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东方红·百首红歌颂党

恩”印人一家篆刻作品展在沧州美术馆

开展。

在展览现场，一个小小的身影穿行

其间，背着扩音器，专心地为前来参观

的人们进行着讲解。

她，就是沧州市实验小学二年级5班

的李若然，也是本次作品展的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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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爱印石
三岁学篆刻

李若然的爷爷奶奶和
父母擅长篆刻，耳濡目染
之下，李若然从小就对印
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抓周时，李若然把印
石和毛笔紧紧攥在手中。
爷爷奶奶不禁感叹:“与20
多年前她爸爸抓周的情形
一模一样，时光也仿佛回
到了过去。”

李若然把那些大小不
一、形状各异的印石当作
积木玩，还跟着爷爷一起
整理，认识各种印石的材
质。“鸡血石”是她喊出的
第一种印石名称，那时她
还不满三岁。

看着爷爷奶奶和爸爸
妈妈时常在印石上刻刻画
画，李若然也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两岁提笔，三岁
弄刀，手不离印石，年幼
的李若然开始跟随家人系
统学习篆刻知识。别看她
今年刚刚 8岁，却已有了
四五年的篆刻经验。

忙时勤观展
闲来泥作伴

篆刻艺术与书法、国
画的联系尤为紧密，三者
可以说是相辅相成，有着
互相促进的作用。

从蹒跚学步时起，李
若然就被家人带着参观各
种展览。她不仅是沧州市
博物馆、群艺馆和一些美
术馆的常客，还定期和父
母一起参加沧州的文创市
集，观赏学习不同种类的
艺术工艺，展示自己的作
品。她用一方泥巴制作的
肖形印“小猪佩奇”，曾得
到了众多赶集人的认可和
赞扬。

李若然的篆刻启蒙是
从泥巴开始的，因为年幼
力道小，刻不动印石，爸
爸就用泥巴做成印章的形
状，晒干后供她练习。但
是往往供不应求，三四天
才晒好的泥块，李若然只
用短短半天就刻完了。

每当这时，若然就会
拿起小锤子和小桶，和爸
爸一起制作“印石”。她先
用锤子把干了的泥块儿敲
碎，用水浸湿，然后摔打
出自己喜欢的造型，再慢
慢等泥晒干。每次总是干
得专注而认真，没有一丝
敷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6岁的李若然通过
电视与网络了解到疫情的
危害与影响，看到全国人

民团结一心，共同声援武
汉；看到工人们不眠不
休，七天完成医院的建
设；更看到那深深嵌在脸
上的隔离面罩下，一双双
疲惫又坚定的眼眸。李若
然用手中的刻刀，记录下
心中的感动，先后完成了

“ 武 汉 加 油 ”“ 白 衣 天
使 ”“ 风 雨 同 行 ”“ 战
疫”等 6方作品。

在沧海印社举办的
“众志成城，共抗疫情”
篆刻作品网络展活动中，
李若然的作品全部入选参
展。

此后，李若然创作的
作品又先后参加了沧海印
社成立 35周年“金石书画
作品展”和“颂党恩·报国
情”命题篆刻作品展。

印人一家展
童心颂党恩

从小，奶奶讲的革命
英雄故事伴随李若然成
长。两三岁时，她和爷爷
奶奶学唱红色歌曲。4岁
时, 爷爷奶奶带着李若
然，沿着爷爷当年入伍的
足迹，北上呼伦贝尔大草
原，深入大兴安岭林海雪
原，直至漠河国境线。一
路上，爷爷和战友们每到
一地，都会给李若然讲述
当年在高寒地区为祖国修
建铁路的经历，回忆军营
中的往事。

红色种子就这样在李
若然幼小的心中生根、发
芽。她曾告诉爷爷：“长大
以后，我要加入少先队，
加入共青团，还要成为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当家人们
商量着要以红歌为主题创
作一系列篆刻作品时，李
若然大声宣布，她和弟弟
也要参与其中。

“东方红·百首红歌颂
党恩”印人一家篆刻作品
展上的作品由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以及李若然和弟
弟集体创作，其中 13幅出
自李若然之手。她善古玺
印式，印文多采用大篆、
象形文字，单刀直入。《学
习雷锋好榜样》《中国少年
先锋队队歌》《妈妈教我一
支歌》《红旗飘飘》等作品
稚嫩中显灵动、拙朴中含
技巧。一家人以经典红歌
为素材，通过篆刻这一特
殊的艺术形式表达着浓浓
的家国情怀。

绿油油的黄瓜、

红彤彤的苹果、黄澄

澄的香蕉……这些看

似平常的蔬果，经过

沧县仵龙堂乡五联学

校孩子们的巧妙创意

和切、削、拼、摆，

摇身一变，成了栩栩

如生的金鱼、怒放的

牡丹花、海边的椰子

树。伴随着下课铃声

响起，一个个制作精

美且充满童趣的水果

拼盘展现在大家面

前。

如今，在沧县各

小学，课后延时成了

学生们每天最期盼的

时段。形式新颖、内

容丰富的社团活动，

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

长见识，在校园里掌

握一技之长。

““关注双减落地系列报道关注双减落地系列报道”” 谈学论教谈学论教

2018 年 9 月

1 日，我满怀激

动与憧憬，来到

肃 宁 县 第 五 中

学，担任了初一

6 班的班主任。

在我眼中，全班

的 55 个孩子就

像 55 个灵动的

音符，每天都在

我的管理五线谱

里跳动着，每一

个音符都在彰显

乐 谱 的 完 整 美

妙。

“老班，下

午军训汇演第一

名 非 咱 六 班 莫

属，你下午可得

穿精神点，这可

是咱们第一张合

影”“好的。”听到我爽快答应

后，两个“马尾辫”手牵手进

了教室。

“老班老班，广播里公布

啦！这周的纪律评比我们又是

第一，我去领红旗了，哈哈

哈！”班长的眼睛早已笑成了

一条缝。

正当我沉醉在这美妙与和

谐中，一个不听话的音符打断

了婉转的旋律。男厕所里的一

扇隔断门被踹坏，肇事者是班

里的小凡 （化名）。一番批评

教育，本以为他会有所收敛，

不料3天后班上一个叫蓉蓉的

小姑娘，扑到我怀里哭诉：小

凡在她的试卷上画了一只猪，

还说那是她的画像。当时我就

给小凡下了最后“通牒”：“明

天把你家长叫到学校来。”小

凡一脸无所谓：“我没爸妈，

家里就我姥爷，姥爷年龄大

了，来不了。”听到这话，我

有些惊愕。当即决定放学后去

小凡家家访。

走进小凡家，年迈且有些

耳背的姥爷告诉我，小凡的爸

爸妈妈在他还不到3岁时就离

了婚，又各自去了外地打工，

至今都没有回来看过他。姥爷

靠支一个小烟摊儿养活着小

凡。在家访回来的路上，我一

直在思考，小凡恶作剧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一进办公

室，就看到小凡站在那里，不

由想：这小子又犯啥事了？

“老师，你的头发和我妈妈的

一样长。”还没等我回过神

来，小凡留下这句话就闪出了

办公室。

两周后，在“遇见更好的

自己”主题班会前，我让每位

家长给自己的孩子写一封鼓励

信。班会课上，我让小凡为同

学们发放家长的信。发到最

后，他发现没有自己的，默默

地回到了座位上。这时，我悄

悄走到他身边，把写好的信放

到了他的桌上。“孩子，你

好！我特别感谢你，能让我幸

运地找到了那个和我有几分相

似的人，而更加幸运的是，遇

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或

许若干年以后，改变世界的那

个人就是你。抬起头、向前

走，请握住我的手，让我走进

你的世界。老师不奢求能留在

你的一生中，只希望陪你走过

人生中这段不一样的路。”课

间的时候，小凡凑到我耳边

说：“老班，那些错都是我故

意犯的，就是想让你多跟我说

几句话。放心吧，以后我不会

犯错了，相信我。”

果然，此后小凡就像变了

一个人，每天上课认真听讲，

课间帮忙打扫教室卫生、帮女

同学搬桌椅。在拔河比赛前，

他还细心地为参赛同学讲解动

作要领和保护措施。

看到小凡的这些改变，我

在想，我做了些什么呢？或

许只是缘分让我遇见了一个

孤单的生命，我有幸成为他

生命中的过客，陪他去发现

自我，重塑自我，教会了他

知己爱己。小凡遇见了真正

的自己，而我遇见了更好的

自己。教育是生命的彼此成

就。我愿做一缕微光，期待下

一次的美好遇见。

（作者系肃宁县第五中学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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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竹节人 擂台相战酣

“来，黑虎掏心！”
“看我泰山压顶！”
“神龙摆尾，快接招！”
“大鹏展翅，避实就虚！”……
上周五课后服务时间，在沧县大褚

村回族乡西河头小学一间教室里，两个
“竹节人”在由两张书桌拼成的“擂台”
上激战正酣。操控竹节人的两个孩子谁
也不服输，嘴里喊着招式，斗得难解难
分；围观助威的同学们也激动不已，喝
彩声、欢笑声飞出教室，引得路过的老
师都前来围观。

学完课文《竹节人》后，西河头小
学六年级的学生利用课后服务社团活动
时间，展开了一场“竹节人狂欢”。孩子
们先从课文中提炼出竹节人的制作方

法，搜集资料并充分发挥想象力，绘制
出了《竹节人制作说明书》《竹节人制作
宝典》，图文并茂，童趣十足。然后，大
家开始动手制作，有的按照课文所述，
选用毛笔杆；有的从家里带来竹竿；还
有的善于创新，选用直筒、吸管、塑料
瓶等各种材料，做出了各式各样造型独
特、颇具战斗力的竹节人。随后，同学
之间互下“战书”，用竹节人依次“打
擂”。为了取胜，孩子们挖空心思“武
装”竹节人，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从课内延伸至课外，从书本走向生
活，亲身体验、动手实践。小小竹节
人，简而不俗，不仅激起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而且提高了想象力，锻炼了动手
能力，激发出孩子们无限的创造力。

课后延时服务是落实“双减”政策的重要举措，沧县各小学立足
校园文化特色，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

玩转手中绳 竞技乐无穷

“加油——加油——”校园中响起学
生们的呼喊声，沧县杜生镇刘屯小学每
周一次的“校园绳王赛”又开始了。单
摇、双摇、花式……参赛选手各显其
能，努力发挥出自己跳绳的最高水平。
经过一番激烈角逐，最终五年级的张祖
豪获得了“单摇绳王”称号。

张祖豪曾因身材问题被同学们起外
号，自信心饱受打击，还因此影响了学
习成绩。班主任多次和他谈心，并把他
推荐到学校的花式跳绳社团。在社团辅
导老师的指点下，张祖豪每天刻苦训
练，学会了不少跳法，也渐渐爱上了这
项运动。更让张祖豪惊喜的是，经过一
个学期的锻炼，他不仅瘦了十多公斤，
而且成了“单摇绳王”，这令他自信心倍
增。

那天，和张祖豪同样开心的还有六
年级的刘荣源。经过三个星期的苦练，
他自创的坐式花样跳绳被学校跳绳队正

式命名为“荣源”跳。手捧证书，他的
脸上满是自豪的笑容。

刘屯小学是沧县远近闻名的 “绳文
化”特色校。学校先后组建起花样跳
绳、绳编绳艺、神韵绳结等校园社团，
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课后服
务时段自主选择参加。

不仅如此，学校还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赛事，不断激发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
积极性。在每周五的“校园绳王赛”
上，孩子们互相挑战，不断突破自我，

“绳王”的不断轮换展现了学生的拼搏进
取精神。绳编绳艺作品每两周展评一
次，获奖学生不仅能够获得丰富多样的
奖品，他们的优秀作品还会被收藏在学
校的绳文化室中。怎样打绳结既实用又
美观？在每月一次的“绳结”大赛上，
社团成员不仅会用他们的巧手和精湛的
技艺给出答案，而且也会让在场的师生
学上一手。

武术进校园 传承“八极拳”

“嘿！哈！嘿！哈！”嘹亮的声音回
荡在学校上空，仵龙堂乡西官庄小学武
术社团的成员正在集体习练武术操。孩
子们个个精神抖擞，动作刚柔并济、虎
虎生威。

这套武术操也是西官庄小学全体师
生每天必做的课间操。它由学校的体育
老师创编，将长拳、八卦掌、太极等动
作融入其中，动静结合，刚柔并济。短
短 4分钟，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武术的独
特魅力。

为了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优秀武术
文化，早在2016年，西官庄小学就开始
了“武术进校园”的探索。学校创立武
术社团，邀请八极拳传人曹相平到校传
授技艺。

要想练好八极拳，就得下苦功夫。
对于这些从未接触过武术的孩子来说，
基本功训练是枯燥的，更是痛苦的。在
练习下叉时，很多学生都咬紧牙关，有
的甚至疼得哭出声来。六年级的刘彦君
横叉一直下不去，老师、家长、同学齐
上阵，帮助她、鼓励她，陪她一起迈过
这道坎。

自课后服务开展以来，武术社团的
成员每天都会集合在操场上练功。八极
小架、八极组合拳、霸王鞭、武术扇、
风魔棍、单刀、太极剑……孩子们在习
练武术的过程中，不仅强身健体，而且
涵养精神、培养意志，把中华武术精神
不断融入生活和学习中。

刘屯小学的花式跳绳刘屯小学的花式跳绳

西河头小学的西河头小学的““竹节人竹节人””擂台擂台

西官庄小学的学生们习练霸王鞭西官庄小学的学生们习练霸王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