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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国学”，是我国传统的学术

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

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中国是

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遗

留给后人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

学习它们，就是把个人和现实放

入到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去观察，

就会有一个宽广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国学教

育的大力推广，各地中小学校广

泛开展了许多活动。您所在学校

有哪些独具特色的经验、做法？

您在国学教学中有哪些创新？欢

迎给我们来稿，与全国国学教育

工作者交流，共同进步。

邮箱：jswmtl@163.com

以诗明志

经典润人生

11 月 7 日，笔者走进蕉城区第

二实验学校。这所红墙彩绘、绿树参

天的“年轻学校”确实让人眼前一

亮。教学楼里张贴着传承中华诗词

文化的横幅，校园内的走廊里、楼梯

口、餐厅墙上，随处可见古诗词小贴

画，校园处处洋溢着诗意浓厚的文

化氛围。

将传统的诗词文化融入校园生

活的方方面面，发挥诗词的育人功

能，是蕉城区二实验的一大特色。

“古诗词浓缩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

历史。学习诗词及其背后的历史文

化渊源，是每个孩子的必修课。”蕉

城区第二实验学校副校长、小学部

负责人曹小玲介绍说。

从小对孩子进行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让孩子领悟“传统之美”，对

于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文

化自信有重要作用。学校是进行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

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学校教育中

推进？把传统文化真正融入课程和

教材体系之中不可或缺。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知子

自知……”每周一早上，蕉城区第二

实验学校的教室里都会传来这样的

经典诗词诵读声。自一年级新生入

学起，该校就将诗词纳入学生整体

教学计划，将诗词经典教育与学校

日常德育、文史艺术教育相结合，让

传统文化浸润师生，并化为他们的

行动指南。与此同时，该校还以校园

诗词大会为契机，在全校开展人人

诵读诗词经典活动，通过小组、班

级、年级、学校层层选拔，做到活动

深入人心。

“开展诗词进校园活动，有助于

形成‘以诗为荣、以诗为乐、以诗育

人、以诗善德’的校园文化氛围，引

导广大青少年唤醒文化情思，为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贡献。”曹小

玲说。

以琴会友

佳音传余响

古琴悠悠，琴韵绵长。10 月 29

日，古朴清脆的琴音从蕉城区实验

小学里传出，一场“‘琴’系校园，非

遗文化有传承”的古琴公益课堂正

在这里举行。

“琴棋书画，曾是中国古代文人

引以为傲的四项艺术。其中，琴乐是

中国历史上渊源最为久远而又持续

不断的一种器乐形式，其可考证的

历史有三千年之久。古琴音域宽广，

音色深沉，深具东方文化特色，被尊

为‘国乐之父’‘圣人之器’……”活

动开始，郑雪晴老师用浅显易懂又

富有趣味的语言，为同学们介绍古

琴的基本结构及音色特点，还通过

古琴音乐欣赏、古琴知识小课堂等

方 式 ，让 同 学 们 认 识 古 琴 、亲 近

古琴。

随后，一曲余音绵长的《静夜

思》正式拉开了课堂的序幕，轻拢

慢捻间，美妙的琴音从郑雪晴老师

的指尖流泻开来，似乎是从浓浓的

夜色穿越而至。在座的同学们认真

聆听琴曲，积极提问，感受从未接

触过的新奇体验，现场氛围十分

活跃。

“古琴的意境是‘清微淡远、中

正平和’，噪者感之以静，静者感之

以和，习琴的同时也在修心。希望通

过这次古琴进校园的活动，让传统

文化在小朋友心中种下美好的种

子，不断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和人

文情怀。”郑雪晴说。

虽然绝大多数同学是第一次接

触到古琴艺术，但通过古琴老师精

彩的演绎，大家对这些传统乐器产

生了极大的兴趣。“第一次听说古琴

这种传统乐器，让我大开眼界，我们

作为新一代，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

些乐器传承下去，不要让它们丢失

了。”学生杨知恩说。

以墨为伴

字练中华魂

“‘匀称关系、平分对称、主笔突

出’，写字时，这三点最值得注意……”

11 月 5 日，在蕉城区九都中心小学

的书法教学室里，学生们正在老师

陈秋萍的指导下，凝神静气地进行

临帖，一笔一划，自然流畅。

自入学起，该校就将书法特色

教育贯穿于孩子们六年的学习生涯

中——每学年为孩子举办“开笔仪

式”，接受以字立人的教诲和传统国

学的洗礼；每周安排固定学习时间，

不同年级分时段开展硬笔书法、软

笔书法课程；每学期选出学生优秀

作品在校园中展出，增强学生学习

书法的兴趣，也推动书法教学特色

的稳步形成。

“通过书法学习，在学生练好字

的同时，激发他们对古汉语、历史等

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陈秋萍

说，这个字在古代怎么写，是如何演

变而来的？历史上的书法名家有哪

些？他们所处的朝代如何？通过书

法，孩子们有了“挖掘”的能力，学习

到了不少由书法衍生出的各学科

知识。

“让孩子学习书法不是为了培

养书法家，而是通过学好汉字、写好

汉字，让中华文化润物细无声地进

入孩子们的心间，让孩子们写好中

国字，做好中国人。”九都中心小学

副校长黄容镜表示。

随 着 蕉 城 区“ 传 统 文 化 进 校

园”的深入，几乎每一个学校都形

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特色。霍童中

心小学的线狮队，蕉城区第一实验

学校的葫芦丝社团，蕉城一小的国

学课程……这些学校在区内外的

大小活动中大放异彩，也让优秀传

统 文 化 的 种 子 在 学 生 心 中 深 深

扎根。

让孩子们领悟“传统之美”
杨洋 张中尧

福建宁德

信息短波

本报讯（黄文）为引导学生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华语言与文化

魅力，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黄埔

区文明办在 9 月共同举办“爱国情

强国志 报国行”第十一届黄埔区

中小学生诵读中华经典美文表演

大赛。11 月 8 日下午，大赛的决赛

环节在黄埔区青少年宫萝岗宫金

点点小剧场举行。经过三个多月的

精彩角逐，本次大赛共有 7 所中学

代表队、13 所小学代表队进入决

赛环节。

经典美文朗朗上口，拥有意味

深长的馨香之美，引导孩子们扬爱

国热情、承民族精华。经典美文诵

读比赛拉开帷幕，黄埔区各学校的

参赛孩子依次登台，为大家诵读了

《恰同学少年》《中华少年》《满江

红》《可 爱 的 中 国》等 爱 国 主 义

美文。

在诵读中，学生们不仅声音洪

亮、情感真挚，大家还在老师、家长

的指导下，通过音乐、服装、道具等

辅助手段，将传统与现代有机地结

合在了一起，让传统经典美文焕发

出了新的光彩。比赛中，孩子们不

只是经典美文的诵读者，更是中华

文 化 的 传 播 者 和 文 明 传 播 的 践

行者。

本报讯（武文）近日，由湖北武

汉市文明办、武汉市教育局主办，武

汉教育电视台承办的“经典诵读”电

视大赛落下帷幕，在终极展示环节，

40名选手从2000人中脱颖而出。

作为武汉市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重点活动之一，武汉市中小学生经典

诵读活动已经成功举办四届，不仅检

验着武汉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日

常积累，更是培养他们用国学经典知

识与世界打交道的文明素养。2019

年，“经典诵读”电视大赛首次采用

网络报名、答题、两两对战等新媒体

交互参与方式，来自500多所学校的

31万中小学生通过手机参与大赛，

2000名选手层层通关，走到最后的终

极展示环节，11月9日至10日，他们

以花样演说的方式把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理解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

终极展示活动现场，有的同学

身穿唐装，配乐朗诵；有的同学用

长笛吹出美妙的旋律，讲述自己是

如何爱上民乐的故事，有的同学表

演了自创的快板《黄鹤楼》，有的同

学现场铺开纸墨，书写自己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悟。琵琶、古筝、

长笛，舞蹈 、歌曲 、京剧，汉服、长

袍、战衣……小选手们各显神通。

2016 年以来，武汉市中小学生

经典诵读活动经过 4 年推广和普

及，“诵经典、传美德、育新人”活

动主题已深入人心。活动引导孩子

们从诵经典、感悟经典、再到践行

经典，在武汉市广大师生中不断掀

起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

鉴赏
从诗题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

从诗的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首咏史

诗。诗人在送别友人之际，发思古之

幽情，表达了对古代英雄的无限仰

慕，从而寄托他对现实的深刻感慨，

倾吐了自己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极

大苦闷。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这

两句通过咏怀古事，写出了诗人送别

友人的地点。《史记·刺客列传》载，荆

轲为燕太子丹复仇，奉命入秦刺杀秦

王，太子丹和众宾客送他到易水岸

边。临别时，荆轲怒发冲冠，慷慨激昂

地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

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后义无反顾，勇

敢地启程。这位轻生重义、不畏强暴

的社会下层英雄人物，千百年来一直

活在人们的心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和

爱戴。诗人骆宾王长期怀才不遇，亲

身遭受武氏政权的迫害，爱国之志无

从施展，因而在易水送友之际，自然

地联想起古代君臣际会的悲壮故事，

借咏史以喻今，为下面抒写怀抱创造

了环境和气氛。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两

句，是怀古伤今之辞，抒发了诗人的

感慨。这两句诗是用对句的形式，一

古一今，一轻一重，一缓一急，既是

咏史又是抒怀，充分肯定了古代英

雄荆轲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倾诉了

诗人的抱负和苦闷，表达了对友人

的希望。“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

寓意丰富，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历史

和现实的感受。首先，“寒”是客观的

写景。此诗作于冬天，冬天北方的河

水自然是寒冷的。其次，“寒”是对历

史的反思。荆轲这样的古代英雄，虽

然奇功不就，但也令人肃然起敬，诗

人是怀着深切缅怀之情的。荆轲其

人虽然早就不复存在了。可这位英

雄疾恶如仇、视死如归的英风义概

还在，作为历史见证的易水河还在。

诗人面对着易水寒波，仿佛古代英

雄所唱的悲凉激越的告别歌声还萦

绕在耳边，使人凛然而产生一种奋

发之情。复次，“寒”也是对现实的概

括。诗人于易水岸边送别友人，不仅

感到水冷气寒，而且更加觉得意冷

心寒。诗人心中充满孤愤不平之气，

如易水河一样，悠悠不尽。诗人在孤

独中，只好向知心好友倾诉难酬的

抱负和无尽的愤懑。诗人感怀荆轲

之事，既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也是

将别时对友人的一种激励。

这首诗的中心在第四句，尤其

是诗尾的“寒”字，更是画龙点睛之

笔。“寒”字，寓情于景，以景结情，因

意构象，用象显意。诗人把主观的情

和意，转移到客观的景和象上，给自

然和艺术以生命，给客观事物赋予

主观的灵魂，这就是诗歌创作和欣

赏当中的“移情作用”。“今日水犹

寒”中的“寒”字，正是这种移情作用

的物质符号，这是此诗创作最为成

功之处。这首诗题为送别，可又没有

交待所别之人和所别之事，全诗纯

为咏史抒怀之作。但吟诵全诗，那种

“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临别

场景如在眼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所咏的历史本身就是壮别，这同诗

人送友在事件上是相同的。而古今

送别均为易水河岸，在地点上也是

相同的。易水跨越古今，诗歌超越了

时空，全诗融为一体。一古一今，一

明一暗，两条线索，同时交待，最后

统一在“今日水犹寒”的“寒”字上，

诗的构思是极为巧妙的。

这首诗以强烈深沉的感情，含

蓄精炼的手法，摆脱了初唐委靡纤

弱的诗风影响，标志着唐代五言绝

句的成熟，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开拓

了道路。 综合

释义
指学习胡人的短打服饰，同时

也学习他们的骑马、射箭等武艺。

出处
《战国策·赵策二》:“今吾（赵

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一心想着

发奋图强。他对谋士楼缓说：“我赵

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边有燕

国、林胡，西边有秦国、韩国和楼烦

部族。如果不发奋图强，加紧军事

训练，武装国防军队，随时会被邻

国偷袭过来。要发奋图强，就得采

取军事改革措施。我觉得咱们穿的

服装，长袍大褂宽袖口，干活打仗，

都不太方便，不如胡人短衣窄袖，

脚穿皮靴子，行动方便灵活。我打

算仿照胡人的风俗，把服装改一

改，你看怎么样？”谋士楼缓听了很

赞成，他说：“咱们仿照胡人的服

饰，就方便学习他们打仗的本领。”

赵武灵王说：“对呀！咱们打仗全靠

步兵，进攻冲锋缓慢，就是打败游

牧族骑兵，在追击的时候，他们骑

马跑得快，很难追上他们；即使马

拉战车，道路不好走，也是追不上

他们，而且，我军又不会骑马打仗。

要想学习胡人那样骑马射箭，就得

学习胡人的服饰。”

这个改革议论一经传开，就有

不少大臣反对。赵武灵王只得再找

军事将领肥义商量，说：“我想用胡

服骑射来改革咱们国家军队的服装

和装备，可是，有人反对，怎么办？’

肥义将军表示支持，说：“服装与装

备的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要办

大事不能犹豫，犹豫不决就办不成

大事。大王既然认为这样做对国家

有利，何必担心几个人的反对？”赵

武灵王听了很高兴，说：“我看讥笑

改革、反对我的是些蠢人，明白道理

的人都会赞成军事改革的。”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

就穿了胡人的服装。大臣们见到他

短衣窄袖，穿着胡服，都吓了一跳。

赵武灵王把改穿胡服的设想讲述

一遍。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不

好看，有的说不习惯，有的说不穿

本民族的服装，岂不是丢脸么！

有一个顽固派老臣，名叫赵成，

是赵武灵王的叔父，带头反对服装

改革。他是赵国一个很有影响的老

臣，头脑守旧，十分顽固。他不但反

对，而且在家装病不上朝了。赵武

灵王知道要推行军事改革，首先要

打通叔父的阻拦，就亲自上门找赵

成，对他反复地讲解改穿胡服骑射

的好处。赵成终于被说服了。赵武

灵王趁热打铁，立即赏给他一套新

式胡服。次日朝会上，文官武将一

见老将赵成也穿起胡服来上朝了，

都没有话说，只好改穿胡服了。

紧接着，赵武灵王又号令兵士

学习骑马射箭。不到一年，训练了

一支强大的骑兵队。次年春，赵武

灵王亲自率领骑兵队打败邻近的

中山国，又收服了林胡和西北方的

几个游牧族。到了实行胡服骑射后

的第三年，中山、林胡、楼烦都被收

服了。赵国从此兴盛强大起来，可

以对付当时的霸主国了。 综合

胡
服
骑
射

广州：举办中小学生诵读中华经典美文表演大赛

武汉：中小学生诗香古韵里争奇斗艳

于易水送别
骆宾王

此地别燕丹，

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

今日水犹寒。

注释

别燕丹：指的是荆轲
作别燕太子丹。

发冲冠：形容人极端
愤怒，因而头发直立，把帽
子都冲起来了。

昔时：往日；从前。
人：一种说法为单指

荆轲，另一种说法为当时
在场的人。

没：死，即“殁”字。
犹：仍然。

近年来，福建省宁德
市蕉城区许多中小学陆
续开展了“传统文化进校
园”的活动，通过书法、国
画、篆刻、古琴等课程，让
学生们在接受教育的过
程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

如 何 让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与 教 育“ 融 ”为 一 体
呢？蕉城区结合实际，大
力 开 展“ 传 统 文 化 进 校
园 ”活 动 ，利 用 大 课 间 、
课 外 活 动 等 时 间 ，将 各
类传统文化项目引入校
园 ，让 传 统 文 化 精 髓 真
正融入孩子们的日常学
习 生 活 ，领 悟“ 传 统 之
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