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文化八仙桌”争做传承小使者

悠悠大运河畔，古雅清风楼
中，听学者解读沧州文化，品历史
名人故事，观传统艺术节目，新华
小学的孩子们沉浸其间，对家乡文
化的理解和感受也更为深入。

从 2018年开始，新华小学多
次组织学生参与沧州日报主办的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活动。
在“大运河衍生的沧州文化”

访谈活动上，学子们知道了穿城而
过的京杭大运河在经济、军事、文
化等诸多方面给沧州带来的深远影
响；在“尊亲敬老话孝道”访谈
中，孩子们通过聆听李炳天、王成
东、孙云英3位嘉宾讲述与父母之
间的故事，感受到尊亲敬老就体现
在生活的点滴细节中；通过“张之
洞的变革与开放思想”主题访谈，
大家对这位沧州历史名人有了更加
全面的认识。

2019年初，新华小学被沧州
日报授予“文化八仙桌文化小使者
示范校”荣誉称号。同年 3 月，

“文化八仙桌”走进新华小学，围
绕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和传统教育等话题，与师生和家长

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疫情期间，新华小学依然组织

孩子们积极参与“文化八仙桌”线
上活动，让孩子们在感受家乡深厚
文化底蕴的同时，争做小使者，为
传承沧州文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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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名教师获得名教师获得

省优质课一等奖省优质课一等奖

本报讯 （赵玉洁） 日前，
2020年河北省高中数学中高级
教师优质课评选落下帷幕。沧州
市第一中学数学教师张国瑞、杜
晓亮和祁荣香，夺得了河北省一
等奖。

本次优质课评选活动采用线
上听课和评课的方式，面向全省
直播，专家线上评审，全省数学
教师通过网络进行实时观摩学
习。

张国瑞和杜晓亮深入挖掘知
识的内在联系，在课堂教学中，
他们通过多种符合学生认知和心
理活动特点的教学手段，积极调
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发挥学子的
课堂主体作用。

祁荣香在说课时，采用学生
容易接受的教学方式，将繁琐细
碎的知识化繁为简。她充分研究
学情，巧妙设计教学环节，课堂
设计既契合了新课标的教学理念
又立足学情，受到了线上专家的
一致好评。

放慢脚步放慢脚步
陪幼儿一路同行陪幼儿一路同行

———记沧州市第一幼儿园教师张双红—记沧州市第一幼儿园教师张双红
本报记者 赵玉洁

微笑着迎接每一个小朋友走进班

级；蹲下身抚慰哭泣的孩子，轻轻拭去

小脸上的泪滴；耐心地喂饭、哄睡，带

着他们唱歌、涂鸦、做游戏……

从 1998 年走进沧州市第一幼儿

园，孩子们就成了张双红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20多年来，她不仅以温柔的话语

和细致入微的照料，温暖着孩子们幼

小的心灵；而且深入研究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关注特殊

行为背后的成长问题，与家长一起积极努力，共同为幼儿营

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编演大型舞台剧 生动再现“镇海吼”传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沧州本是
风景优美、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
但一条恶龙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
宁静。它一心想独霸这方水土，在
沧州兴风作浪，残害黎民百姓。此
时，一头雄狮从海边一跃而起，与
恶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黑夜激

战到黎明，最终雄狮打跑了恶龙，
守护了沧州的百姓。风和日丽渤海
湾，桑麻遍野鱼满船。千年神狮佑
狮城，发扬传承代代传……”

由沧州市新华小学自编自导、
120 余名学生参演的大型舞台剧
《镇海吼新篇》，以优美的歌舞、生
动的叙述以及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的剧情，将镇海吼的传说真实再现
于人们面前。

缘何称为“新篇”？原来，早
在 2009年 11月，在新华小学首届
艺术节上，舞台剧《镇海吼》就闪
亮登场，带给孩子们不小的震撼。
时光荏苒，如何让这部舞台剧更富
于时代意义？新华小学的老师们重

新加以编排。在 《镇海吼新篇》
中，以师生探讨铁狮子由来溯源千
古传说，以孩子们齐诵“今朝我辈
有担当，神狮精神永发扬。二十四
字价值观，分分秒秒记心间。为祖
国强大而学习，为中华崛起而读
书”结束全剧，展现了新时代少年
快乐幸福的学习生活。

“身为沧州人，铁狮子是我们
的骄傲。它不畏牺牲、惩恶扬善、
伸张正义、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
每一个孩子去学习和发扬。我们希
望新华学子通过演绎《镇海吼》，
知家乡、爱家乡，把沧州人的精神
气质展示给更多的人。”校长许建
立深情地说。

小学生每日回园来聊天

伴随着放学铃声响起，一个
熟悉的身影又如约来到了张双红
的班里。

这个离园半年多已上了小学
一年级的男孩儿，每天从学校回
来都要来到幼儿园，把一天的所
见所闻讲给张双红听。每次都要
等到爷爷催促，他才依依不舍地
和老师道别。

望着男孩儿远去的背影，张
双红娓娓道来：这个孩子从小跟
随爷爷奶奶长大，刚上幼儿园时
性格很内向，从不主动与他人交
流。于是，张双红时常找机会坐
到男孩儿身边去与他聊天。渐渐
地，男孩儿把张双红当作了无话
不谈的知心朋友。

为了锻炼男孩儿的胆量，每
当遇到讲故事、背儿歌或需要表
演节目时，张双红就点名叫男孩
儿到前面给小朋友们进行展示。
在张双红的引导和鼓励下，男孩
儿变得越来越勇敢、自信，与小
朋友们也相处得愈加融洽。

3年时光转瞬即逝，男孩儿
上了小学，但是依然对张双红念
念不忘，于是师生二人便有了温
馨的“每日一约”。

其实，这个男孩儿并非个
例。很多离园多年的孩子，至今
仍与张双红保持着联系，每当取
得了好成绩，或是在一些重要时
刻，他们总会与老师一起分享喜
悦。

探寻行为背后的“秘密”

一张嘴满口方言而且听不懂
普通话，一言不合就往地上
躺，一进幼儿园，就抱着家长
不撒手……面对这样一个孩子，
张双红在悉心安抚、积极引导的
同时，更深入了解了他的成长过
程。孩子从小在老家爷爷奶奶身
边长大，上幼儿园之前刚刚回到
父母身边。本就缺乏安全感的
他，来到幼儿园这个陌生的环
境，又和老师及小朋友交流不
畅，内心充满了焦虑与不安。

为了消除孩子的陌生感，张
双红模仿孩子奶奶的口音去叫他
的名字，孩子马上有了反应。接
下来再和孩子说话时，张双红特
意放慢语速，并通过肢体语言来
辅助沟通。

日常活动时，张双红还会让
小朋友领着他参与其中，帮助孩
子融入班级里。

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
从无法交流到能够听懂，再到主
动开口，孩子一步步克服了沟通
障碍，对幼儿园也越来越依恋，
每天都开开心心地来，高高兴兴

地离开。
“孩子的很多行为，都与他

的成长环境、家长的状态和养育
方式息息相关。了解了这些，才
能给予孩子有针对性的指导，让
好习惯与他们相伴相随。”

建议关注和控制莫过度

从教多年，与孩子们朝夕相
处的张双红，时常能够从他们的
所作所为中发现家庭教育的不足
之处。

有的孩子调皮好动，摸插
座、登高爬低，毫无安全意识；
有的孩子不遵守规则，依着性子
任意而为；还有的孩子不会与同
龄人交往，想交朋友却不知怎样
去做……

面对这些问题，除了对孩子
进行正面引导和管教之外，张
双红还会与家长及时沟通，共
同探讨家庭教育的相关细节，
携手帮孩子扫除成长路上的种
种障碍。

在日常教学中，有的孩子缺
乏自主性，不敢去尝试，生怕做
不好了会遭到批评指责。“这种
表现源于家长对孩子过度的关注
和控制，觉得孩子做不好就盲目
阻止，事无巨细地包办和代替，
这样的‘爱’会使孩子在面对新
事物时畏手畏脚，患得患失。”
张双红建议，家长们应学会放
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鼓励
孩子多动手去探索。

超前学习也是如今一个比较
普遍的现象。有一次张双红带领
小班的孩子们画画，本想让他们
随性涂鸦，没想到近三分之一的
孩子在规规矩矩地写数字。“孩
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出现多个关键
期，关注并抓住这些关键期，就
能够有效地促进他们各方面能力
的发展。”张双红觉得，与其让
孩子过早地学习数学和汉字，不
如带他们到公园里踏青放风筝、
去博物馆参观或是一起做做手
工，这些源自生活的教育，对孩
子的成长大有裨益。

此外，情商培养也不容忽
视。比如当孩子想要某种东西的
时候，和他做一个约定，完成某
个任务才能获得想要的东西。这
种延迟满足能够让孩子逐渐学会
控制自己的冲动，学会等待。

“多关注孩子的状态，站在
孩子的立场上去感受、去理
解。”张双红希望，每一位家长
都能够放慢自己的脚步，牵着孩
子的小手一路同行。

光明小学光明小学

““红色寻访红色寻访””

感党恩感党恩

本报讯（赵玉洁）今年是建
党100周年，光明小学以此为契
机，开展了“红色寻访”系列活
动。

重走英雄路，缅怀英烈魂。
4 月 1 日上午，马本斋、邱少
云、董存瑞、李向群4个英雄中
队的队员们来到沧州市烈士陵
园，向英雄致敬。在庄严肃穆的
烈士纪念碑前，少先队员列队肃
立，低头默哀，表达对革命先烈
的深切悼念。队员们深情朗诵
《党的赞歌》，对共产党人的爱国
情怀和报国初心有了更深的理
解。孩子们还向烈士敬献了鲜
花，朵朵菊花饱含着队员们对先
烈的感恩与崇敬。

英雄中队的孩子们还寻访到
了九旬老兵康宝贞。老人 16岁
参军，亲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战争。4枚参战纪念章和一副中
国人民志愿军肩章，见证着他的
军旅生涯。

康宝贞为孩子们讲述了难忘
的战斗故事，其间几次哽咽。队
员们听得入了神，对康爷爷的敬
佩之情油然而生。

通过“红色寻访”活动，队
员们深刻感受到，和平与幸福的
生活来之不易，从而更加深了对
党的认识与热爱。

解放路小学解放路小学

体验传拓技艺体验传拓技艺

本报讯（赵玉洁）日前，解
放路小学 40名学生来到运河区
非遗保护中心，近距离接触非遗
技艺，通过体验非遗项目传拓，
感受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在省级非遗项目——彧元堂
传拓传承人刘世涛和黄云初的带
领下，孩子们走进展厅，认真观
看每一幅作品。得知这些作品都
是从古代文物上拓下来的，孩子
们连连称奇。

接下来，刘世涛为师生们
揭开了传拓的神秘面纱。原
来，传拓就是把打湿的宣纸紧
紧覆盖在画像石或金石文物
上，用拓包沾墨将其形状、文
字或图案拓制于宣纸上。它以
一纸一墨，让金石不朽，给物
象留影，将珍贵的文物、文献
和书法艺术资料保存下来，被
誉为“古代的照相机”。

听完讲解，同学们迫不及待
地操作起来。做拓片的过程看似
简单，但要完成一幅高质量的作
品则需要耐心和细心，而且墨、
纸、手法、力度都有讲究。轻轻
拿起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放在拓
片上慢慢扫平，然后再用沾了墨
的布包用力敲打，石器上的图案
便逐渐浮现于宣纸之上。揭下宣
纸的那一刻，孩子们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两度打造大型舞台剧，再现“镇海吼”为民除害、守护沧州平安的千年传

说；多次组织学生参加沧州日报主办的“文化八仙桌”活动，让孩子们了解沧

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倾情演绎源于沧州的成语故事，并以微电影的形式

将其呈现于荧屏……从2009年开始，沧州市新华小学积极引导孩子们走近家乡

历史和文化，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浓浓的乡情流淌在学子心间，使每一个

孩子都成为家乡文化的传承人。

拍摄成语故事微电影 感受家乡历史内涵

2020年暑假，由新华小学投
拍的微电影《物归原主》正式开
机，此次拍摄采用了虚拟情境，对
小演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年
级 3 班的孩子们认真学习历史典
故，仔细揣摩人物状态。拍摄时，
孩子们凭借丰富的想象还原情境，
从眼神到表情，从动作到台词，精
益求精。

这是继《实事求是》和《凿壁
偷光》之后，新华小学拍摄的第三

部源自沧州的成语故事微电影。
2019年初，市新华小学四年

级6班的孩子们以《汉书》所记载
的成语“实事求是”的出处和起源
地为依托，查阅相关史料，深入了
解这个源于沧州献县的成语故事。
而后，22名学生分饰献王、汉武
帝、董仲舒、公孙弘等历史人物，
将“实事求是”的故事生动地展现
于荧屏之上。

同年 5月，三年级 6班的学生

拍摄了微电影《凿壁偷光》。从朝
阳初升到夜幕降临，孩子们没有一
人叫苦叫累，全情投入，用精彩的
演绎将成语故事完美呈现。

从“著作等身”到“起死回
生”，再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
人心”，这些耳熟能详的成语都与
沧州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新华
小学以成语故事微电影为媒，向学
子们敞开了了解家乡历史的又一扇
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