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沧州市凤凰城小学的教学楼里，有一

间特殊的教室。说特殊，是因为“运河区马

老师刻纸工作坊”便设置于此。同时，这里

也是沧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基地之一。

自2015年建校以来，凤凰城小学积极推

进“非遗”进课堂。学校的美术老师马振

领，作为刻纸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完成美术

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在学校的支持下，自编

教材为全校四至六年级的学生传授刻纸技

艺，且不断培养刻纸指导教师，让越来越多

的师生亲身感受到刻纸艺术的魅力并为之深

深吸引。

前不久，凤凰城小学还因深入传承刻纸

技艺，被评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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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技艺纸技艺
本报记者 赵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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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出手
“惊艳”国际友人

当马振领第一次在课堂
上为学生展示刻纸作品时，
孩子们看到那精美繁复的图
案和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活
灵活现的人物神态，不禁发
出惊叹之声。

从此，每周一节的刻纸
课便成了学生们的期盼。他
们跟随马振领一起去探寻刻
纸艺术的“前世今生”，用
心描绘底稿，手持刻刀精雕
细琢，全神贯注于每一个细
节。

课上，老师讲解时没有
人随意插话或者窃窃私语；
动手刻制时，也没有人左顾
右盼、三心二意。好动的学
生坐得住了，做事“三分钟
热度”的学生也变得专注
了。手捧作品的那一刻，孩
子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更是
爆棚。

有一天，马振领突然接
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他
曾经的学生安洁。当时正在
沧州市第一中学就读的安洁
告诉老师，班里来了美国交
换生，临别之际她想制作几
幅刻纸作品赠送给他们。安
洁的想法得到了马振领的大
力支持，他告诉安洁，一定
要在作品中融入中国元素，
把传统文化以刻纸的形式展
现出来。

几日后，马振领再次接
到安洁的来电。安洁激动地
告诉他，美国的同学们收到
她的礼物都赞叹不已，非常
开心。这件事也让马振领再
次坚定了信念，一定要让刻
纸技艺在校园里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培养教师
“陪讲”一整年

为了能让更多学生系统
地学习刻纸技艺，在为孩子
们上课之余，马振领又把精
力投入到了培养指导老师
上。

面对这些零基础的同
事，马振领利用课余时间指
导他们刻纸。老师们也非常
积极，只要有时间大家就凑
在一起练习，即便是暑假集

训也没有一个人缺席。
时至今日，马振领依然

记得他带第一批指导老师的
情景。为了让他们尽快融入
课堂，除了观摩和日常练习
外，3 名指导老师上课时，
马振领都会陪在身边，有时
还会现场示范。就这样，整
整“陪讲”了一年。

即使后来指导老师们能
够独当一面了，马振领也会
不时趁他们上课时在教室外
面倾听，并在课后提出中肯
的建议，帮他们把刻纸课上
得更好。

这些年，先后有 7名指
导老师“出师”，他们和马
振领并肩作战，为传承刻纸
技艺贡献着力量。

9次作品义卖
资助近60名贫困学子

有一年，马振领在赴张
家口参加国际剪纸艺术节途
中，开车迷了路，来到一个
小村庄前。在向村口的一位
老人问路时，马振领得知，
这个小村庄很贫困，孩子们
一年的生活费只有 100 多
元。马振领听了，心中很不
是滋味。

回来后，马振领就萌生
了一个念头，他要义卖刻纸
作品，来资助贫困学子。

在他的倡议和带领下，
凤凰城小学每学期都会组织
一次刻纸作品义卖活动。在
文庙，在沧州市图书馆，在
大运河公园，都曾留下马振
领和凤凰城小学师生们爱心
义卖的身影。

一年冬天，天空中还飘
着雪花，孩子们的小脸和小
手都冻得通红，但没有一个
人叫苦喊冷。当他们把自己
的刻纸作品售出后，那份自
豪和欣喜溢于言表。

迄今为止，凤凰城小学
已组织开展了 9 次义卖活
动，筹得善款 8000 余元，
全部用于资助本校和联谊校
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近
60个孩子因此受益。

义卖活动唤起了孩子们
的爱心，当他们将亲手制作
的刻纸作品售出，去关注和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同龄人
时，非遗传承也变成了爱的
奉献与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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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赛马》的动感旋
律，沧州市黄河路小学五年级
2班的孩子们坐在课桌前，时
而耸肩端手，时而“策马扬
鞭”，凭借上半身的动作和丰
富的面部表情，将这支舞曲展
现得淋漓尽致。孩子们沉浸在
音乐之中，“跳”得兴味盎然。

像这样的情景，如今在我
市各小学中并不少见。

为了落实“双减”政策，
不断丰富和完善课后延时服务
内容，老师们利用课余时间搜
寻动感十足的歌曲，改写歌
词、编排动作，利用课后服务
时间让孩子们唱出来、动起
来。虽然人不离座，但是学生
们依然能够活动四肢、舒展身
心，让学习了一天的大脑得以
放松。

除了《赛马》，黄河路小
学的老师们还将《红星闪闪》
《中国字中国人》《万疆》等
10 余首孩子们耳熟能详的红
色歌曲编排成了桌舞。在欢
快、奔放、节奏感鲜明的音乐
伴奏下，学生们或挥动手臂，
或击掌而歌，灿烂的笑容洋溢
在脸上，对祖国的热爱与心中
的自豪之情从稚嫩的歌声中流
淌而出。

“努力学习文化，少年朴
实无华；我们意气风发，不负
韶华，建设国家；歌声传递佳
话，温暖灯火万家；我要快快
长大，立志兴华夏……”在沧
州市重庆路小学，经过老师们
重新填词，这首深受学生喜爱
的《踏山河》，成了正能量满
满的励志歌曲。孩子们身着绣
有京剧脸谱的红色上衣，手持
红黑相间碎花装饰的折扇，整
齐划一的动作搭配铿锵有力的
唱腔，不禁令人热血沸腾。

在沧州市车站小学，以
“舞动旋律 童心飞扬”为主
题的第一届校园桌舞比赛，更
激发起了孩子们的热情。

灵动的手指在空中化为一
只只可爱的布谷鸟，在快乐的
乐声中自由飞翔。三年级学生
们一张张可爱的小脸上，没有
烦恼，没有忧伤，有的是发自
内心的欢乐和幸福。

“桌上的美味，劳动的汗
水，辛勤的农民伯伯从来不知
疲惫。地球的资源，样样都珍
贵，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我
们传了一辈又一辈。”二年级
学生表演的《听我说》，用动
感的节拍诉说着美德的可贵，
告诉大家幸福的生活要靠我们
一起来描绘。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初心从未有改变；百年只不过
是考验，美好生活目标不断实
现。这个世纪少年，使命永远
放心间……”六年级 2班学生
表演的建党百年版《少年》，
以整齐划一的节拍，抒发了学
子阳光向上的精神面貌。

一张桌，一支舞，一首
歌，一颗心，每个表情都传递
着孩子们的活力和朝气，每个
动作都洋溢着少年的快乐与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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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达标 一项也不能少

旱地冰壶运动看似简单，实则需要
个人完善的技术和团队配合。会打很容
易，打好却很难。要练好就必须增加孩
子们肌肉的力量和耐力，增强膝盖、手
臂和手腕的力量。为此，在体能训练课
上，于树军严格要求，跑步30分钟、跳
绳 100 次、蛙跳 20 米、前滚翻、折返
跑，一项也不能少。

由于成绩始终无法达标，一名听障队
员一遍遍练习。他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

在了训练场上，时常一练就是半天。于树
军多次让他休息，他却执意不肯。

凭着这种毅力和拼劲儿，经过一段
时间的苦练，这名队员不仅体能项目全
部达标，而且担任了学校冰壶队初中分
队的队长。去年11月，学校冰壶队代表
沧县参加沧州市第二届冰壶比赛，和普
通学校的队员们同场竞技，初中分队在
他的带领下，六战五胜挺进决赛，并荣
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关注双减落地系列报道关注双减落地系列报道””

想学就教 一个也不放弃

“老师，我们也想学轮滑，行吗？”
今年年初的一天下午，于树军正带着听
障轮滑队员训练，5 名培智班的学生走
了过来，围在他身边恳切地问。于树军
问孩子们：“你们怕不怕摔倒，怕不怕
累？”孩子们大声说：“不怕，不怕，就
让我们也跟着学吧。”

望着那一双双充满渴求与期盼的眼
睛，于树军心里犯了难，但是拒绝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听障生轮滑队刚组建不久，孩子们
由于听力受限，对动作要领和技巧理解
起来很困难。每个动作于树军都要几
遍、几十遍地讲解和示范。听障生还处
于起步阶段，此时再招收培智生，训练
难度可想而知。

下课后，于树军找到了培智班体育
老师杨振彪和负责感统训练的老师刘
影，3人几经商议，决定把这5个孩子纳
入轮滑队中，由刘影负责训练孩子们的
平衡和协调能力，于树军教授技巧和方
法，杨振彪负责日常训练。3 个人还与

护导老师、手语老师一起成立了冰雪运
动小分队，全力投入到培智生的轮滑训
练中。

今年 6 月份，培智生轮滑分队正式
成立。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
训练开始第一个困难就让于树军始料未
及。培智生平衡能力较差，穿上轮滑
鞋，孩子们都无法独自站立起来，需要
老师们逐个搀扶着从室外的土地开始行
走，再过渡到室内场地上。有一个女孩
儿，练习多日依然无法自主站立，腿上
和胳膊上摔得多处淤青。为孩子的安全
和健康着想，于树军和班主任商量，想
让她退出轮滑队。但是女孩儿得知后，
哭得非常伤心。于树军见状，和家长协
商，为她买来了稳定性更好的双排轮滑
鞋，并单独教她方法和技巧。

在于树军的悉心指导下，女孩儿经
过勤奋练习，不仅实现了从自主站立到
慢慢行走再到自如滑行的“梦想”，而且
在河北省特教学校轮滑比赛中夺得了一
枚金牌和一枚铜牌。

渐入佳境 迎来赛场绽放

对于听障轮滑队员来说，练习之路
同样艰辛。一名队员肢体协调能力差，
练习侧蹬时，侧蹬腿向后摆动时就会摔
倒，多次跌伤造成他下肢肌肉多处淤
青；在练习弯道技术时，他被甩出去很
远。于树军带他观看其他队员的视频，
讲解动作要领，并把动作分解开，循序
渐进地分步训练。孩子逐渐掌握了动作
要领，终于不再摔跤，滑行越来越规范。

7名听障生，5名培智生，在这个特
殊的轮滑队里，时常有状况发生。有的
孩子把脚磨破了，有的孩子尝试新动作

摔倒了，还有的孩子因反复练习依然动
作不到位耍脾气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
叫过疼，也从没有想过放弃。

每天下午，总能看到于树军带着孩
子们在训练场上反复滑行的身影。如
今，队员们轮滑基本功扎实，也和教练
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训练中，于树
军不慎摔倒，孩子们马上围拢过来将他
扶起。听障的孩子虽然不会说，但是他
们关切的眼神和紧张的表情显示出了担
心，培智生们则一个劲地问老师：“疼
吗？”有的还细心地查看。那一刻，于树
军眼含泪花，他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

今年 9 月，沧县特殊教育中心轮滑
队代表沧州市参加了河北省特教学校轮
滑比赛，一举夺得6金、5银、4铜。

虽然这些特殊的孩子不能很好地表
达心中的感受，但是他们懂得坚持的意
义。他们身上那种自强不息、不言放弃
的劲头儿传递了快乐参与、勇敢尝试的
体育精神。冰雪运动让这些孩子变得意
志坚定、自信阳光。

在不久的将来，于树军还要在学
校成立陆地冰球队，冰壶队也将吸收
培智生。他将继续带孩子们逐梦赛
场，为这些“折翼天使”的冰雪梦想
插上腾飞的翅膀。

桌舞桌舞《《踏山河踏山河》》展展
现少年激情活力现少年激情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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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树军为队员们讲解动作要领于树军为队员们讲解动作要领

于树军指导孩子们进行轮滑练习于树军指导孩子们进行轮滑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