创新培养方式，形成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培养一批品学兼
优，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创新能力
强的创新类拔尖人才。参加自主招生
被录取的同学进入培道创新实验班（培
道红星班）学习。

七 中 副 校 长 邵 长 思 表 示 ，新 高 一
班 级 设 置 是 ：培 道 红 星 班 、重 点 班 、平
行班。

广州协和学校：
成功开发六和课程

培养全面而有个性人才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宁 实习生 郭毅

图/主办方提供

广州协和学校前身为 1911 年创立
的慈爱保姆传习所和 1921 年设立的广
州市立师范学校。学校被誉为广州基础
教育的黄埔军校。

学校 2001 年由师范转制办高中，
2008 年被评为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
通高中，2016 年复办初中，2022 年广州
市协和小学整体并入市协和中学，成立
广州协和学校。2022 年 8月，广州市协
和小学整体并入广州市协和中学，成立
广州协和学校。

招生亮点
2023 年广州协和学校高中招生计划

数为 520 人，其中第一批次特长生招生计
划数 18 人，自主招生计划数 42 人；第二
批次名额分配计划数 260 人；剩余招生计
划在第三批次统一录取。高一级将编排
12 个教学班，其中有 4 个实验班。

广州协和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张雄指
出，2023 年可招收非广州市户籍生比例
为 15%，共招收 78 人，“录取比例较大，欢
迎非广州市户籍考生报考”。

导师制+职业规划
为学生配备学习“永动机”

天河区GDP在广州11区中
名列第一，是广州的经济引擎。
打造匹配天河经济需求的基础教
育、形成广州东部教育高地一直
是近年来天河教育的努力方向。
位于金融城的广州市一一三中学
（以下简称“113中学”）是天河教
育的重要板块，113 中学提供怎
样的高中教育，满足天河人才的
需求？

文/王沫依 蒋隽

A 导师制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是一所
位于天河区的全日制完全中学，
自1978年建校以来，学校先后被
评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广东省普
通高中教学水平优秀学校、广州
市示范性高中。

老师是教学的灵魂，学校
的教育理念、课程设计、教学
目的都要通过老师传递给每

个学生。
113 中学校长刘娟介

绍，学校拥有一支研究生学历或
高级教师约占 46%的师资队伍，
共有全国优秀教师2人，正高级、
高级教师 116 名，市级及以上名
教师工作室主持人5名，市“百千
万”人才培养对象5名、广州市名
教师或名班主任 8 名，市级优秀
教师或班主任 28 人，市、区级骨
干教师或骨干班主任 112 名，并
实施“青蓝工程”“启航工程”“领
航工程”和“灯塔工程”等针对不
同阶段的系列师资培养工程，构
建基于个体、团队和学校“三位一
体”的教研共同体。

这些经验丰富的教师，不仅
承担着学科教学的重要任务，也
是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导师。113
中学实行导师制教学，每位老师

“抱”8-9 名学生，关心他们的身
心健康，照顾他们的学习生活。

113 中学教导主任侯翠坚介绍，
每位学生自高一入学，就有自己
的导师，“原则上，成长导师也是
学生的学业老师，基于双向选择，
来确定导师培养的学生组。”导师
能更加深切地了解学生课堂内外
的动态，结合日常观察，给予每个
学生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指导。

老师们肩负教学的同时，每
周都要保障时间与自己负责的学
生交流谈心、了解学习瓶颈、提出
解决方案或建议，工作量不小，如
何分配有限的时间又取得最大的
效果？

侯翠坚分享老师们的工作秘
诀：辅导不限时间、地点，只要学生
与导师形成良性有效的沟通，能解
决学生在生活或学习上遇到的实
际问题，就是一次成功的指导。“师
生交流的时间不一定是固定的，譬
如课堂上老师会对这几个学生的
学习状态或者课后作业情况格外

关注。每星期导师和学生们至少
面谈两次，可以是学业、生活、思想
任一方面。有些学生甚至会把和
家长沟通方面的问题，反馈给导
师，让导师来帮忙协调亲子关系。”

随着学段的提升，学生面临的
学习和心理压力直线上升，需要在
课堂之外为情绪寻找出口，“实际
上，‘问题学生’很少，他们大多数
只是需要倾听和交流，导师则承担
起了这样的责任。”侯翠坚说。

侯翠坚回忆自己带过的一位
学生，“当时他对自己的未来比较
迷茫，上课总会睡觉不听讲，让各
科老师们很苦恼。我和他沟通时
了解到他的困惑后，就针对性地
帮他梳理了未来不同发展路径的
利弊，后来他明确了目标和方向，
学习也更有动力了，也更能专注
自己选择的目标去努力。”导师
制巩固了师生情谊，侯翠坚至今
与这位同学保持联系。

因材施教 千人千面的教育

此外，“家校共育与学校的
生涯教育紧密结合，学校举办的
模拟招聘会，邀请众多在企业供
职的家长来参与，担任模拟面试
官，让学生亲身体验职场应聘，
由家长带领团队进行‘招聘’，表
现优秀者将有机会利用假期时
间到心仪的企业中实习。除此
以外，邀请各行各业中承担不同
角色的家长来校开设讲座，为学
生生动地介绍行业发展趋势或
专业知识。”刘娟介绍。

“家长职业讲堂”是 113 中
学高一常规的生涯教育活动。
她表示，较早接触未来行业的前
沿知识，会对高一学生的选科、

职业导向、未来规划有所帮助。
生涯规划指向学生未来，下

一步该怎么走？刘娟指出，学校
教育是为学生营造一个最适合
其发展的教育环境，为其成长赋
能，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得以适性
发展。

接下来，113 中学将继续推
行“幸福成长”大德育模式，以
学生成长导师制、生涯规划、心
理健康教育、劳动教育、家庭教
育、志愿服务为抓手，构建“多
元适性发展”的德育体系，深入
推进和丰富家长学校、学生进
社区进企业、面向家长和社会
招聘学生成长导师、家长讲堂、

职业体验、开展模拟招聘会等
活动，形成以导师制带动学生
最优化、个性化卓越成长的育
人生态。

家校共育 模拟招聘会

B 职业规划

自然观察与写作自然观察与写作

模拟招聘会

刘娟校长在中考百日誓师会上点睛

如今的广东高考实行“3+
1+2”规则，3为语数英，1在物理
和历史中选其一，2是在生物、化
学、政治、地理中选 2 科。高二
开始选科走班，也就是说同学们
高一下学期就要做出人生第一
个重要的选择：大学学习什么专
业？从而倒推“1+2”选物理方
向还是历史方向？化学、生物、
地理、政治中搭配哪两个学科？
12种排列组合择其一，大概率就
是一生精修的职业方向、安身立
命之本，此生凭此仗剑走天涯。

因此，在十六七岁的年纪，就
要求学生认识自己、能力擅长、兴
趣爱好，从而设定自己的职业目
标并做出人生规划。规划人生，
如此重要和巨大的课题，困难和
压力是学生的，更是学校的，学校
要引导学生有好奇心、发掘兴趣，
并提供路径和平台让学生检验兴
趣爱好是一时的兴之所至还是生
命真爱？兴趣爱好和能力擅长是
否统一？由此确定人生目标，规
划职业生涯。

为此，113 中学在教学管理
上不断改革，致力于开拓学生视
野，细化学生的学习要素，提升
学生的思维力和学习力，从而进
一步形成具有天圆特色的教学
常规路线图。帮助同学们学习
好的同时，交上一份清晰的职业
规划答卷。

刘娟介绍，学校对传统校本

课程进行了优化和迭代更新，“自
然观察课以‘113号鸟舍’社团作
为支撑，带学生去大自然观鸟；这
门课不仅立足于生物学科，也将
跨学科的理念引入，辅之以语文
学科的素养提升，重新构建了生
态观察与写作课程；还有一门劳
动课是教学生种植石斛，也以生
物学科为依托。工业设计与制作
课程更是把物理学科和美术学科
联系在一起。让课程成为同学们
人生探索的一部分。”

《生态观察与写作》是113中
学 2022 学年开设的一门特色课
程，任课老师是来自高一年级的
语文老师赵艳华。谈起开设这门
课的初衷，赵艳华表示，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自然爱好者”，“平日
里就喜欢去观鸟，去公园里观察

生物，在自然里是最能得到放松
的。”而作为身处一线的教育工作
者，学生们的活动范围若仅仅困
于校园和家庭之中，很难将压力
释放出去。于是，结合自己的兴
趣爱好和育人目标，赵艳华制定
了一系列的课程内容，例如观察
草地生物，必须要在自己的带领
和判断下才能接触，而跨学科学
习也在课堂中有所体现。

有一堂课是带领学生在草
坪上朗读《秋声赋》，让同学们在
微风吹拂中，用心感受文字的
美，感受“天之于物，春生求实”
的意境。同学们写出自己的心
得思考和观察。这样的课程，走
出校园、走进公园，让孩子们走
进自己的内心，真正感受人生，
萌动人生志向。

课程引领 发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