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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以前，总觉得写夏天的诗词

少，不像春天秋天那样，诗人都在

扎堆写诗。唐诗宋词里，总是一副

“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样子。但是

总结起来才发现，原来古人的夏

天也过得这么精彩。

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啭

弄蔷薇。

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

浴红衣。

——杜牧《齐安郡后池绝句》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

小船通。

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

落水中。

——白居易《采莲曲》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

夏令新。

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

太平人。

——陆游《初夏绝句》

竹摇清影罩幽窗，两两时禽

噪夕阳。

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

日初长。

——朱淑真《初夏》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

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

蛱蝶飞。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
其二》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

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李白《夏日山中》

僧舍清凉竹树新，初经一雨

洗诸尘。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

泻水银。

——施肩吾《夏雨后题青荷
兰若》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

喧先觉雨，山暗已闻雷。

——元稹《小暑六月节》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

半晴阴。

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

一树金。

——戴复古《初夏游张园》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

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

有人来。

——王昌龄《采莲曲》

美
妙
诗
词
带
你
清
凉
一
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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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优秀传统文化
培“根”铸“魂”聊城东昌府区

近年来，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

区教育和体育局（以下简称“区教

育和体育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校园作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的重要抓手，让优秀传统文化进校

园、进课堂、进头脑，融入全区学

生的血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

养民族精神的根本，铸造校园文化

的灵魂，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培育和践行，增强了德育工作

实效。

不忘本来
植根传统文化于课堂沃土

区教育和体育局把推进优秀传

统文化进课堂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

重要着力点，千方百计为学校引进

“非遗”等传统文化项目，建立涵盖

学前、小学、中学三个阶段的校本课

程体系，让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课

堂沃土，实现传承有“序”、有“人”、

有“本”、有“法”。

传承有“序”。区教育和体育局

体卫艺教研室成立了“非遗”志愿

者小组，通过多方联络、奔走，调研

东昌府区的非遗资源，在东昌府区

文广新局等部门的帮助下，最终确

定了将剪纸、澄泥、木版年画、面

塑、葫芦雕刻、八角鼓和梅花桩拳

等 10 余项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区

级项目引进水城小学，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走进该校授课 30余次，

培训教师和学生万余人次，让学生

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韵

味，接触传统手工艺的精妙。2016

年，“东昌府区非遗教育传习基地”

在东昌府区水城小学正式挂牌。目

前，水城小学已经成为山东省面积

最大、项目最多的“非遗”教育传习

基地。

传承有“人”。建设一支高水平

的书法教师队伍，是落实传承传统

文化项目工作的重要保证。聊城市

第二实验小学通过外出参观、学习

及校本研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

教育教学及科研水平。聊城六中开

展了“根植聊城文化，传统技艺进校

园”主题活动，进一步挖掘校本课程

资源，将书法、陶艺、剪纸、跳绳等传

承项目有机融入学校课程，大力弘

扬地方传统文化艺术，推动民族经

典文化传承，拓宽学生学习艺术空

间，创建特色文化校园，让地方经典

文化在学校发扬光大，提升学校文

化品位和内涵。

传承有“本”。东昌府区各学校

立足实际，编写了独具特色的校本

教材。水城小学编撰了《东昌葫芦》

《东昌剪纸》（上下两册）、《东昌澄

泥》（上下两册）三套校本教材，丰富

了非遗课程资源。传统文化校本教

材，让课堂教学有本可依，促进传统

文化校本课程“一校一品”，绚丽多

姿。自2014年 3月起，聊城市第二实

验小学将国学、书法、经典诵读等课

程纳入课程计划，在各年级中全面

铺开。东昌中学开设了剪纸、面塑、

泥塑、陶艺等 20 门非遗课程。水城

小学面向三、四、五年级学生开设了

东昌葫芦、东昌剪纸、东昌澄泥三门

校本课程，以及多门非遗微课程。

传承有“法”。东昌府区梁水镇

中心小学采用“一看、二画、三剪刻、

四修改、五设计、六评”的六步一环

教学法，逐步培养学生剪纸的能力。

因此，在教学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开展自评、互评、点评，

建立良好的评价机制，激发学生的

剪纸兴趣。

立足现实
实现传统文化“入脑入心”

区教育和体育局通过“非遗”拓

展校园文化，将传统文化融入校园

文化的血脉，通过文化浸润、文化引

领和文化实践，活化精神财富并使

之与校园现实发展相融相通，激活

文化生命力、影响力、感召力，从而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文化浸润。聊城市第二实验小

学校园设置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

题的文化墙。学生每天行走其间，受

到了美的教育，学生的爱国情和自

豪感油然而生。

文化引领。区教育和体育局开

展了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活

动。东昌中学根据学校的教育教学

要求和倡导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

以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优秀文化为

主线，以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校园文化

体系为重点，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在广大

青少年学生心中埋下爱祖国、爱家

乡思想的种子。

文化实践。区教育和体育局开

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主

题实践活动。聊城六中通过合作交

流、课程活动和系列教育专题传承

“非遗”的研究等多种形式，并与特

色学校创建融合，组织学生依次前

往聊城名胜古迹研学，让学生得到

美的熏陶。

开辟未来
促进传统文化继承创新

区教育和体育局鼓励学校、教

师和教科研专业人员加强理论和实

践创新，依托校本课程的实施开展

应用性课题研究，加强科研成果的

总结、提升、交流与推广，在强化学

校传承研究和阐释的基础上，将复

杂、多样化、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常

态化，实现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

发展，促进下一代对民族文化精华

的创造性继承。

特色引领。在非遗文化传承开发

伊始，东昌府区中小学便极为重视特

色活动的开展，配合政府部门开展

“非遗“宣传活动，最大化地让广大师

生了解到更多的非遗知识，领略民间

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美妙与精彩。

加强整合。进一步加强东昌府

区剪纸、书法、梅花拳等非遗文化项

目的整合，加强非遗文化项目与学

科教学的有机融合。为教师的专业

提升创造良好条件，引导学生将学

校传统文化教育和实践进行整合，

激发和调动家庭和社会的参与热

情，让非遗文化在校园和家庭中落

地生根。

展示促进。精心开展非遗文化

系列展示活动，扩大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力和影响力。聊城六中组织编

制了校本教材《运河古都文化传

承》，组织学生参与了“根植聊城文

化弘扬繁森精神”文化节暨“运河古

都文化传承”研学旅行，促进了学生

传统文化素养全面提高。水城小学

先后组织了多种形式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进校园等活动，还举办了

首届国际澄浆玉泥画葫芦艺术节。

2018 年，该校联合东昌府区文广新

局举办了“2018 东昌府区非遗进校

园启动仪式”。同年，该校的澄泥工

作坊在山东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

展演中获得三等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

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

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立足新时

代，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肩

负起传承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当

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传承

者”“创新者”，承担起培“根”铸“魂”

的光荣使命，不忘本来，开辟未来；善

于继承，更好创新。

（中国网 于丙凯）

注释

三衢道中：在去三衢州的道路

上。三衢即衢州，今浙江省常山县，

因境内有三衢山而得名。

梅子黄时：指梅子成熟的季节。

小溪泛尽：小溪，小河沟。泛，

乘船。尽，尽头。乘小船走到小溪的

尽头。

却山行：却，再的意思。再走山

间小路。

阴：树阴。

不减：并没有少多少，差不多。

鉴赏

本诗描写了初夏时宁静的景

色和诗人山行时轻松愉快的心

情。此诗首句写出行时间，次句写

出行路线，第三句写绿阴那美好

的景象仍然不减登山时的浓郁，

第四句写黄莺声，路边绿林中又

增添了几声悦耳的黄莺的鸣叫

声，为三衢山的道中增添了无穷

的生机和意趣。全诗明快自然，极

富生活韵味。

第一二句点明此行的时间，“梅

子黄时”正是江南梅雨时节（黄梅

天），难得有这样“日日晴”的好天

气，因此诗人的心情自然也为之一

爽，游兴愈浓。诗人乘轻舟泛溪而

行，溪尽而兴不尽，于是舍舟登岸，

山路步行。一个“却”字，道出了他

高涨的游兴。

三四句紧承“山行”，写绿树阴

浓，爽静宜人，更有黄鹂啼鸣，幽韵

悦耳，渲染出诗人舒畅愉悦的情

怀。“来时路”将此行悄然过渡到归

程，“添得”二字则暗示出行归而兴

致犹浓，故能注意到归途有黄鹂助

兴，由此可见此作构思之机巧。

作者将一次平平常常的行程，

写得错落有致，平中见奇，不仅写

出了初夏的宜人风光，而且诗人的

愉悦情状也栩栩如生，让人领略到

平常的意趣。

此诗还有个特点，就是通过对

比融入感情。将往年阴雨连绵的黄

梅天与眼下的晴朗对比；将来时的

绿树及山林的幽静与眼前的绿树

与黄莺叫声对比，于是产生了起

伏，引出了新意。此诗描绘了浙西

山区初夏的秀丽景色，虽然没有铺

写自己的感情，却在景物的描绘中

嵌入了自己愉快欢悦的心情。综合

信息短波

本报讯（夏苗）以葫芦为纸，

以刻刀为笔，创作出一个个活泼

可爱的葫芦雕刻作品。近日，甘

肃 省 兰 州 市 城 关 区 大 砂 坪 的 一

群 小 学 生 凭 着 他 们 的 这 样 一 种

业余爱好，参加了由兰州市文明

办主办的“我们的节日——活态

非遗”主题活动，获得优异成绩

后，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砂小

葫芦娃”。

12 岁的孙雯园现在是大砂坪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通过学校组织

活动接触到了葫芦雕刻这门民间

技艺，本就喜欢没事做做手工的

她，第一次拿起雕刻刀在葫芦上雕

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时，非常兴

奋。“我喜欢雕刻人物、花卉或是书

法。”孙雯园说虽然学刻葫芦没多

久，但她很喜欢这种立体的艺术表

现形式，比单纯的平面绘画更加生

动、奇妙。

8 岁的冯致远今年上二年级，

别看他平时活泼好动，但手里一

拿起葫芦和刻刀，就能安静地坐

在那里刻上小半天。在学校老师

的引导下，冯致远了解了葫芦雕

刻文化，对刻葫芦产生浓厚兴趣。

冯致远说，葫芦雕刻是兰州传统

民间艺术，能学到这么有代表性

的一门技艺，作为兰州娃感到很

骄傲。这次主题活动中，在雕刻作

品时，冯致远的手不小心被划了

几个口子，但他克服小伤痛，最终

完成了主题为“山河无恙”的作

品，并获得优秀奖。

据了解，大砂坪小学现在有十

多名学生跟着老师学习葫芦雕刻，

从第一次了解“刻葫芦”究竟是怎

样的，到拿起小小的葫芦和刻刀，

有模有样地学起来。他们很快就掌

握了这项技艺的诀窍，于是孩子们

心目中的人物、动物、书法，纷纷

“跳”在了葫芦上，让葫芦雕刻这项

传统民间艺术在校园得以延续，焕

发活力。

本报讯（黄世烽）“人之初，性

本善。性相近，习相远……”5月 15

日下午，海南省三亚市“文化进校

园”第二季之“经典诵读进校园”活

动率先走进市四小。一句句经久流

传的诗篇，伴着独有的青春活力与

朝气，回荡在校园，唱响中国梦的

美好未来。

“儿童诗教学，也就是童诗教

育，是语文或者说文学对生命的

启蒙教育。”三亚市城乡文明促进

会会长杨鹂说，把童诗引入小学

语文课堂，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创

造力，而且在诗意语言的熏陶下，

孩 子 们 将 得 到 更 丰 富 的 人 文 积

淀，传统的语文课堂因为诗的介

入变得情趣盎然，孩子们在充满

诗情画意的课堂中充分享受了语

文的乐趣。

此次文化进校园活动由三亚市

委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三亚市城乡文

明促进会主办。

兰州城关区：“葫芦娃”人小本领大

“经典诵读”活动走进三亚市第四小学

春秋时候，有一位著名军事学

家名孙武，他携带自己写的《孙子

兵法》去见吴王阖闾。吴王看过之

后说：“你的兵法我都看过了，是不

是可以拿我的军队试试？”孙武说

可以。吴王再问：“用女人来试验可

以吗？”孙武也说可以。

于是吴王召集了一百八十名宫

中美女，请孙武训练。孙武将她们

分为两队，让吴王宠爱的两个宫姬

为队长，并叫她们每个人都拿着长

戟。队伍站好后，孙武便发问：“你

们知道怎样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转

吗？”众女兵说：“知道。”孙武再说：

“向前就看我心胸，向左就看我左

手，向右就看我右手，向后就看我

背后。”众女兵说：“明白了。”

于是孙武便命搬出铁钺（古时

杀人用的刑具），向她们申戒，说

完便击鼓发出向右转的号令。怎

知众女兵不单没有依令行动，反

而哈哈大笑。孙武见状说：“解释

不明，交代不清，这是将官们的过

错。”于是又将刚才一番话详尽地

再向她们解释一次，再而击鼓发

出向左转的号令。众女兵仍然只

是大笑。孙武便说：“既然交代清

楚了，还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

的过错了。”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

个队长推出斩首。吴王见孙武要

斩他的爱姬，急忙派人向孙武讲

情，可是孙武说：“我既受命为将

军，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遂

命左右将两女队长斩了，再命两

位排头的为队长。自此以后，众女

兵无论是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甚

至跪下起立等复杂的动作都认真

操练，再不敢儿戏了。

后来，人们把孙武向女兵再三

解释的做法，引申为“三令五申”，即

反复多次向人告诫的意思。 综合

三令五申
释义：

令：命令；申：表达，说明。多次命令和告诫。

出处：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

近义词：千叮万嘱

反义词：敷衍了事

三衢三衢道中道中
曾曾几几

梅子黄时日日晴梅子黄时日日晴，，

小溪泛尽却山行小溪泛尽却山行。。

绿阴不减来时路绿阴不减来时路，，

添得黄鹂四五声添得黄鹂四五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