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假期期间，“眨眼星伴——关爱

‘自闭症儿童’慈善画展”在位于运河区

御河路“理享山28号”园区的山艺术馆

举行。现场展出的100幅绘画作品，全部

由星月社 （由我市自闭症儿童家庭组成

的民间公益组织） 的自闭症儿童创作而

成。灵动的小鸟、波涛汹涌的大海、色

彩斑斓的人物画像……每一幅都展现着

孩子们独特的视角和丰富多彩的内心世

界。

这些特殊的画作，深深地吸引着观

展者的目光。大家纷纷慷慨解囊，将心

仪的作品带回家。短短6天，86幅作品被

认购，筹得善款19000元。山艺术馆馆长

刘晓明表示，这些钱将全部捐赠给星月

社里痴迷绘画的“小艺术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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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的孩子星星的孩子””
画世界画世界

本报记者 赵玉洁

重庆路小学师生重庆路小学师生

亲手绣制巨幅国旗亲手绣制巨幅国旗

有这样一群孩子，沉浸于自我世界

中，可以说话，但无法与人正常交流，

不懂得用表情和肢体语言表达情绪和感

受。这就是自闭症儿童，被人们称为

“星星的孩子”。

有这样一群人，虽然此前素未谋

面，却因一个共同的心愿走到了一起。

他们只为——

星月社
自闭症儿童的另一个“家”

今年39岁的王平，是星月社的发起人。
2016年，王平的小女儿被误诊为自闭症，王

平也因此结识了沧州的自闭症家庭。后经专业人士
确认，女儿并非自闭症，但是自闭症患儿父母那种

“想死而不敢死”的苦痛，却让王平感同身受，久
久不能忘怀。为此，她下决心创立“星月社”，成
了众多自闭症孩子的“星妈”。

从定期组织生日 Party，到每季度为孩子们举
办一次联欢会，再到参加读书日诵读会、让孩子们
学习绘画和书法、举办画展和二手书义卖活动……
王平想尽一切办法，为自闭症儿童创造走出家门与
人交流的机会，提高他们对外界的感知和接受能
力。

与此同时，她邀请自闭症方面的专家和家庭教
育专业人士来沧为家长们进行讲座，每月举办线下
育儿交流会、组织开展读书会，为家长们提供倾
诉、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从最初的6个家庭，到现在的300多位成员，5
年间星月社不断发展壮大，大家彼此扶持，相互鼓
励，亲如家人，共同呵护和陪伴着这些“星星的孩
子”，给了他们另一个温暖的“家”。

策展人
用艺术敲开紧闭的心门

其实，早在今年7月，刘有鑫就萌生了举办慈
善画展的念头。

在天津美术学院攻读艺术学硕士时，刘有鑫就
开始研究艺术疗愈在临床上的应用。

2020年6月毕业后，他回到沧州，主动联系相
关机构，开始义务教自闭症儿童画画。

除了每周 5节一对一课程和一节小组团体课
外，刘有鑫还定期为自闭症家庭开设亲子美术课
程。

“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专注于色彩与
线条，用手中的画笔尽情地表达自我。我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帮孩子们打开紧闭的心门，让他们用画
作与外界进行一场别样的沟通。”

7月28日，王平在市群艺馆公益展厅为星月社
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画展，刘有鑫看到展出的作品
后深受触动。他主动找到王平，提出要到星月社教
孩子们画画，还要为孩子们筹备一场慈善画展。

众人携手
为孩子创造更多可能

当得知好朋友刘有鑫想为自闭症儿童举办慈善
画展时，刘晓明主动请缨为画展提供场地支持。不
仅如此，他还邀请了很多专业人士，参与到画展的
文案、设计、布展中来，并把这场慈善画展作为山
艺术馆的开馆之展。

“孩子们的画得到了专业人士乃至社会的认
可，这是对孩子们最大的鼓励。这次画展也给予了
家长力量与希望，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王
平动情地说。

为了这些“星星的孩子”，这群本不相识的人
们走到了一起。未来，他们将携手为孩子们打造
更为丰富的艺术空间，努力让自闭症儿童接触不
同的艺术形式，为孩子们的成长与发展创造更多
可能。

“玲珑塔，塔玲珑，

玲珑宝塔第一层……”8

日下午两节课后，伴随着

悠扬的鼓韵与月牙板的

“叮当”声，宛转悦耳的

西河大鼓唱腔开始萦绕在

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师生

的耳畔。

走进西河大鼓社团，

非遗传承人李雪正带领学

生们重温经典选段《玲珑

塔》的唱词。社团成员们

全情投入，用心感受着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为了让孩子们对当地

非遗文化有更为深入的了

解，将传统技艺不断传承

下去，从 2019 年开始，

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先后

邀请西河大鼓、大圣拳和

剪纸项目的非遗传承人走

进校园，创立专业社团，

利用放学后和校内课后服

务时段，引领孩子们学非

遗、爱非遗，让传统技艺

在校园里绽放光彩。

时下有个
词叫“直升机
妈妈”，顾名
思义，妈妈就
像直升机在头
顶上盘旋，一
直居高临下地
观察，一刻不
停地唠叨，包
办代替一切。

这样的妈
妈在生活上过
度照顾孩子，
不让孩子插手
家里的任何劳
动，孩子的衣
食住行都由妈
妈安排决定。

“ 除 了 学 习 ，
你别的都不用
管 。” 这 是

“ 直 升 机 妈
妈”的坚定立场。

学习上不考虑孩子的兴趣
爱好，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孩
子的课外补习班，帮孩子选择
辅导书和课外书，确定孩子写
作业的顺序和时间，并全程陪
伴孩子写作业。

人际关系方面，“直升机
妈妈”热衷帮助孩子处理和同
学、朋友的关系，孩子在学校
有矛盾冲突，都由妈妈来出面
解决。

“直升机妈妈”很辛苦，
除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还要
为孩子的一切负责，自己感觉
劳苦功高，但很多时候孩子并
不领情，随着孩子长大，亲子
矛盾日渐升级。

人最大的悲哀是努力向上
攀登，爬到顶点之后才发现梯
子搭错了墙头。父母要时常自
问，我想要培养一个怎样的孩
子？千万不要忙于赶路而忘记
了为何出发。

父母要从“直升机”的高
空回归本位，把体验探索、锻
炼成长和自主发展的机会还给
孩子。

不
做
不
做
﹃﹃
直
升
机
妈
妈

直
升
机
妈
妈
﹄﹄

李

华

本报讯（赵玉洁） 日前，
重庆路小学组织全体学生开展
了“中国红燃烧爱国情”主题
系列活动，将爱国精神具象于
五星红旗，激发了学生内心的
爱国情感。

准备布料、测量尺寸、剪
缝五星……师生们利用7天时
间，亲手绣制了长12米、宽8
米的巨幅国旗，每一针、每一
线都凝聚着对祖国的热爱。

在国歌声中，学生们飞奔
到操场中央，转换成“十
一”“72”“国庆”字样队列造
型，老师们托举起巨幅国旗，
从“十一”“72”“国庆”图案
中缓缓穿过。巨幅国旗在操场
上传递，犹如中国发展历程中
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接过
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坚定信
念，勇敢前行。

伴随着巨幅国旗在教学楼
前冉冉升起，全校少先队员庄
严敬礼。

接着，沧州市公安局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政委王红
心，为同学们倾情讲述五星红
旗背后的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
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最后，
全体师生挥舞着手中鲜艳的国
旗，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
国》，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
盛。

校园快讯校园快讯

微微 言言

母女二人传鼓艺

西河大鼓是河北省传统曲艺曲种之
一，其唱腔简洁苍劲、韵味独特、风格
似说似唱，极富民间乡土气息。西河大
鼓发源并发展于河间，至今已有300余
年的历史，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李雪出生于曲艺世家，她的外公张
金贵是西河大鼓朱派的第三代传人，母
亲张领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她自己也是西河大鼓的沧州
市级非遗传承人。

自 2019 年 11 月以来，每周五下
午，李雪和母亲张领娣都会准时来到第
一实验小学，教孩子们学唱西河大鼓。
母女二人从站姿入手，为了练好“丁字
步”，李雪和社团成员们一起贴墙站
立，一站就是一个小时。手把手地教打
板、击鼓，孩子们通过坚持不懈的练
习，月牙板越打越熟练，鼓毽子也运用
自如。在唱词和唱腔上，李雪逐字逐句
去示范、纠正。为了更容易理解和记
忆，她还时常根据唱词的内容进行表
演，有时还借用道具来教学。除了唱
词，手势和眼神也是西河大鼓表演中至
关重要的内容。比如在演唱“小桥流水
哗啦啦”这一句时，要求眼随手动，眼
神放光，手势向上走，脚下“丁字步”
扎稳，唱腔有“辙”。李雪不厌其烦地
一遍遍演示，然后再对学生逐一指导，
只为达到理想的效果。

在母女俩的倾力指导下，孩子们不
仅唱得越来越有韵味，而且深深爱上了
西河大鼓。刘添祥在社团活动之余，时
常利用空闲时间练习。家里没有鼓，他
就在空牛奶盒上敲鼓点。在学习唱段
《长征》时，其中“万水千山只等闲”
这一句的唱腔节奏总是掌握不好，他就
在微信上向李雪请教。老师示范一遍，
刘添祥跟唱一遍，然后再纠正、再唱，
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师生二人互发
了近百条语音信息，终于把握住了这句
词的准确节奏，把韵味唱了出来。

而对于马梓晴来说，她与西河大鼓
的情缘非比寻常。疫情期间，马梓晴参
加了西河大鼓的线上培训课，获得了结
业证书。在老师的帮助下，她完成了抗
疫西河大鼓小段《愿早日抗疫前线战报
捷》的排演，节目在河北少儿科教频道
播出。此后，通过刻苦努力，马梓晴又
相继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
像方志》、河北省少儿科教频道《薪火
相承》系列节目、沧州市国家级非遗项
目《西河大鼓》、第七届河间西河大鼓
书会开幕式等一系列大型活动的录

制，为传承西河大鼓贡献了自
己的一份力量。

虎虎生威
“大圣拳”

“ 嘿 ！ 哈 ！
嘿！哈……”操
场上远远传来稚嫩
却铿锵的呐喊；走
近一看，一群孩子

正闪展腾挪，练着一
招一式。“大圣拳”传承

人韩旭穿行其间，不时帮这

个抬抬胳膊，帮那个弓弓腿。
韩旭传授的大圣拳，是典型的北派

拳法，源于嵩山少林寺，兴于河间潮海
寺。大圣拳动作轻灵敏捷，灵活多变，
功架端正，要求拳打一条线，手眼身法
步配合到位，讲究闪展腾挪，蹿蹦跳
跃。

韩旭生于河间，从小习武，上大学
后，师从大圣拳第六代传承人潘立户。
2010年，年仅 19岁的韩旭成了大圣拳
的第七代传人。

从 2014年开始，韩旭一直从事体
育教育工作。2019年，他来到河间市
第一实验小学，次年出任学校武术队总
教练。在训练中，韩旭因材施教，根据
学生不同的基础条件，制定相应的教学
计划。比如，在练习扎马步时，有一个
孩子总是把握不好两脚间的距离，动作
不到位。于是，韩旭便用粉笔在地上画
出脚印，让学生踩在上面，去纠正动作
的偏差。有的孩子在练习弓步时，后面
的腿总是蹬不直，韩旭就让学生联想推
重物时腿是如何用力蹬地的，从而帮助
学生理解动作要领和发力方式。

今年4月，韩旭开始教武术队成员
习练大圣拳。他把每个招式拆解成 10
个动作，哪块儿肌肉用力，眼神往哪儿
看，手指向哪个方向，脚落在什么位
置，他都一一画出来，从而让抽象的拳
术更为直观，易于学生们模仿和学习。
即便如此，仍有的孩子接受起来比较
慢，韩旭就把一个动作再拆分成5个步
骤，逐一讲解、示范，直到学生掌握为
止。

天气不好时，韩旭就把学生们聚在
室内，用讲故事的方式，将大圣拳的起
源和发展历程娓娓道来。风趣幽默的语
言，生动有趣的故事，深深吸引着孩子
们，也让他们习练大圣拳的兴趣日益高
涨。

巧手剪出生活美

一张彩纸折叠翻转，一把剪刀舞动
其间，转眼间，一幅栩栩如生的蝴蝶剪
纸作品就展现在大家面前。前不久，在
学校剪纸艺术社团开班仪式上，沧州市
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宋保
树的精湛技艺，令在场师生啧啧称赞。

宋保树告诉孩子们，剪纸在我国有
着 15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流传非常
广泛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剪纸的内容
丰富，能够充分反映百姓的生活内涵，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中国农村众多
民间艺术形式的浓缩与夸张，也在某种
意义上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象
征。对剪纸作品进行创作和欣赏，不仅
可以培养动脑思考、动手制作、耐心细
致、认真工作的良好习惯，提高审美能
力，而且能够使孩子们对中国民间艺术
有所认识和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象征手法和以物寓意也会有切身感受。

仪式现场，宋保树还指导师生们进
行“一剪成画”。大家按照步骤，仔细
地折着、剪着，不一会儿，一颗闪亮的
五角星就出现在了手中。

如今，在每周一次的社团活动中，
宋保树和孩子们徜徉于剪纸世界中，一
起欣赏和创作，用手中的彩纸和剪刀，
尽情展现生活之美。

传传统技艺统技艺
在校在校园绽放光彩园绽放光彩
———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致力传承当地非遗项目—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致力传承当地非遗项目

本报记者 赵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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