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视窗4 2018年11月14日 星期三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社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定价：每期0.7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杭报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

责任编辑：林静远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81

E-mail：xysc4@sina.com

□本报记者 林静远

最近，温岭市石桥头镇中心小学

的非遗馆刚落成，吸引了很多学生。

该馆充分展示了当地非遗特色王氏大

花灯、米塑、凿纸等民间工艺和民俗文

化。说起建馆的初衷，校长杨文军坦

言，在校内搭建一个学习场所，可以让

学生随时触摸、体验当地的传统文

化。同时，配合学校开设的“花灯”“米

塑”“石桥寻韵”校本课程，场馆内也设

有非遗制作区域和“艺人工作坊”，学

生们可以在民间艺人的指导下，学习

非遗技艺。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

前热议的话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

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作为固

本工程和铸魂工程来抓。作为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阵地的中小学

校，承担着重要责任。而场馆作为传

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平台和载体，在学

生感受传统文化气息、领悟传统文化

内涵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和温

岭这所小学一样，当前我省一些中小

学校通过挖掘资源、创新形式，找寻传

承传统文化的新载体。

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柯孔标

说：“场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

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不能仅靠口口相

传，应变传授知识为亲身体验，让中

小学生在做中学，体验传统文化的精

髓。当前我省虽有一批学校建设了

场馆，但以展览性为主，交互性不

多。传统文化应是活态呈现的。”柯

孔标的观点为我省中小学校建设和

利用场馆提供了方向。

家风家训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

容，我省一些学校开始着手家风家训

馆的建设。象山县丹城第五小学建成

了家风家训馆，馆内展示了中国经典

家训、象山家训家规、家长创编的现代

家训家规，也展示着学生们自己创作

的家风故事。学校还成立了网络家风

家训馆，开设“家风在线”，打造网络化

的家风课堂，包括历代家风家训展示、

家庭和学校的日常礼仪规范等。学

生、家长在线学习后，可将感受和体验

以视频形式上传。

此外，书法馆、国画馆、灯谜馆等

弘扬传统文化的场馆也在学校陆续问

世，并得到较好利用。新建场馆常常

会受到资金和场地的限制，学校往往

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学校表示，

还可以利用校园长廊等空地营造氛

围，让传统文化浸润学生。

灯谜是湖州菱湖的地方特色文化，

菱湖实验小学创设了灯谜长廊，引领学

生走进灯谜世界。每周二，学校会在灯

谜长廊举行猜灯谜活动。每年国庆节，

学校会组织“亲子制灯”活动，并从中选

出精美的作品挂在灯谜长廊展出。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

院副院长王巨山说：“学校资源有限，

校内场馆建设有难度，可以把目光转

向校外。很多地方的文化博物馆、名

人纪念馆等场馆资源丰富，是学校可

以借力的好场所。”

正如王巨山所言，这几年衢州市

实验学校一直都在做利用校外场馆

的文章。该校大队部经常组织学生

走进当地儒学馆做小小讲解员，语文

教师也借助儒学馆，为学生讲国学故

事，组织阅读沙龙、经典诵读、书法训

练、学习传统礼仪等活动。在我省少

数民族气息较为浓厚的丽水，不少学

校结合畲族特色带领学生走进实践

基地，了解民族文化。景宁畲族自治

县民族小学选取了当地省级非遗特

色大漈罐“畲祖烧”作为传承弘扬传

统文化的突破口，开展了一系列活

动。校长梅景怡表示，学生通过制作

陶泥，既能了解畲族习俗、民间艺术，

又能体验畲农劳动生活，亲历畲农劳

动过程，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

在利用校外资源方面，一些学校

走得更远，通过馆校合作开发传统文

化课程。比如杭州市卖鱼桥小学，地

处世界非遗项目京杭大运河附近，学

校与运河博物馆合作开发了“运河拾

贝”“指尖运河”课程。学生通过走一

走、看一看、做一做，对杭州运河历史

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也体验了更多

杭州传统工艺的技艺。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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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挖掘资源 弘扬“善文化”

本报讯（通讯员 吴 彦 刘 波）“包玉刚爷

爷有着‘世界船王’的美称，自身生活俭朴，但他多

次大手笔捐助国内建设。”在宁波镇海区中兴中学

近日举行的“弘扬先辈情怀，尽现中兴风采”的宁

波帮精神故事比赛中，该校八年级3班的包莹影

讲述了包玉刚的故事。

包玉刚、赵安中、邵逸夫这三位以乐善好施闻名

的知名宁波帮人士是中兴中学校友，该校形成和发

展了校园“善文化”，并以此作为宁波帮精神传承的

突破口。学校提炼了宁波帮校园文化十景，楼道墙

壁上悬挂了以“善文化”为主题的图片、书画作品，并

把校园外墙开辟为“善文化”主题墙，既有对“善文

化”的解读，又有“孩子们心中的善”墙体绘画。

学校把班级文化建设和“善文化”建设结合起

来，每一个中队都以宁波帮人士的名字来命名。编

写了《耘善致远》“善文化”校本教材，让学生进一步

认识优秀校友，感受家乡名人捐资办学的善行。“行

善扬善”课程则让学生把“认识善”“践行善”“追求

善”有机地结合起来。

□王 梁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不

断深化，生涯教育在各高中

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新生入

学时学校就往往通过讲座、

专门课程的形式引导学生

开展生涯规划，思考未来人

生。笔者发现，相当部分高

中生的生涯愿景就是考个

好分数、上个好大学、找个

好工作。

这种个人化色彩浓厚

的目标规划并不是不好，但

总觉得人生的格局可以更

高大些，这于他个人、社会、

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都更有

意义。格局不同、目标不

同，人生轨迹和价值也大不

同。从某种角度而言，当下

颇受关注的青少年“娘气”

太重、阳刚不足、太过自我

等现象也是人生格局“低”

“矮”“小”的一种折射。

那么，学生该如何壮大

人生格局，学校教育又能提

供何种支持，笔者以为可以

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 是 要 提 升 思 想 境

界。每个人的生命过程既

有个体性，也有社会性。个

体要自觉承担起自己的历

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要在历史长河和全球

视野中去寻找自己的人生坐标，从而赋予

人生以重大意义。当前，我们迈进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勠力同心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大有可为

的时代，每一位青少年都应把自己的前途

和国家、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胸怀祖国，

放眼天下，寻找发展机会，实现人生价

值。学校教育则要更加注重师生家国情

怀的培育。

二是要拓展生活世界。学生人生格

局的“低矮”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生活世

界的狭小，或者被家长、教师、朋友的传统

经验、过分管束和消极暗示限制束缚，他

能想到的或许真的就是自己精神世界中

的最高目标了。为此，一方面需要通过多

种渠道去加强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认

知把握，努力做到“广、高、远、深”；另一

方面，需要多尝试、多实践，少自我设限、

少随波逐流，不甘平庸、不拘泥于日常琐

碎。对学校来说，应不断提升教育的开放

度和创新活力，创造更多张扬个性、彰显

才华的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多研究、实践、

探索的机会，为学生打开领略广阔美好世

界的更多窗户。

三是要涵育精神气象。一个人的精气

神也会影响他的人生格局，学生们应该多

读多看名人传记、人物专访、纪录片等格局

大、气象阔、能量正的优秀作品，以此多多

涵养自己的正气、豪气、大气、勇气，祛除

小家子气、娘气、狭气等。学校要做的就是

加以引导，并给予时间和空间。

生
涯
教
育
要
讲
点
格
局

日前，东阳市第十三届“未来工程师”设计与技能赛在吴宁第四小学举行。自制小车、“和美金华”城市
区域规划、木结构桥梁承重等项目，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这些“小工程师”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各种项目的
设计中。图为学生在做抛石机项目。 （本报通讯员 斯航峰 吴江艳 摄）

““未来工程师未来工程师””

这所学校有个
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

本报讯（通讯员 俞 瑜 章 翌）杭州市夏衍

初级中学与江干区图书馆、夏衍研究会合作打造的

“夏衍书院”江干区夏衍主题图书馆近日正式开放。

整个馆区有1000多平方米，藏书3.73万册，设

有夏衍作品专区，向社会公众开放。随着图书馆的

正式开放，该校话剧社成员们排练的场所，将从学

校的教室换成这里的两间话剧专门教室，学生可以

在里面练形体、排整剧。

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该图书馆于

每周五下午3:30—5:00向市民开放，借阅人提供市

民卡和身份证即可借阅，也可在图书馆自动借阅机

上自行办理。

本报讯（通讯员 吴昊斐 蓝
伊啸）动物造型的钱包、挂饰，可爱

又精致；温润的瓷瓶身上，点缀着精

美多姿的画样……近日，衢州市特

殊教育学校举办了一场特殊学生的

手工作品展，吸引了众多师生驻足。

针对特殊学生的情况，近年来

学校大力推行艺术特长教育，通过

融合的专业课教学、丰富多彩的

社团活动，帮助特殊学生编织多

彩的人生。艺术教育内容丰富，

开设了园艺、陶艺、纸艺、美甲、摄

影等专业，成立了汽车美容等9个

社团。同时，通过校企合作，让每

一名学生都能学到一技之长，为

将来就业提供更多可能性，也能

更好地融入社会。

九年级学生金吉利和社团专

业指导教师一起设计创作的皮桌

旗系列《花满洲》参加了今年的中

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并

进入最后的展览环节。学习皮具

制作一年多来，金吉利已经能独立

设计和制作作品。

特殊学生编出多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