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鄢秀钦）为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
入挖掘“福”文化精髓，18日，长乐
区教育考试中心、长乐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推广中心、
长乐“福”文化教育研究推广中心
以及长乐书院、文儒书院长乐分
院共同揭牌。

长乐区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
化的宣传推广，在《长乐区基础教
育 高 质 量 发 展 五 年 行 动 计 划
（2022 年—2026 年）》中，将“优秀
传统文化进校园计划”列为工作
重点之一。两年多来，长乐区搭
框架、建团队，教经典、育身心，建
机制、定章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今年9月，长乐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研究推广中心通过市委
编办核定，成为全国首个由县级教
育主管部门专门成立的副科级优秀
传统文化教研推广中心，主要职能
是统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工作，组织编写教材、培训师资、举
办“五礼”和家风家训大讲堂等活
动，推动核心价值观引领和多元思
想融合，培养具有“新时代忠孝精神
和社会责任的谦谦君子”。

揭牌当天，长乐区教育局还
宣布，将重建并复兴长乐书院，各
中小学均成立长乐书院学校分
院。史料记载，书院制度萌芽于

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主要作
用是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
实现生命的教育。长乐的书院文
化可追溯到唐朝。

“书院文化的理念与通过推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学生个人
价值与民族命运结合，实现境界升
华、人生圆满的目标是一致的。”长
乐区委副书记陈禺表示，书院文化
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复兴长乐书
院既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也能发挥
长乐的历史文化优势。

据了解，长乐书院成立后，由
区教育局局长担任书院院长，分
管领导担任书院执行院长，为传
统文化教育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导

和支持，重点推进社会资源筹集、
重大项目资金保障、学校推进工
作评价督导等，着力推进传统文
化在校园落地生根。各中小学长
乐书院分院由各校负责人担任院
长，并指定一名副校长担任执行
院长，分管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工作，培养组建传统文化
师资团队，挖掘各学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素材，有机融入课
程、课堂教学，实现全科覆盖。

陈禺表示，未来将借助长乐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推广
项目、“福”文化教育研究推广项目
以及长乐书院项目，进一步推动文
化创新，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长乐这片承
载千年文化的沃土上生根发芽。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长乐书院正式揭牌
长乐书院正

式揭牌。
（长乐区教

育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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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苑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17日，来自省、市
和鼓楼区的教育专家、学者和部分学校教
师代表等 600 多人汇聚钱塘文博小学。当
日，福州市教学开放日活动在钱塘文博小
学举行。活动由市教育局、福州教育研究
院主办，以“福韵启智润心 国学培根铸魂”
为主题，涵盖了“福”文化与各学科融合成
果展示、课堂教学展示及专家讲座三个方
面内容。

成果展示区以年级为单位，6个展区展
示了“福”文化主题手工制作、琴棋书画、劳
动实践等研学成果，全方位呈现了“福”文
化融入校园的生动实践。在福贤名流展
区，该校六年 2 班学生陆佳粲深情并茂地
向参访嘉宾讲述林则徐、林觉民等福州名
人的故事。在“福膳珍馐”区，香气四溢的
佛跳墙、荔枝肉等福州美食，吸引不少人
气。身着马面裙的五年 7 班同学陈莉施一
边制作扁肉，一边讲述制作过程。展台上，
用黏土制作的八宝饭、米粿等栩栩如生，令
人叹为观止。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10 节课精彩纷
呈。语文课上，该校教师邵雪羚带领学生
走进曲苑天地，在生动的文字与丰富的想
象中，徜徉戏曲世界，传承文化妙意；数学
课上，邹爱玲老师以数学文化和校园“福”
文化为抓手，实现思维与文化的充分交融；
音乐课上，陈涵老师让同学们在体验、互
动、探究中学会歌曲，感受福州年文化的独
特魅力……

“我校将‘福’文化融入诗书礼乐、体艺科
创的‘博雅’系列课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守正创新，也诠释了‘博学于文 约之以
礼’的校训内涵。”该校校长谢醒介绍。

当天，福建省学科教学带头人，鼓楼区教
师进修学校副校长叶育新讲授了“‘福’文化
的内涵与课程建构”，福建省中小学学科教学
带头人陈灼钦阐释了“数与运算一致性的思
考与实践”，让与会人员深刻感受“福”文化的
独特魅力。

窗前，书桌上，东坡词集的
封面早已发黄变皱。可打开扉
页，两行略显稚嫩的小字就映入
眼帘——“莫听穿林打叶声，何
妨吟啸且徐行”，它如磁石一般
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在时光的
流逝中保留独属于我的阅读记
忆。

初读不解词中意。在叹服
东坡先生旷世文才的同时，更
多的是先生面对生命的悲欢依
然乐观以待、坦然处之的不解
与疑惑。于是“少年不识愁滋
味”的我便在扉页上摘抄下此
句，期许日后细细琢磨、慢慢解
读。

再读已是词中人。那是一
个阴雨蒙蒙的傍晚，我参加钢
琴大赛的结果出来了，没盼来
满心期待的金榜题名，却等来
了失魂落魄的名落孙山。路
上，钢琴老师以“一次落榜，就
是一场洗礼；一次失败，便获一
股力量”安慰我。爸妈以 3号钢
琴达人弹奏给人以心灵的慰藉

和鼓舞的钢琴协奏曲《花之舞》
鼓励我“采他山之石以攻玉，纳
百家之长以厚己”。可心情郁
闷的我没能听劝，想单独出去
透透气。爸妈执意要陪伴我，
被我婉拒了。天空细雨绵绵，
路人行色匆匆，但见东街口邮
电大楼前人头攒动，定睛一看，
原来 8K裸眼 3D户外大屏上正
在播放央视力荐的大型纪录片
《定风波》广告，我感慨今天会
在这里与先生有个惊奇的际遇
……一千多年前也是这样的雨
天，被贬蛮荒之地的东坡先生
却气定神闲，面对自然的风雨，
先生淡然自若；面对人生的风
雨，先生更是坦然豁达。仿佛
间，只见“麻衣纸扇趿两展”，头
戴“东坡巾”的老人迈着蹒跚的
脚步向我走来，抚我眉端，说
道：“我因乌台诗案发配黄州却
依然豁达乐观，而你一次小小
的比赛失利又算得了什么呢？”
如“仙人抚我顶”的一句话让我
一笑释怀……

又读悟出词哲理。回到
家，看着书桌上两行略显稚嫩
的小字，我顿悟了：一时的“穿
林打叶”之声，岂能放慢前行的
脚步，指尖“比武”，永不言弃，
相信“吟啸徐行”，蟾宫折桂终
有时！

感谢东坡先生，你对困顿人
生与失意境遇的突围与超越让
我有了一次独特的体悟……

点评：这篇习作有三大优
点。一是文脉清晰。习作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
徐行”为线索，不枝不蔓，初读、
再读、又读，思路清晰。二是文
气顺畅。起承转合，行文自如，
又读之悟，回应初读之惑，前后
照应，结构严谨。三是文旨不
凡。写作是反思自我的好方
式，文末的顿悟令立意高远、
主题升华。寻常一篇小习作，
因有“悟”字便不同。在此，愿
小作者开启初中语文写作之
旅。

（指导老师：杨晨晖）

近年来，长乐区坚持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引领，紧扣立德树人的
核心任务，构建起“四梁八柱”传统
文化教育体系，通过积极推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打造百花
齐放的文化生态乐园，让师生们在
浓厚文化氛围中体会传统之美。

日前，长乐成立长乐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推广中心
和长乐书院，并在辖区各校设置
书院分院，进一步完善以文化人、
全方位育人体系，着力推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

诵读国学经典
文化浸润心田

“江南可采莲，采莲荷田田。”
近日，第七届“我与经典有约”古
诗文诵读比赛在长乐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举行。学生们身穿传统服
饰，将经典诗篇演绎得淋漓尽致。

诵读国学经典，弘扬传统文
化。2017年，长师附小依托“国学
经典诵读课程体系构建及教学实
践探索”教改项目，开设知识型、
实践型、欣赏型课程，在全校铺开
经典诵读活动。

长师附小副书记高香秀介绍，
学校编写校本教材，将国学经典以
课前、课中、课后拓展的形式融入
语文教学。同时，创新性开展诗人
项目化学习，通过让学生了解诗人
生平事迹、诗词特点，熟读诗词，引
领学生走进诗人的精神世界。

“在欣赏型课程上，我们还推
动经典诵读与艺体学科的融合：
如音乐课上，开展诗词歌曲教学
与研讨；美术课上，指导学生为古
诗配画；体育组将经典诗文与室
内操融合。每个学期学校还举行
国学经典诵读比赛，激发广大师
生传承经典文化的兴趣与热情。”
高香秀说道。

“在学校国学文化的熏陶下，
我的孩子愈发自信、有涵养，他深刻
了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品
质，并将其内化于心，变得知礼、懂
礼、行礼。”三年2班学生欧阳致远
的妈妈谈及孩子的变化，十分欣喜。

长师附小的实践是长乐积极

推进国学经典进校园的缩影，近
年来，长乐教育系统为各校书记、
校长、老师开展 21场次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素养专题培训，培训对
象达 2653人次，为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培养 1600多名国学讲师；依
托福州文儒书院开发研究11本中
华经典教育校本教材，由爱心企
业福建凯邦科技有限公司定向捐
赠100万元采购，免费发放给各校
学生使用；举办 72期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大讲堂暨“千年家训·
德育万家-家风家训大讲堂”，用
国学智慧涵养家风家教；开展“诵
经典、写经典、唱经典、演经典、展
经典”活动、中华诗词大会、楹联
创作等，让青少年沉浸式感悟传
统文化魅力。

弘扬武术文化
强健学生体魄

“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
似射雕；调理脾胃须单举，五劳七
伤往后瞧。”八段锦，这一源于北
宋的养身功法，如今正风靡长乐
各大校园。

每天上午的阳光大课间，整齐

列队的师生们在操场上迎着晨光，
伴随舒缓的音乐，开步屈膝、仰头
翻掌、两手攀足……举手投足间尽
显柔和连绵、刚柔并济之气。

“八段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传
统的健身方式，动作简单易行，舒
展优美且不受年龄、场地等限
制。”长乐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
学副校长陈箫认为，在校园内推
广八段锦，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我们希
望通过动静融合的育人方式，为
师生带来强身健体和文化传承上
的双重收获。”

除了八段锦，30分钟大课间
还融合了七彩阳光广播操、武术
操等多种锻炼方式。分管体育的
校工会主席李世云介绍，广播操
的韵律之美，武术操的阳刚之气，
与八段锦的气力相辅相成，动静
互补，能达到极佳的锻炼效果。

“三操锻炼下来，感觉精力充沛，
学习的专注力也提高了。”五年级
学生姚若琳说。

在长乐，传统体育项目进校
园是传统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也是深入贯彻“保障学生每天一
小时体育锻炼和充足的课间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2 年起，长乐区教育局发
挥长乐“全国首批武术之乡”的深
厚底蕴，大力推进“传统武术进校
园”，制定《长乐区中华传统武术
进校园行动计划》，聘请传统武术
传承人进校授课传功，每所学校
成立武术队或武术兴趣小组，学
习太极拳、咏春拳、长拳、地术拳
等传统武术；将八段锦纳入学生
课间操和教师工间操，组织全区
师生每日练习。此外，长乐区教
育局还定期举办“郑和杯”武术比
赛、师生八段锦比赛以及校园武
术节。几年推行下来，全区传统
武术校园普及率显著提高。

传承袅袅乡音
留住悠悠乡愁

“透过云端看家乡，蛮看蛮清
晰。尚迁一手托算盘，董奉微微
笑，郑和威武立船头……”长乐区
洞江小学里，十邑乡音袅袅，童声
清亮动人。临近元旦迎新汇演，
洞江小学音乐教研组组长陈苏媚

正带着学生们排演原创福州话歌
曲《VR》。“这首歌的主题是用VR
视角看历史、今朝和未来，我们经
过多年的打磨，新增了闽剧元素，
希望学生在歌声中传承和发扬福
州本土文化。”她说。

福州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
是闽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十
邑乡音还是连结海内外乡亲情感
的纽带。为保护和传承这一宝贵
文化遗产，长乐积极推广“十邑乡
音进校园”。

洞江小学是这一行动的先行
者。学校副校长邹松告诉记者，
自 2015年起，学校就开设福州话
歌曲兴趣班。10年间，学校不断
丰富内容和形式，通过编制校本
教材、创作福州话歌曲，组织传统
文化艺术节，让福州话在学校生
根发芽。如今，学校获评福州市
歌曲活动示范基地、福州方言传
承学校，福州话歌曲演唱多次在
省市级文艺比赛中斩获大奖。

学习福州话歌曲，学生们也
获益良多。“通过学习方言歌曲，
我不仅学会了福州话，还了解了
福州的风俗习惯和民间传说。”四
年3班的曾林夕同学说。

“头雁”校引领，乡音传承在
长乐各校园“雁阵齐飞”。长乐各
校通过教唱福州话歌曲、教学福
州俚语、设置福州话文化墙和福
州话广播时段、邀请福州话专家
学者和海外乡亲来校交流等方
式，营造浓厚的乡音学习氛围，在
孩子心中播下乡土文化的种子。

在此基础上，长乐区教育局
用赛事激活“一池春水”，通过举
办校园福州话歌曲大赛、福州话
朗诵比赛、福州话戏剧表演等活
动，活态传承乡音文化。

从国学经典到诗乐，从武术
到乡音……长乐从“校校有特色，
师师有课程，生生都参与”着眼，
传统文化进校园已成百花齐放之
势。“我们将坚持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
富有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和接班人。”长乐区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说。

秋日里的一天，我坐在梧桐树下，看
着小小的蚂蚁一只接一只地经过我的脚
边，有的抬着面包渣，有的扛着碎糖块，
忙得不亦乐乎。我看得入了迷。

恍惚之间，我变成了一只刚刚出生
的小蚂蚁。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告诉
我：我们是很小很小的昆虫，小到有些卑
微，所以要活得小心翼翼，因为我们不堪
一击。我听了，愣怔了好一会儿，才确信
我已经变成了一只小小的蚂蚁——一种
很渺小的生物。可是，我想，作为一只人
类变成的小蚂蚁，自然要有梦想。我要
变成一只与众不同的大蚂蚁。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离开了小小的
洞穴，开始了寻找变大的旅程。

当我钻出洞口的那一刹那，我才发
觉：天是那样大，无边无际；地是那样宽，
广阔无垠。匍匐在浩荡的天地之间，我
觉得自己好像变大了。我伸伸胳膊，踢
踢腿，想往哪里走都可以。身体是自由
的，心灵如此自由。这个时候，我突然发
现走出黑暗的小洞，就是突破自己的困

境，就是一种大大的成长。
我在原野上走啊走，走啊走，终于遇

到了一个我认为很大的东西——大象。
它的大，让我心生嫉妒。我决定捉弄它
一下。我在它耳朵里跳舞让它发痒。可
它只是甩甩脑袋。我钻进它的鼻子里，它
也只是晃晃鼻子，打个喷嚏作罢了，并没
有理会我。我知道：它如果要踩死我，可
以毫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它没有，依然慢
悠悠地做它的事，走它的路。我再望向
它，觉得它愈发高大了。我似乎明白了：
真的大是平和的心态，是对万物的宽容。

我继续往前走，看见了我的同伴们
急急忙忙往一个方向赶。难道是有什么
大事要发生？好奇的我也跟了上去。我
看见了小小的同胞们围得里三层外三
层，正盯着一块很大的面包束手无策。
我急忙用触角询问身旁的一名同伴：“发
生了什么事？”同伴说：“咱们得把面包搬
回家去。”这时，越来越多的同伴聚集在
面包旁边。我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面
包缓缓地被搬起，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家
的方向移动着。我们抬得十分吃力，大
家走走停停，但是没有一个同伴选择放
弃。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把面包

搬回了洞里。这一刻，我感到自己无比
的强大。原来，渺小卑微的我们凑在一
起也能变得强大……

一个激灵，我回过神来，只见面前的
蚂蚁队伍已经浩浩荡荡地向远方走去
……而小小的我依旧站在高高的梧桐树
下。

但此时的我好像不同于刚才的我
了。我似乎真的变得无比强大了。

点评：立意是一篇文章的灵魂。此
文立意高远。“大”是人类追寻永恒的主
题。孩子渴望长大，成人梦想强大，国家
希望发展壮大。但大家也都在思考什么
才是真正的“大”。

小作者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回答
这个问题。她从渺小的、卑微的蚂蚁的
视角来寻找“大”，看待“大”。用小蚂蚁
的经历揭示了“大的真谛是自由的心灵、
和平包容的心态、团结向上的力量”的主
旨。

文章的表达方式也值得称道。文章
浅入深出，将抽象的哲理蕴含于具体的
事例，很有说服力，令读者于掩卷沉思、
细细回味之中有所了悟。

（指导教师：杨惠）

我读东坡先生《定风波》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初一11班 翁禾林

小蚂蚁寻找“变大”的旅程
鼓楼第二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军门校区 六年6班 林思睿

福州市教学开放日活动
在钱塘文博小学举行

“福”文化融入课堂教学

长师附小举办古诗文诵读比赛。（受访者供图）

了解甲骨文字 感受传统文化

台江举办台绘悦读活动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近日，台江区图书

馆举办“甲骨时光绘 文化传承扉”台绘悦读
活动，通过带领大家领略甲骨文的魅力，感受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活动中，亲子家庭观看《汉字的演变》视
频，了解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的发展历程。
志愿者生动讲解甲骨文并分享绘本《仓颉造
字》，带领大家探寻汉字起源的奥秘。两名小
朋友深情朗诵《写中国》和《假如风是有颜色
的》，表达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以优美的诗句
为活动增添诗意色彩。

亲子家庭还携手书写甲骨文春联和明
信片，在笔墨间感受古老文字的韵味，还一
起雕刻甲骨文橡皮印章、拓印生肖甲骨文以
及体验捶丸、投壶游戏，欣赏甲骨文二十四
节气明信片，在动手实操中加深对汉字演变
的认知。

活动中的师生快闪表演。本报记者 张铁国摄

长乐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传统文化进校园 润心启智育新人
本报记者 傅亦静 鄢秀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