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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静远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的起点。每年的这一天，全国各地

都以不同形式悼念在“九一八”事变中

为国捐躯的英雄，我省各中小学校也

不例外，纷纷开展了各类纪念活动。

战争虽已远去，英雄并未走远。

英雄本该被人铭记，可在当下却被淡

忘了。记者最近随机采访了一些中小

学生，当问及“心中的偶像是谁”时，许

多学生的回答是影、视、歌明星。

那么，中小学校该怎样以学生喜

欢的形式引导他们走近英雄，崇尚英

雄，并从中汲取优秀的品质和精神，让

英雄真正成为他们心中的偶像，让英

雄精神为中小学生“强筋壮骨”，记者

就此走访了省内一些学校。

中小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形成期，此时也是开展英雄教育的

最佳时期。每个人心中都有英雄情

结，但英雄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十分遥

远，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如

何拉近学生与英雄的距离，省教育厅

教研室副主任柯孔标建议，“可以将一

些英雄事迹融入日常教学中，或者以

学生喜闻乐见的体验活动让他们了解

英雄，走进英雄的世界”。

目前，我省一些中小学校结合当

地特色，通过参观、走访等系列活动，

带领学生走进革命英雄世界。温州洞

头区有个英雄人物海霞，她是上世纪

50年代的民兵连队长。她的事迹曾

被写成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并改

编成电影《海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人。每年军训时节，海霞中学都会邀

请当地女民兵连教官在为学生训练的

同时，也为他们讲述“爱岛尚武，励志

奉献”的海霞精神。在学校的“红色教

育”周上，学生走进海霞军事主题公

园，寻访海霞故事，争当红色讲解员。

学校定期组织学生读一本红色书，观

一次红色电影，讲一个红色故事，力求

多方体验和感受海霞精神，并成为这

一英雄精神的传播者。

宁波市北仑区蔚斗小学旧址曾是

抗战时中共活动基地，如今已成为市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学第一天，

该校把新生入学仪式放在了校史陈列

室，学习当地革命英雄“浙中刘胡

兰”——李敏、林勃的感人事迹。

英雄具有时代性。战争年代，血

洒疆场的是英雄；和平年代，各行各业

中有着突出贡献的人物也是英雄。一

起寻找新时代的英雄，也成为当前中

小学校英雄教育较为常见的做法。

寻找新时代的英雄，并非漫无目

的，而是要从当前热点话题中寻找，或

者从与自身实际较为贴近的人物中寻

找。江山市城南小学语文教师陈春琴

说，从家喻户晓、以智慧和技术造福人

类的院士袁隆平到航天英雄杨利伟

等，学生找到了很多新时代的英雄。

这几年，学校还把《感动中国》作为学

习新时代英雄的重要影像资料，每年

都会组织学生观看学习。陈春琴还举

办了一场新时代英雄分享故事会，引

领他们崇尚英雄，争当新时代接班人。

在一些校友资源较为丰富的学

校，教师动员学生从身边的校友资源

中寻找英雄。2012年，安吉县良朋小

学编写了《我们的榜样》一书。该书记

录了海啸英雄蔡玮玮等3位校友的事

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资料都是由

学生搜集的，学生对这3位校友进行

跟踪采访，了解他们的最新动态以不

断充实教材。

□本报通讯员 苏立军 蓝怡俊

小演员选拔、人物塑造、情景布

置……9月17日，遂昌县三仁畲族乡

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正用课外时间紧

张地排练畲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蹴

石磉”。他们准备在 10月下旬举行

的第六届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上演示这一绝活。

三仁畲族乡中心小学是遂昌县唯

一一所少数民族乡中心小学，学校在

“承畲乡文化仁韵，立乡村教育精品”的

办学愿景指引下，努力创建畲族文化传

承基地学校，并先后被授予省、市体育

特色学校称号。

走进三仁畲族乡中心小学，宽敞整

洁的校园里，绘着畲乡文化墙绘，挂着

畲族体育照片……一景一物无不将畲

乡文化演绎得有声有色，充分展现着其

畲乡小学的特色。

2009年，三仁畲族乡中心小学提出

了“打造民族文化传统体育特色品牌，创

建畲族文化传承基地学校”的理念。

2010年，学校与丽水学院签约，成为丽水

学院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基地和示范

基地……经过近10年的摸索与发展，该

校已在民族体育方面收获了累累硕果。

“学生对民族体育的兴趣相当浓

厚。”教师巫亚萍说，目前，该校共有板

鞋竞速、走竹马、菱形操杠、跳竹马、滚

石磉等12个畲族特色体育项目。学校

一直致力于将这些特色体育项目融入

教学中，通过开展特色课程、组织展演、

参加比赛等形式，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参

与其中。此外，该校还将民族特色体育

项目融入学生的大课间和课外活动中，

让学生在玩耍过程中学习和体验。

“每个学龄段学生的身体条件和接

受能力都不同，我们以此为依据，针对

不同学龄段的学生安排不同课程内

容。”体育教师雷根富介绍，民族体育课

程教学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该校从小学

一年级开始便开设民族体育课程，贯穿

小学学习的全过程。

除了体育课程，该校也积极参加

市、省乃至全国的比赛。2011年，钟俊

杰、蓝宇航等4名学生参加了第九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蹴石磉》

节目获得了表演类项目比赛一等奖。

2014年，该校组队参加了第五届省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创编的《菱

形操杠》和《竹竿舞》两个节目分获一银

一铜的佳绩……

“民族体育传承入校园，既是民族

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有效手段，也是

培养学生个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

要途径。”校长蓝伟军说，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特色体育课程，不仅提高了学

生对民族体育的认识，也大大丰富了学

生们的课余活动。通过参加比赛和展

演，也为乡村小学学生接触外面的精彩

世界提供了机会，增长了他们的见识。

“最重要的是，提升了学生对于家乡和

本民族的亲近之情和文化自豪感。”

一所乡村小学的民族传统体育情结

让英雄成为学生心中的偶像

本报讯（通讯员 薛丛川）
近日，宁波市鄞州区首个与农村

学校开展宫校合作的鄞州区青

少年宫（邱隘宫）首次开班。今

后，邱隘地区的农村学生也能享

受和城区学生一样的校外体艺、

科技教育资源。

鄞州区青少年宫现有吉庆

宫、惠风宫两个宫，因地理位置

所限，主要服务鄞州城区学生。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学生校外教

育阵地建设，鄞州区青少年宫

（邱隘宫）成立。其主要辐射邱

隘镇及周边的学生，课程内容主

要围绕学生艺术、科技、体育等

方面的素质培养。

鄞州区青少年宫（邱隘宫）

纳入城市青少年宫管理体系，

由该区青少年宫负责管理，并

与邱隘学校开展合作，上课地

点安排在邱隘镇中心小学、邱

隘镇实验小学内，充分利用两

所学校的功能教室、体育馆等

教育设施。

农村学生也可享受优质校外教育 校内建起贝壳博物馆
本报讯（通讯员 金旦旦）近日，杭州市文新小学和中国

湿地博物馆合作共建的校园贝壳博物馆在该校建成开放。

该博物馆投入资金约50万元。在两间教室拼成的“馆

区”内，设有“有‘贝’而来贝壳专题展”，展出了400多种贝

壳种类，1440余件贝壳。据了解，为更好地利用博物馆，结

合10月要开展的综合实践周，学校将为学生布置“我是一

个海贝贝”项目式学习任务，让学生探索更多的“海贝”知

识。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也正在进行课程体系开发，为学生

带去生动有趣的探索课堂。开学初，学校还以竞聘的形式

选出了博物馆的“小馆长”和“小小讲解员”。

视点第

本报讯（通讯员 张 倩）近
日，丽水第二高级中学学生在校

园的墙体上描绘了多幅大型美

术作品，吸引了师生驻足欣赏，

这是该校组织学生自主设计校

园环境的缩影。

据了解，作为省艺术特色

学校，近年来该校经常组织学

生自主设计校园环境。近期，

高一、高二艺术班学生完成了

墙绘作品，内容包括西方“印象

派”经典油画临摹、书法创作、

国画创作等。自2014年起，学

校每年都要开展艺术墙绘大

赛，提升学生绘画水平。此外，

丽水二中的每一面墙、每一个

橱窗、每一处空间都成为学生

展示艺术特长的平台。比如，

该校的班级和学校文化长廊从

主题确立到创意设计的全过

程，都由学生自主完成。

校友捐赠100万元
设“树人教育基金”

本报讯（通讯员 姚 俊）近日，象山县原新桥中学

1997届毕业生、现宁波大嵩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

经理史川重返家乡，向母校捐赠100万元设立“树人教育基

金”，支持家乡教育发展。

史川表示，首期捐赠100万元设立教育基金后，后续还

将积极发动身边新桥年轻一代的爱心人士参与到帮教助教

中来，支持家乡教育。新桥学校目前已有校友史中平教育

基金、兰香教育基金、钰烯教育基金和树人教育基金等多个

资助项目。

学生自主设计校园环境

近日，桐庐县实验小学学生走进方回春堂学习中药文
化。学生们化身“小中药师”，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药材
的识别、称量与包装学习。

（本报通讯员 周建民 摄）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有志少年，自强不息。”9月
17日，长兴县第四小学利用班会时间，开展纪念“九一
八”事变87周年主题活动。图为学生们在国旗下庄严
宣誓。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王崧舟

作文教学最怕什么？最

怕学生写不出。为什么？大

部分是因为他们缺乏生活。

没有生活这一源头活水，作

文自然言之无物。想想也

是，现在的孩子哪里还有什

么生活！有一个词颇能说明

当下孩子的生活状态，那就

是“圈养”。孩子们的生活内

容是被父母设定的，周一到

周五，自然是上学、读书、放

学；周六和周日，自然是兴趣

班、辅导班，没有丰富的业余

生活。

作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

记录孩子们的充实生活。于

是，就有了这样的作文教学

模式：组织一次秋游，写一篇

游记；组织一次野营，写一篇

感想等。那么，我想问的第

一问是：写不出真的是因为

孩子们没有生活吗？我发现

了一个更奇怪的现象：孩子

们所写的作文大多指向家

庭、学校和社会的非常态生

活。其中，非常态生活包括亲子游戏、文艺

演出、外出旅游等。非常态生活是稀缺的、

少量的，而在我们的观念中，所谓的缺乏生

活，指的正是这类非常态生活。但是，非常

态生活是孩子生活的全部吗？当然不是。

非常态生活是孩子生活的主体吗？当然也

不是。

其实，教师们之所以认为孩子们缺乏

生活，一半是因为他们将生活窄化为所谓

的“非常态生活”，删除了大量的、经常的、

基础的“常态生活”；一半是因为他们将生

活拔高为所谓的“有意义生活”，而将那些

看似“无意义生活”抛于九霄云外。如果真

是这样，孩子们可写的生活当然是少之又

少、空之又空了。

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二问：作文一定要

写有意义的生活吗？什么又算是有意义的

生活？孙绍振先生在《贴近生活、贴近自

我、超越自我》一文中指出：“在有些人看

来，孩子们的生活不是生活。在他们感觉

中，生活是一种本质的真，是伟大的、光辉

的，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太渺小了。”

为什么我们总是写不出有意义的生活

呢？这就是我的第三问。在我看来，真感

觉、真性情就是作文的意义所在。即使你

通篇在写崇高与伟大，如果写不出自己的

真感觉、真性情，那样的作文依然毫无意

义。朱光潜先生在《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

三种态度：科学的、实用的和美感的》一文

中写道：对于生活，你至少可以用三种不同

的态度对待之，一为科学的，像植物学家那

样；一为实用的，向木材商那样；一为审美

的，像画家那样。对于作文，我们当取哪种

态度才是可行的？我以为，像画家那样，以

审美的态度去觉知生活、发现生活的意义，

当是最为可取的。因为只有这种态度才是

唯一彰显主体的，它是情感的，而且是带着

想象的性质。而这，正是生活的意义所在，

也是作文的意义所在。

作文就是将易逝的生命兑换成耐久的

文字。作文，既是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

生存状态，更是一种生命成长。所以，作文

真的不只是“写”的事，更是“思考”的事、

“体验”的事、“探索”的事、“发现”的事、“成

长”的事。

作
文
教
学
三
问

实话 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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