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赵玉洁 刘育杰） 4月 22日
是世界地球日，南大港产业园区第一幼儿
园开展了“珍爱地球，绿色行动”主题教
育系列活动。

老师们通过讲述绘本故事《地球怎么
了》，帮助孩子们了解我们生活的地球，
感受自然的神奇，萌生敬畏自然、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意识。

小朋友们和家长共同搜集家中干净的
塑料袋、塑料瓶、布、纸、盒等，通过巧
手设计，将这些生活中的废旧物品变成了
一件件美丽的时装，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环保时装秀”。

夜幕降临，熄灯一小时，家长和孩子
沉浸于有趣的光影游戏中，变小狗、变小
鸟、变蝴蝶……孩子们充分发挥自已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乐在其中。

通过此次活动，孩子们懂得了爱护
地球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纷纷表示
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呵护人类共同的
地球家园。

南大港产业园区第一幼儿园

珍爱地球 从我做起

清晨，大运河畔，几名白衣少年正在师父的指导下，踢腿、展臂、扎马步，认

真地习练着一招一式。一位身着军装的青年在一旁静静注视着他们，往昔一幕再一

次浮现于眼前；“师父，练武术那么累，为什么要坚持？”“现在咱们的国家越来越

强大了，以后武术还要走进校园，走向世界，需要你们来传承、推广……”

这是微电影《传承》中的一个镜头。这部由沧州职业技术学院武术学院师生原

创的微电影，通过讲述一位少年的习武故事，展现了沧职学子对传统武术的深厚情

结。

作为河北省非遗教育特色院校，近年来，沧州职院围绕家乡文化设立特色专

业，以传承创新为己任，引领学生读懂运河两岸精彩的沧州故事，领略这座千年古

城的深沉与灵动。

教师手记教师手记

换本记换本记
张淑月

看完他的日记，欣喜之余总有几分惆
怅：恰当的用词，优美的语句，丰富的内
容，真挚的情感，都让我不敢相信出自三
年级孩子之手。那一刻，“青出于蓝胜于
蓝”的喜悦，会迅速在内心蔓延。

可是反观他的字迹，又总是不禁发出
一声叹息。那一个个生就漂亮俊秀的方块
字经他的手一加工，个个都像身患疾病：
腿脚不舒展，东倒西歪，肌肉萎缩……

虽然我在日记本上多次提醒：你的字
迹配不上你的文采。你的日记惊艳了我，
你的书写惊吓了我……但是收效甚微，为
此，我苦恼不已。

早上，批阅日记，看着他的字迹，我
再次陷入沉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也许，换个格子比较大一点儿的日记
本，有利于他写出舒展的字。

我马上跟家长沟通：“给孩子换个格
子大一点儿日记本吧，这样可能有利于他
把字写好。”

家长向来重视教育，只是有时苦于找
不到办法，听说我让孩子换本，马上回
复：“老师，下午就去买。”

此刻，脑中灵光一闪，何不来个借花
献佛？于是，我告诉家长：“买好本放在
门卫，我去拿，由我来送给孩子。”

下午第一节课，家长把本子送到门
卫，我拿回来，在扉页认认真真地写下：
赠吾爱徒，愿你努力。

下课后，我把孩子叫到身边，亲切地
说：“鉴于你这段时间如此努力，老师送
你一个礼物。以后你就在这个本子上写日
记，等你写满后再回赠给老师，老师会把
它作为一生的珍藏。这可是我第一次给学
生送礼物，你也是唯一一个得到老师礼物
的孩子，你多幸运。”

那一刻，孩子两眼放光，小脸通红,
声音因激动而颤抖：“老师，谢谢您，我
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一定！”

上午放学后，收到家长发来的信息：
“张老师，孩子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说：
‘妈妈，我是最幸福的孩子，张老师送我
日记本了，我一定好好写字，绝不辜负张
老师的一片苦心。’”

老师的一份小激励，带给孩子的是无
穷的动力。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一定
能够看到那个日记本上留下工整的字迹。

（作者单位：海兴县育红小学）

自学朗诵
4岁半登上国赛舞台

贾昊川 3岁半时，妈妈开
始从事少儿播音主持的培训工
作。当妈妈点评学员的回课视
频时，贾昊川时常静静地依偎
在妈妈身边，盯着屏幕，专心
致志地看着、听着。

日复一日，耳濡目染之
下，虽然没有人刻意教过他，
但是像《游子吟》《元日》《秋
天的颜色》等青少儿主持考级
一级教材中的内容，贾昊川张
口就来。

4岁时，贾昊川主动要求
妈妈为他录制朗诵视频。2分
多钟的内容，他不仅能完全脱
稿，而且连妈妈为学员点评时
提到的要点也全都注意到了，
令妈妈很是惊喜。

2018年，还不足5岁的贾
昊川凭借诗朗诵《没有鲜花的
舞台》，成功通过海选和复
赛，登上了第四届全国青少年
语言艺术盛典全国总决赛的舞
台。

带病救场
出色完成主持任务

参加完全国总决赛，贾昊
川经过软磨硬泡，终于得偿所
愿，成了妈妈班里年龄最小的
学员。

刚开始，妈妈总以“打酱
油的”身份来看待贾昊川。但
是，贾昊川自己很认真，每当
见到哥哥姐姐们对主持词，他
就凑过去旁听。有一次还把妈
妈为学员准备的主持词带到了
幼儿园，私下练习，偷偷过了
把“小主持人”瘾。

见他如此痴迷，妈妈开始
让贾昊川进行系统学习，并积
极创造机会让他登台锻炼。在
幼儿园毕业典礼上担任领诵、
参加学校的朗诵和主持活动、
参与各级比赛……一次次磨
炼，让贾昊川渐渐爱上了这方
舞台。

2021 年 12 月 的 一 天 中
午，贾昊川因身体不适正在医
院输液，妈妈突然接到大队辅
导员的电话，学校第二天要举
办童话故事比赛，原定的主持
人因突发状况无法参加，想让

贾昊川救场。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身

体还不舒服，但是当妈妈征求
贾昊川的意见时，他想了想，
坚定地说：“妈妈，我愿意接
受挑战。老师既然信任我，我
就不能让老师失望。” 母子二
人马上开始熟悉主持词，连午
饭都没顾上吃，用了整整一中
午的时间，成功脱稿。第二
天，贾昊川以流利的话语、饱
满的精神以及从容的舞台状
态，出色完成了主持任务。

挑战高难度
反复练习精心打磨

2022 年春节，在艺航语
言艺术学校一年一度的汇报演
出中，贾昊川朗诵的《河床》
得到了现场嘉宾、老师和家长
们的一致好评。

其实当初选稿时，专业老
师和妈妈都曾表示反对，因为
这个作品对于9岁的他来说难
度太大了，他这个年龄段的音
域也达不到要求。但是，无论
怎么做他的工作，贾昊川都执
意要选王昌耀先生创作的《河
床》，“我觉得这篇文章很男
人！”

为了把作品朗诵好，妈妈
为贾昊川找来了徐涛老师的朗
诵视频，他一边回想着专业老
师对《河床》创作背景和内容
的讲解，一边反复地看视频，
随后边感悟边练习。那些日
子，无论中午还是晚上，他完
成作业后就抱着妈妈的手机一
遍遍地听、看、练习、录制、
纠错，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了，
再把录好的视频交给妈妈，让
妈妈提出改进建议。

为了使自己在正式演出
时能够更加收放自如，贾昊
川还在亲戚的结婚典礼上预
演了这个节目，并且加上了
一段开场白：“大家好，今天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王昌耀先
生的作品《河床》，希望现场
所有的男性长辈们都能像河
床一样有担当。”朗诵过程
中，大家数次报以热烈的掌
声。台下，见证着儿子的成
长、陪伴他在播音主持之路
上共同前行的妈妈，更是为
他竖起大拇指，脸上露出了
自豪的笑容。

前不久，一段名为《感谢》的短视频

出现在微信视频号上。画面中，来自沧州

市迎宾路小学三年级一班的贾昊川倾情朗

诵了自己的原创诗歌，向奋战在一线的抗

疫人员致敬。

接触播音主持6载，从耳濡目染到毛

遂自荐，从心生喜爱到痴迷其中，贾昊川

不断自我挑战，在舞台上展现着小主持人

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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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研武学
弘扬武乡精神

沧州武术拳种丰富、豪侠云
集，前有大刀王五、霍元甲行侠
仗义，后有王子平、佟忠义快意
恩仇……武术名流，流芳咏叹，
已化作沧州文化的鲜活记忆，流
传后世、熠熠生辉。

2019年 9月 23日，刘连俊、
时中秀、吴连枝等沧州武术名家
相聚在沧州职院，各抒己见、相
谈甚欢，共同为职院创立武术学
院建言献策。

同一年，以武术教育、武术
文化产业和武术健康服务产业为
发展方向的沧州职院武术学院正
式成立。学院成立后，沧州职院
又积极推进校际合作，在享有

“八极故里”美誉的孟村回族自
治县，与当地职教中心共建沧州
职业技术学院孟村学院；与南皮
红升文武学校和青县盘古文武学
校联合办学，不断增强在武术人
才培养、教学科研和实习实训等
方面的合作交流，全力培养复合
型专业武术人才。

在去年热映的电影 《长津
湖》中，就出现了武术学院学子
的身影。他就是王凯良，2020级
武术学院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方
向）专业的学生。入学以后，王
凯良勤奋刻苦研习专业，不仅对
传统武术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
解，而且通过老师举荐，参与了
缉毒影片《黑暗森林》的拍摄。
在戏中，他出色的专业技能，赢
得了大家的认可。后经同行推
荐，他又有幸在电影《长津湖》
中出任了动作演员。

文技并重
丰富杂技内涵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
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
手。”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既可
以领略“江湖”的人生百态，又
可以尽观“百戏”的五彩斑斓。
从沿着大运河南下北上传技授
艺，到走向国际舞台大展风采，
沧州的杂技人用追求卓越的坚定
与执着，努力实现着瑰丽的梦想
与希望。

2021年 10月 15日，在第二
届河北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
大赛暨第一届非遗创新大赛现
场，沧州职院杂技艺术学院学生
们出色的平衡技巧和高难的柔术
造型，深深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

人。
自 2019年 5月组建杂技艺术

学院以来，沧州职院积极建设教
学资源库，打造杂技数字化教学
平台，先后完成了《杂技编导》
《杂技表演》《杂技项目训练》 3
门院级精品在线课程建设和专业
教材出版。同时，在河北吴桥杂
技艺术学校设立沧州职业技术学
院杂技艺术学院吴桥分院，全力
打通中高职衔接的杂技人才培养
通道。

体验非遗
外籍师生唱京剧

“休要吵，休要闹，细听我
把灯名儿报一报。报的是，一团
和气灯，和合二圣灯，三阳开泰
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
六国封相灯……”舞台上正在上
演京剧 《打龙袍》 的经典唱段
《报灯名》。也许你想不到，这些
“演员”竟是沧州职院国际教育
交流学院来自 6个国家的 9名留
学生和1名外教。

我们都知道，汉语是世界上
最难学的语言之一。让这些汉语
说得尚不流利的外籍师生演唱中
国传统京剧，看起来似乎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沧
州职院，这不仅成了真，而且经
过团结协作，大家还一举拿下了
河北省首届外籍师生戏曲大赛优
秀奖、最具潜力奖和组织奖。

早在比赛前两个月，学校就
邀请沧州京剧团总导演王本利到
校为外籍师生精心编排节目。王
本利了解到留学生们刚到中国时
间不长，汉语功底有限，所以选
择了京剧 《打龙袍》 中 《报灯
名》这一念白选段。经过几天的
排练，大家不仅熟练掌握了基本

动作，而且对所表演的故事及其
背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一个星期的刻苦训练之
后，王本利带他们登上了荀慧生
大剧院“周周有戏”的舞台。那
诙谐的小丑脸谱，配上“洋”声
中国话唱腔，再加上卖力十足的
表演，赢得了台下狮城父老的热
烈掌声。

一张张油彩勾勒出的生动
脸谱，一声声婉转动听的京剧
念白，一个个水袖舞动的精彩
瞬间……从精心排练到登台献
艺，再到赛场夺奖，一场场舞台
表演不仅让这些外籍师生的唱念
做打愈加自如，更加深了他们对
中国传统京剧的喜爱。

美文寻迹
感受浓浓乡情

“这里不只有忙碌与喧嚣，
更有诗情画意与安逸舒适。闲暇
时分，你可以漫步狮城，去体会
南川楼、朗吟楼复建后的高雅古
朴，描摹沧县捷地‘御碑苑’乾
隆的御笔手书，欣赏大运河农业
生态文化产业园的田园风光，一
览王希鲁闸这一南水北调应急输
水工程的独特景观……”

跟随优美的词句和历史图
片，去“游览”家乡名胜古迹，
了解古城沧州的悠久文化，不失
为一种享受。

《穿越吧，带你看百年前的
沧州城》《有个地方叫鼓楼》《劳
模老人带头在沧州修水坝》《沧
州有个强青天》……在沧州职院
的微信公众号上，一篇篇满载乡
情的文章，引领学子穿越时空，
共同去探寻京杭大运河留下的宝
贵财富，感受沧海之州深厚的文
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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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玉洁） 4月14日，市民张
先生将一面写有“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
的锦旗和一封表扬信，送到了沧州市实验
小学校领导手中，向二年级7班学生石芷
秋表示感谢。

4月 6日下午，石芷秋和奶奶在小区
散步时，在花丛中捡到一个钱包，里面装
有 4000元现金、2000余元的购物卡，还
有身份证、医保卡、银行卡等重要证件。
石芷秋想到老师课上讲过，捡到贵重物品
要交给警察，随即拨打了 110。在巡警赶
到后，她详细介绍了事情经过，并把钱包
交到警察手中，请他们帮忙寻找失主。巡
警经过多方联系，终于在当晚 10点找到
了失主，将钱包完璧归赵。

在4月18日的升旗仪式上，学校授予
石芷秋“拾金不昧好少年”称号，倡议全
校学子向她学习，争做中华传统美德的践
行者。

沧州市实验小学石芷秋沧州市实验小学石芷秋

四千元现金还失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