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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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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莞

推进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
从水乡片到城区片，再到山

区片，从老师到学生，从课堂到课
间，从校内到校外，剪纸、书法、舞
狮、糖不甩、木鱼歌以及莞香、莞
草、千角灯、龙舟制作技艺等近百
种非遗文化正在广东东莞的校园
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传承创
新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文化育人
在传承中陶冶情操

大朗镇新民小学至今年已经
连续举行了三届写春联活动。一副
副充满节日喜气的春联，字里行间
蕴含着孩子们浓浓的感情，表达了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统节日的
期盼。新民小学以书法教育为载
体，把书法教育的特色文化渗透到
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努力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书
法文化的浸润中，我更加感受到了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
长。”六年级（2）班的刘栩妃说，作
为新时代小学生，应该从小继承和
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通过自
己的行为影响更多的人。

翻开企石镇江南小学综合科
组长、剪纸特色教学项目负责人
吉大炼老师主编的《长乐剪纸师

生作品集》，226幅师生的剪纸作
品令人赏心悦目。

“剪纸是一门经济的艺术，一
张彩纸、一把剪刀，就可以活灵活
现地表现千变万化的自然形态，随
心所欲地表达内心世界的美感，陶
冶心灵，美化生活。”吉大炼表示，
从2012年开始，学校以“剪纸教学”
为抓手，把剪纸与课堂相结合，与校
园文化相结合，与师生发展相结
合，培养学生美感、陶冶学生艺术
情操，让剪纸艺术文化在校园里得
到传承，让孩子在剪纸中体验快乐。

课堂提升
引领学生深入学习

学校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主阵地，要想更好地传
承，就需要加强学校的力量。

大朗镇巷头小学结合当地文
化特色和学校“朗行文化”办学理
念，确定了“培养未来社会的创e
人”的宗旨，选择表演性非遗项目
醒狮和木偶戏等精心开发拓展型
课程，并特邀非遗文化传承人到校
长期施教。

在东莞，“学校+传统文化”碰
撞出了新的生机。在2020年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的全省“非遗

进校园”优秀案例评选中，莞城步
步高小学的“莞文化寻根之非遗莞
草”项目被评为“精品案例”。莞城
步步高小学校长尹凤葵介绍，
2017年，该校正式启动莞草项目
进校园，通过创新课程让莞草艺
术化、生活化、品牌化。2019年开
始，莞草教学开始逐步普及到各个
学科。2019年年底，该校基于“莞
草未来课程”项目式学习，通过“学
科共整，跨学科融合”的未来课程
模式，开设递进式教学逐级渗透

“莞文化寻根之非遗莞草”项目课
程，将莞草编织延伸到所有学科的
课程中。目前，该课程以5年级学
生为施教对象，进行集中、系统性、
项目式教学。

今年2月1日施行的《东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
办法》指出，学校应当按照教育主
管部门的规定，因地制宜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活动，并将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教育列
为素质教育的内容，积极开展非
遗进校园活动；鼓励和支持代表
性传承人、项目保护单位和专家
参与学校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知识教育和实践活动。

“东莞从法规制度层面对非
遗进校园活动有了明确的指示，

体现了对非遗进校园活动的高度
重视。”东莞市文化馆馆长、东莞
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黄晓丽表
示，今年东莞还将加快推出全市
非遗进校园课程教材用书，提供
示范作用，进一步整合、规范全市
各镇街（园区）编写的“非遗进校
园”读本与课程教材，邀请相关专
家帮助各镇街、各学校教材编辑
进入规范程序。

历久弥新
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数据显示，目前，东莞市已有
10多个镇街、80多所学校开设非
遗特色课程，共培育了24个“东
莞非遗在校园传习基地”。市非遗
保护中心共组织开展非遗进校园
示范性活动220余场次，受益师
生达85万人次，彰显着优秀传统
文化历久弥新的魅力。

东莞各学校结合学校文化和
当地文化，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实
效的探索。莞城中心小学独具一
格，以“春节文化”为主题，通过开
展探究春节文化的一系列综合实
践活动，将“非遗”文化融于春节
文化体验中，根据不同年级学生
的特点，各年级均打造一个操作

性、实践性、跨学科融合的课程，
将学生的非遗探索学习融入日常
的学习和生活中，将劳动教育融
于“非遗”体验中，感受“非遗”传
承人的工匠精神。此外，为了让孩
子们进一步感受东莞春节的传统
小吃，该校还编写了《莞邑小吃》
校本教材，邀请饮食企业到学校
作讲座，让孩子们了解糖环、油
角、咸蛋散等小吃的制作。

4月20日，随着阵阵铿锵有力
的石龙新昌鼓声响起 ，2021年东
莞非遗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
2021年东莞非遗进校园活动将在
进校园场次数量与传承模式等五
个方面进行升级，更好推动非遗文
化走进校园，在校园里焕发生机。

黄晓丽表示，2021年，东莞开
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将坚持“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不守
旧，创新不忘本”原则，结合“品质
文化之都”建设任务，在原来基础
上，从非遗知识数字化方面加以
提升，从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方面
加以提升，从非遗课程在地化方
面加以提升，从文旅融合的常态
化方面加以提升，以坚定的文化
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做好“非
遗进校园”这篇大文章。

（《东莞日报》刘召）

信息短波

本报讯（李竹暄 刘仁军）5
月19日下午，2021年长沙市“传
统体育强体魄 传承文化促成长”
传统体育进校园暨雨花区武术
特色联盟校首届武术节启动仪
式，在湖南中医药大学体育馆
（东塘校区）举行。此次活动旨在
传承中华武术文化，践行雨花区
特色教育理念，向建党100周年
献礼。

活动现场，随着表演者们踢
跳翻蹬、立卧滚抖，一条长龙穿
梭前进、腾云飞霄，《龙腾盛世》
以振奋人心的舞龙表演拉开了
序幕，现场鼓乐铿锵，观众席里
欢声四起。《功夫小子》《中华少
年》《精武忠魂》等节目，表演者
们聚气成力，以气催力，吐气发
力，或行云流水、虎步生风，或刚
劲有力、势如破竹，铮铮铁骨的

“武韵国魂”感染了无数观众。
砂子塘第二小学五年级一

班的学生赵友旖已经学习武术
五年，她说：“虽然武术学习过程
很累，但我很开心，它让我充满
活力。武术是我们的传统，我觉
得我们青少年有责任把中华传
统文化传承下去。”

此外，“传统体育强体魄 传
统文化促成长”主题系列活动将

在五月下旬至六月开展，包括武
术文化课教学竞赛、班级武术段
位券比赛、体育健康专题讲座等。

本次活动由中共长沙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长沙市体育
局、雨花区文明委主办，雨花区
文明办、雨花区教育局承办，雨
花区文旅体局、砂子塘街道、砂
子塘第二小学、桂花树第二小
学、红花坡小学协办。

注释

软齿牙：指梅子的酸味渗透
牙齿。

芭蕉分绿：芭蕉的绿色映照
在纱窗上。

无情思：没 有 情 绪 ，指 无
所 适 从 ，不 知 做 什 么 好 。思 ，
意，情绪。

捉柳花：戏捉空中飞舞的
柳絮。柳花，即柳絮。

鉴赏

这首诗写作者午睡初起，没
精打采，当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
时，童心复萌，便不期然地沉浸
其中了。

芭蕉分绿，柳花戏舞，诗人
情怀也同景物一样清新闲适，童
趣横生。儿童捉柳花，柳花似也
有了无限童心，在风中与孩童们
捉迷藏。不时有笑声漾起，诗人
该是从睡梦中被叫醒的。首二句
点明初夏季节，后二句表明夏日
昼长，百无聊赖之意。

这首诗选用了梅子、芭蕉、
柳花等物象来表现初夏这一时
令特点。诗人闲居乡村，初夏午
睡后，悠闲地看着儿童扑捉戏玩
空中飘飞的柳絮，心情舒畅。诗
中用“软”字，表现出他的闲散的
意态；“分”字也很传神，意蕴深
厚而不粘滞；尤其是“闲”字，不
仅淋漓尽致地把诗人心中那份
恬静闲适和对乡村生活的喜爱
之情表现出来，而且非常巧妙地
呼应了诗题。 综合

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
杨万里

梅子留酸软齿牙，

芭蕉分绿与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

闲看儿童捉柳花。

长沙启动“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
礼仪，融四岁能让梨，弟子长宜
先知……”近日，海南省海口市
滨海第九小学三、四年级的 39
个学生跟着老师唱起了海南琼
剧。海南琼剧，是每周五下午滨
海第九小学三、四、五年级学生
按照自己的兴趣报名参加的校
本课程之一。该校音乐老师黎明
珠介绍，琼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学习琼剧得先学习海南
话，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学
习，学生们学起来很有难度，也
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为此，黎
明珠请教了海南省琼剧研究传
播中心主任邓群坚。“邓老师按
照古诗词进行编曲，通俗易懂，
学生们学起来简单得多，而且兴
致高。”

在海口，不仅是滨海第九小

学，还有第二十五小学、一中、英
才学校等多所学校都开设了具
有海南特色的校本课程。

“传统文化需要学习和传
承，孩子们的兴趣和个性同样要
重视，在学习的同时，让每一个
孩子找到自己喜欢的，发掘自己
的特长，做最好的自己。”海口市
教育研究培训院院长、滨海第九
小学校长潘华莉说，将海南特有

的旅游文化资源编入课程教学，
把海南独特的贝壳、黎族文化等
编入教材学习，用海南的旅游文
化资源以“话说海南”为主题，采
取说一说、做一做、唱一唱、跳一
跳、画一画等多种综合实践活
动，让孩子们拥有鲜明的“海南
印记”，更加热爱自己所生活的
土地。

（中工网赖书闻）

海南海口：非遗课程进校园

夏天，带着它特有的炙热，
藏在树叶的间隙里，躺在漫漫黄
昏下，住在如画的诗词中……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
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
蜓立上头。

——《小池》杨万里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
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
阴学种瓜。

——《四时田园杂兴·其三
十一》范成大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
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夏日山中》李白

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
遍透帘明。

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
莺时一声。

——《夏意》苏舜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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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安郡后池绝句》
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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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夏游张园》戴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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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莲曲》王昌龄

绿槐阴里一声新，雾薄风
轻力未匀。

莫道闻时总惆怅，有愁人
有不愁人。

——《闻蝉》来鹄

炎威天气日偏长，汗湿轻
罗倚画窗。

蜂蝶不知春已去，又衔花
瓣到兰房。

——《夏词》智生
文华

5月21日下午，河南省平顶
山市宝丰县杨庄镇中心幼儿园
会场里丝竹悠扬、红歌嘹亮，该
镇“曲艺课堂学党史 回眸百年绽
芳华”校园文化周活动文艺展演
在这里进行。

整场汇演在宝丰杨庄镇二
中的河南坠子大合唱《唱支山歌
给党听》中拉开了序幕，参演的
师生将一首首经典的“红色经
典”完美地演绎，深情献礼党的
百年华诞，给在场的观众们以视

听的享受、心灵的洗礼。
杨庄镇中心校注重曲艺的

传承和发展，利用得天独厚的地
域优势，把曲艺作为特色，以点
带面，推动曲艺特色教育。展演
中，师生们表演的简板《我爱宝

丰我的家》、快板《小猫钓鱼》、豫
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等曲
艺节目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全
镇曲艺特色教育的丰硕成果。

（《河南经济报》吉娜 裴功
立史军伟）

释义
指人不能因为少年时聪明

而断定他日后定有作为。

出处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言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汉朝末年（东汉），北海地
方出了一个很博学的人，名叫
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
孙。他从小就很聪明，尤其长于
辞令，小小年纪，已是在社会上
享有盛名。

孔融十岁时，跟他父亲到
洛阳。当时在洛阳的河南太守，
是很负盛名的李元礼，由于他
很有才名，因此在太守府中往
来的人除了他的亲戚，如果不
是名人去访，守门的人照例是
不通报的。

年仅十岁的孔融，却大胆
地去访问这位太守。他来到府
门前，对守门人说：“我是李太
守的亲戚，给我通报一下。”守
门人通报后，李太守接见了他。
李元礼问他说：“请问你和我有
什么亲戚关系呢？”孔融回答
道：“从前我的祖先仲尼（即孔
子）和你家的祖先伯阳（指老
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有
师资之尊（孔子曾向老子请教
过关于礼节的问题），因此，我
和你也是世交呀！”当时有很多
贺客在座，李氏和他的宾客对
孔融的这一番话都很惊奇。

其中有一个中大夫陈韪，
恰恰后到，在座的宾客将孔融
的话告诉他后，他随口说道：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聪明的
孔融立即反驳道：“我想陈大夫
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聪明的。”
陈韪给孔融一句话难住了，半
天说不出话来。

后来的人便引用这段故事
中的两句话，将“小时了了”引
成成语，来说明小孩子从小便
生性聪明，懂得的事情很多。但
因为下文有“大未必佳”一语，
故这句成语的意思便变成了：
小时虽然很聪明，长大了却未
必能够成材。故表面上虽是赞
扬的话，骨子里却是讥诮人、轻
蔑人的。所以我们应用时便不
能将它来称赞别人，否则将被
人误解你有心讥剌、轻视人了。

河南宝丰县杨庄镇：举行校园文化周活动文艺系列展演

小时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