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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校园举办创意挑战赛赛
前工作坊，100多名中学生同堂
学习市场营销等商业知识，为在
赛场角逐做好准备。

早报校园星期六（3月2日）
联合义安理工学院举办第一届
“早报校园创意新星”挑战赛
（ZBSchools Pro!）赛前工作
坊。

来自19所中学的147名学生
和负责教师一同参加工作坊。他
们共组成37支参赛队伍，其中文
礼中学派出六支队伍参赛，是所
有学校之最。

工作坊的开场由早报校园的
记者打头阵，为学生们演示如何

利用早报校园网的报道作为阅读
素材，更深入地学习华文。

同时，记者介绍了网站的分
区和词汇解释功能，以及怎样快
速有效地识别生词并积累词汇
量。

在主讲环节，义安理工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陈安琪
深入浅出地与学生讲解市场营销
的基础要素和实用案例，以帮助
参赛学生构思推广策略，拟定实
施方案，并制定活动计划。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传授
的内容，陈安琪以美国歌坛天后
“泰勒丝（Taylor Swift）要在新
加坡开泡泡茶店”为模拟设定，
引导学生思考并提出营销点子，
实际应用学到的知识。

工作坊现场氛围轻松愉快，
学生们踊跃参与讨论、集思广
益，想出了不少别出心裁的产品
和推广方式。工作坊结束后，参
赛队伍须要提交一份正式书面参
赛方案。

在正式方案中，学生们将成
为“早报校园网”宣传大使，通
过运用同龄人的视角让更多学生
认识这个华文学习平台。

德惠中学负责教师马萍受访
时说，这个工作坊肯定能让学生
更了解早报校园，对参与比赛
很有帮助。“工作坊后，学生会
对如何拟定和实施方案更有头
绪。”

“早报校园新星”挑战赛的
营销策略正式方案提交截止日期

为3月29日。

10队可获500元经费
在校园内落实方案

在所有提交方案的参赛队伍
当中，10支队伍将被选中在校园
内实行他们的方案。评选结果最
迟于4月7日公布。

每支获选队伍将获得500元
作为实行经费，方案实行阶段将
从4月8日起持续至7月22日。

公教中学的中二参赛学生吴
润达（14岁）说：“这个工作坊
很好玩。我觉得学习市场营销对
未来非常重要，因为在各行各业
都会用到营销手法，所以这个工
作坊很实用，也给了我一些制定
方案的方向。”

中学母语会考笔试将调整考
期，和英文考试统一，只举行一
次，教育工作者及学生大多认为
这一举措会减轻备考压力，让学
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母语的学习
和兴趣培养。

教育部长陈振声星期五（3
月1日）在国会辩论教育部开支
预算时宣布，配合全面科目编班
制的实行，2027年起中学会考的
考期将调整，母语的笔试将和英
文一样，统一在9月举行。

这意味着考生无法像目前那
样，若年中O水准母语会考成绩
不理想，可选择在年底重考。

中四学生洪湘婷（16岁）
说，尽管考两次可以取其中较好
的成绩，但备考时间也相应增
加。“我不喜欢把考试战线拉得
太长，因为会疲惫和麻木。我只
把会考当作另一次校内考试，放
平心态正常发挥就好。”

中三学生顾国正（14岁）
也认为，在一次就能考过的情况
下，再考一次非常浪费时间。两
次考试间隔时间不长，第一次没

考好的人，成绩也很难在短时间
内有较大的提升。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亚洲语言文化学部副主任陈志锐
副教授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
说，教育部早年推行两次母语考

试的安排，有其历史原因，但如
今的环境已经改变，取消重考的
选项也在情理之中。

陈志锐说：“考虑到考试本
身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只有母语
考试具有重考的选项，对其他科
目来说也不公平。将母语考试笔
试统一安排在9月，教师也有更
多时间教学、安排备考。”

学者：统一时间考试
学生备考时间更充足

他也指出，一些学生会抱有
侥幸心理，认为多一次考试机会
就有可能押中题目，但这不是设
计考试的初衷。母语的学习应该
是日积月累的过程，统一一次考
试，学生有更长的学习和复习时
间，准备也会更充分。

英华中学（巴克路）校长辜
泽鸿认为，有了更长的时间来准
备考试，学生就能更好地把握自
己的学习进度，享受学习的过
程。教师也将有更多的时间来培
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自信心。相
较于重考，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
学习母语的兴趣。

他说：“激发和培养学生对
母语的兴趣，是培养学生终身学
习母语的最佳途径。”学校积极
利用多媒体教学，并创造户外学
习的条件，带领学生从日常中学
习华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于较弱的学生，学校的教
学则侧重于逐步培养他们的母语
读写能力，将任务分解成较简单
的形式，帮助他们建立信心，鼓
励他们多使用母语。

英华中学（巴克路）校长辜泽鸿认为，有更长的时间准备考
试，学生就能更好地把握学习进度，享受学习过程。教师也有
更多时间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自信心。相较于重考，培养
学生学习母语的兴趣更重要。

多数师生指母语笔试一次过可减轻压力
有助培养学习兴趣

安诗一 报道
anshiyi@sph.com.sg

早报校园举办创意挑战赛赛前工作坊，100多名中学生在义安理工学院学习市场营销知识，为在赛场角逐做好准备。（白艳琳摄）

早报校园创意挑战赛工作坊 逾百中学生研习商业知识

赵世楚 报道
zhaosc@sph.com.sg

即将在今年8月开课的新加
坡艺术大学举办了首个开放日活
动，校方目前还未有招生人数的
统计，不过校方相信招生情况乐
观。

由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
艺术学院联办的新加坡艺术
大学（University of the Arts
Singapore），星期六（3月2
日）在国家设计中心举办开放日
活动，让学生和家长更深入了解
这两所学院提供的学位课程。

当天有26个课程让学生报名
申请，活动也包括新艺大校长郭
建文教授、新艺大副校长与拉萨
尔艺术学院院长史蒂夫·迪克逊
教授、新艺大副校长与南洋艺术
学院院长苏惠兰一起对话的座谈
会，以及各个学院的课程讲座和
咨询、学生的现场表演。

郭建文教授受访时说，这是
具历史意义的时刻，新加坡第一
所艺术大学迎来首批学生的招生
申请，相信招生情况乐观。

座谈会上也有家长问起修读
艺术课程后的职业前景。他说：
“最重要是年轻人对艺术有浓厚
兴趣，并且能通过学习艺术找到
人生目标。我们的使命不仅是关
注学生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还

要帮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找到持
续的方向。”

他指出，学校不仅有教学经
验丰富的教师，还有在市场上积
累经验的专业人才，能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实践学习机会，为学生
做好全方面的职前准备。

黄靖恩（18岁）从小热爱
音乐，擅长弹钢琴，六年级时申
请新加坡艺术学院修读音乐未被
录取，过后申请南洋艺术学院也
未成功。但她没有放弃音乐，目
前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就读与音乐
有关的设计专业，她期待毕业后
在本地大学继续修读音乐课程。
她说：“本地就有很好的音乐课
程，不一定要到国外修读。”

杨欢（20岁）想报名剧场表
演课程。她提到同学们都选择到
国外修读艺术表演，但她想在本
地就读。她说：“这里读书更安
全和方便，今天听了讲座后，我
对本地大学更有信心。”

曾敏瑄（19岁）刚从新加坡
艺术学院毕业。她想报名新推出
的“艺术史和策展实践：亚洲与
世界”课程。她也比较了国外与
本地修读这课程的学费，“本地
的学费比国外便宜了一半”。

招生活动还在进行，有意者
可通过新艺大网站提交申请，截
止日期是3月31日。

新艺大办首个开放日
8月开课对招生情况乐观

黄良辉 报道
wonglw@sph.com.sg

新加坡艺术大学举办首个开放日活动，吸引学生和家长前去了解大学提
供的学位课程。（叶振忠摄）

夜幕低垂，巨大的妆艺花车
在街道上游行，闪烁夺目。沿途
有许多公众聚集在巴士站和组屋
楼下的路旁，只为一睹游行花车
的绚丽风采。

2024年的“妆艺在邻里”
活动星期六（3月2日）在马林百
列集选区、麦波申区以及蒙巴登
区登场，并在布莱德岭社区中枢
（Braddell Heights Community
Hub）举行启动仪式。

国会议长谢健平、东南区市
长阀贺米以及蒙巴登区议员林谋
泉出席了各区举办的活动，并与
居民互动。谢健平和阀贺米也是
马林百列集选区议员。

下午4时许，由五辆大型花
车和六辆社区花车组成的游行队
伍准备就绪。

身着妆艺大游行服饰的表演
者也纷纷登上花车，热情地向公
众挥手。

花车队伍从布莱德岭社区中
枢出发，途经麦波申、蒙巴登、
芽笼士乃、如切和马林百列，到

达终点景万岸—菜市。

花车在指定站点停留
居民可与表演者合影

花车队伍会在指定的站点停
留，让居民与身着妆艺大游行服
饰的表演者合影，留下令人难忘
的精彩瞬间。

其中麦波申站点停留最久，
长达40分钟，住在麦波申一带
的居民黄士轩（ 34岁，能源行
业）带着女儿在花车前排队，他
受访时说：“女儿要上去花车拍
照，我们特地带她来排队。刚才
我们也去小吃摊位，吃了美味的
冰淇淋。”

同样住在附近的哈莱姆（44
岁，客服人员）说：“民众俱乐
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有活
动，我就带着孩子过来。我们玩
得很开心，希望以后每年都会举
办这样的活动。”

此外，主办方在花车游行的
五个站点为居民准备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包括民族舞蹈、现场乐
队、魔术表演，以及各种小吃、
饮料和游戏摊位等。

刘侃（41岁，音乐教师）是
新加坡文华狮子会的义工，负责
小吃摊位，她受访时说：“摊位
的冰淇淋、年糕、棉花糖、饮料
等小吃都是免费的，我们希望附
近的居民可以聚在一起，边吃边
看花车，大家都能玩得开心。”

2024年的“妆艺在邻里”活
动于2月25日至3月9日走入五个
社区，让居民近距离观赏花车和
表演。

在星期五（1日），花车队
伍还到了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
和武吉班让区。除了花车游行和
丰富多彩的活动之外，居民还观
赏了两场精彩的烟花秀。

巨型妆艺花车游行社区 绚丽夺目引居民驻足
林美玲 报道
linml@sph.com.sg

社区妆艺花车队伍星期六（3月2日）来到麦波申区，吸引了许多民众上
前合影。（蔡家增摄）

捏黏土“动手”学华文词
汇，把成语融入课室纪律口诀，
请自媒体博主为学生分享如何制
作华文短视频……去年荣获全国
杰出华文教师奖的教师们各显身
手，用有趣、有创意、与时并进
的方法激发学生学华文的兴趣。
你身边有这样的华文教师吗？

第27届“全国杰出华文教
师奖”即日起接受提名，家长、
学生、同事、主任和校长都可参
与提名。

由《联合早报》和早报校
园联办的“全国杰出华文教师
奖”，旨在肯定及褒奖华文教师
过去一年来对华文华语教学所做
出的贡献。

今年的全国杰出华文教师奖
继续获得慈善机构陈江和基金会
（Tanoto Foundation）的赞助，
用于支持教师奖的评选、奖金及

颁奖礼等相关活动。
所有教育部属下的中小学、

高中或初级学院的在职华文教
师，都有资格被提名，曾得奖的
教师除外。获奖教师各可获得奖
金1500元和奖座一个。

2024年全国杰出华文教师
奖由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新加
坡华文教育学会、新加坡华文教
师总会以及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
会协办，并获得教育部的支持以
及陈江和基金会赞助。

提名者可直接上网：https://
bit.ly/dclta2024提名。 提名截止
日期是5月12日（星期天）。

若有任何疑问，请电邮
zbschools@sph.com.sg查询。

全国杰出华文教师奖
即日起接受提名

英华中学（巴克路）利用多媒体辅助开展华文课教学。（蔡家增摄）

扫描QR码
提名你心目中
杰出华文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