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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昏昏醉梦间，

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

又得浮生半日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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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安丘市实验小学：

以传统文化教育明理育人

◆ 课程推进，领
略传统文化别样精彩

学校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构建

了“读—解—悟—诵—用”传统文化

五步特色课堂教学模式，倡导“四

化”教学法——诵读化、情境化、故事

化、生活化；实施“全科渗透”策略，

积极挖掘各学科蕴含的传统文化教

育元素，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方

法指导的同时，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

学科教学，实现全员全科育人。延期

开学期间，学校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

线上教学总体规划，精选学习材料，

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线上学习和线

下实践。

孩子的需要，就是课程开发的动

力。学校坚持时代教育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打造品牌课程。

学校开发了“启智怡情”诵读课

程，精选国学经典诗文、红色诗词和

经典故事，编写《国语雅韵》校本教

材，开展国学经典普及教育。学校搭

建“诵经典、写经典、唱经典、赛经

典”展示平台，开展每天一读、每周

一播、每月一写、每学期一赛“四个

一”特色活动，让经典融入每个孩子

心田。

疫情期间，学校落实“精读一本

好书”“诵读经典诗词”活动，充分利

用课前三分钟播放经典音频，用“一

米阅读”APP 引导学生完成每日诵

读，通过微信群展示读书成果，让学

生在日积月累中丰厚文化底蕴。

学校开发“三正三雅”明礼育人

课程，借助正言谈、正举止、正思想

的“三正”系列常规活动，打造言谈

文雅、举止优雅、思想高雅的“三雅”

学子。抗击疫情期间，学校借助云升

旗、云班会、红领巾广播站等少先队

活动和以“众志成城战疫情，相约春

天共成长”为主题的“四个一封信”

活动，让学生接受爱国教育、生命教

育、感恩教育和规则教育，切身体会

家国情怀，明确责任担当。

学校开发了博雅课程，作为山东

省教科院确定的“非遗传承”主题联

盟主持学校，学校挖掘课程中的非遗

元素，开发大鼓、功夫扇、扇面画三

类非遗普及课程，对篆刻、版画、砂

陶等非遗特色课程进行创新设计。学

生根据特长在寒暑假两次网上报名

自主选择课程。学校选聘专业教师，

招募家长志愿者和民间艺人担任辅

导教师，通过“走班选修制”“弹性课

时制”实施教学，多措并举使学生在

多元化课程体验中了解传统文化、传

承传统技艺，学生在省市级书画、篆

刻、器乐、戏剧等比赛中屡获大奖。

抗击疫情期间，学校梳理适合居家实

施的课程项目，创新实施形式，采取

“线上授课指导、居家自主练习、录

制视频展示成果、教师点对点指导”

四步指导法，引领学生居家练习，停

课不停学。

◆ 活动深化，体
验感悟民族情怀

活动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

效载体。学校积极搭建优秀传统文化

展示平台，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实践

活动中以“身”体之，用“心”验之。

搭建“双星育人”平台，致力品格

教育。学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评价内容，构建“双星引领，品格

育人”智慧德育体系。“双星”中的一

星来自传统文化，一星来自身边典

型。抗击疫情期间，学校在全体学生

中发起包括“绘制一张抗疫画报、录

制一段助力视频、创作一篇感恩文

章、进行一次善意捐款”在内的“发

现榜样，传递力量”系列活动，让品

格育人落地生根。

搭建节日体验平台，培育民族情

怀。学校注重挖掘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资源的文化内涵，策划形式多样的实

践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本土文化寻根

研究。寒假及延期开学期间，学校以

鼠年春节为切入点，开展“写一副对

联”“制作一盏花灯”“学唱一首民

谣”“秀一张全家福”等系列民俗探

究活动，让学生体味中华传统文化的

丰富多元，厚植民族情怀。

搭建研学实践平台，感受历史底

蕴。学校将传统文化体验教育与研学

旅行活动相结合，先后开发了 10 多

条文化研学线路，相继开展 30 多次

主题研学活动，探索出“一队一课

题、一班一节日、一级一项目”的研

学旅行体系，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接

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抗击疫情期间，

学校推荐中国风光的纪录片观看链

接和小程序，让孩子们通过镜头踏进

祖国的辽阔土地，了解美丽多姿的自

然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感受作为

中华儿女的骄傲和自豪。

（《中国教育报》韩杰 郑晓辉）

注释

强：勉强。
因：由于。
过：游览，拜访。
竹院：即寺院。
浮生：语出《庄子》“其

生 若 浮 ”。意 为 人 生 漂 浮
无 定 ，如 无 根 之 浮 萍 ，不
受 自 身 之 力 所 控 ，故 谓 之

“浮生”。

鉴赏

这首诗是写于镇江鹤林寺的墙

壁上。作者在听了老僧的教训后悟

得了对待人生的观念，明白了只有

淡化人生功利、平和情绪心态、面

对惨淡现实视若罔闻、处变不惊，

才 能 忘 记 过 去 ，笑 对 人 生 ，憧 憬

未来。

第一句是诗人对自己遭遇流放

时的内在情绪与外在情态的真实描

述。诗人首先抒写了自己消极浑噩

的内心情态。在“醉梦”前面修饰以

“终日昏昏”，可见诗人面对流放遭

遇所表现出来的极度消沉和一蹶不

振。从写法上这是采取了先抑后扬

的写法，为下文的“扬”做了一个很

好的蓄势和铺垫。

第二句是写诗人在百无聊赖

之际，浑浑噩噩之中，忽然发现明

媚 的 春 光 已 经 快 要 离 他 而 远 去

了，于是强打精神走出户外，登上

南山，想借欣赏春色以排遣积郁

已 久 的 愁 苦 与 不 快 。这 里 的“ 春

尽”我们应该不仅仅理解为自然

界的春天将要过去了，还应该想到

人生青春岁月之有限。诗人不甘心

就此消沉下去，不能就这样枉费青

春，不甘心庸庸碌碌了此一生，因

此才在“忽闻春尽”之后振作精神

“强登山”。

第三句中“因”，当为介词，有

“由于”之意；“竹院”，就是寺院，僧

人参禅悟道修行之地。诗人来这里

干什么？有意来的也好，无意路过

也罢，总之，人还是进去了，并且与

寺内的高僧谈禅悟道闲聊了很久。

“逢僧话”之“逢”字告诉读者是无

意之中碰到的；“话”，即与老和尚

谈禅悟道，聊天，吐露心中的苦闷

与不快，探讨人生之喜怒哀乐。佛

家对待人生的观念自古多为淡化

人生功利，平和情绪心态，面对惨

淡现实，视若罔闻，处变不惊。不论

有多大的烦恼与不快，学会深藏于

心底，这样才能忘记过去，笑对人

生，憧憬未来。

第四句是点睛之笔。浮生半日

闲，是因为过竹院逢僧话。此句深深

禅意，揭示了无趣盲目的人生，半日

闲最难得。

作者已经对人生有所觉悟，并

找出自己的答案。这首诗就是他心

境的写照，并非对人生的消极应对，

而是一种自然之道。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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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是表示数目的符

号，它大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

当中。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因

此也大量进入文学作品古诗

词曲赋之中。数字本来是客观

的，进入文学作品后就有了各

种不同的色彩。

我们给大家整理了关于

数字的诗句，从“零”到“十”，

你能说出几句？

数字“零”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

里叹零丁。——文天祥《过零
丁洋》

数字“一”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

闼送青来。——王安石《书湖
阴先生壁》

数字“二”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

柳醉春烟。——高鼎《村居》

数字“三”
谁 言 寸 草 心 ，报 得 三 春

晖。——孟郊《游子吟》

数字“四”
乡 村 四 月 闲 人 少 ，才 了

蚕桑又插田。——翁卷《乡村
四月》

数字“五”
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

杀五单于。——王维《少年行》

数字“六”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

梦鸟空啼。——韦庄《台城》

数字“七”
冷 冷 七 弦 上 ，静 听 松 风

寒。——刘长卿《听弹琴》

数字“八”
八 月 湖 水 平 ，涵 虚 混 太

清。——孟浩然《望洞庭湖赠
张丞相》

数字“九”
可 怜 九 月 初 三 夜 ，露 似

真珠月似弓。——白居易《暮
江吟》

数字“十”
十 年 磨 一 剑 ，霜 刃 未 曾

试。——贾岛《剑客》

近日，江苏省灌云县文明办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通过非遗传承人和孩子们的互动交流，普及非遗文化知识，丰富孩子们的课

堂内容，使孩子们学会和掌握了非遗文化知识和技能。图为 4 月 23 日，灌云县朝阳实验小学，非遗传承人张福昌在课堂上向孩子们传

授非遗文化淮海锣鼓。 李翔 摄

抗击疫情，传统

文化不缺席。作为山

东 省 传 统 文 化 体 验

教育实验学校 、“非

遗传承”主题联盟主

持学校，安丘市实验

小 学 积 极 探 索 疫 情

期 间 传 统 文 化 课 堂

教学，以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为核心，以家

国情怀教育、社会关

爱 教 育 和 人 格 修 养

教育为重点，以“融

入+体验”的方式，全

力 打 造 传 统 文 化 教

育新格局。

四川马尔康：藏织藏绣
为学生插上梦想的翅膀

本报讯（阿文）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推进学校德育、美

育课程建设。从 2019 年 10 月 16 日起，马

尔康市第二中学联合阿坝州非遗协会、阿

坝州马尔康市藏织藏绣非遗传承人老师，

在该校开办非遗传承“藏织藏绣进课堂”

活动。

马尔康市第二中学的“藏织藏绣进课

堂”活动在每周末的第二课堂授课，旨在

让师生零距离接触传统文化，感受民族文

化的博大精深和辉煌灿烂，增强自我文化

自信力——“知其来，而明去路！”在未来

的求知路上能够更从容和自信。同时，活

动对增强校园文化氛围、提高学生审美素

养、塑造健全人格、扩展知识层面和培养

高尚情操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自开班以来，该校同学们从初步的穿

针引线——折叠画纸——剪纸刺绣。如今，

孩子们已经能够开始在传统的绣花、头帕

上进行自己的艺术再创作，从包包的花纹

设计再到大衣的装饰设计、以及围巾的刺

绣装饰，都能够把藏织挑绣用在创造生活

美的方面。

下一步，马尔康市第二中学将以“民族

的就是世界的！”继续让学生传承和学习

优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提升美育教学，

让每一个专注学习和善于、乐于创造生活

美的孩子被看见，同时我们将创造更多的

机会、更大的舞台让孩子们的未来更加自

信、从容、有尊严！

信息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