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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美育
“更接地气”

□梁 新

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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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教学是语文学习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然而，以教

师讲解分析为主的教学模式往往

呈现出若干缺憾，尤其是学生对古

诗词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非常突

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陕西省三

原 县 北 城 中 学 研 究 和 吸 收 了“ 吟

诵 ”这 一 中 国 诗 词 的 传 统 教 学 方

法，探索出“念—诵—析—吟—作”

五步教学法。

初读文本，念准字音。同一个汉

字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可能有不同

的读音，所谓“音随义转”。因此，教

师在教学中首先要帮助学生解决理

解字义、读准字音等问题。在“念”的

基础上，还要理解句意、注意节奏，这

就是“诵”的环节。节奏可以按音节

兼顾意义来划分：读四言诗可以采用

“二二”格式，如“氓之/蚩蚩，抱布/贸

丝”；读五言诗可以采用“二三”格式，

如“白日/依山尽”“粒粒/皆辛苦”；读

七言诗可以采用多种格式，比如“二

二二一”式、“四三”式、“二二一二”式

等。朗诵时对诗句进行具体而灵活

的处理，可以增强诗味、体味诗情，更

好地感悟诗句的意境。

在分析鉴赏古诗词的过程中，

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作者的身世和

创作背景，感受作者高超的表达技

巧：读苏东坡的《念奴娇》《定风波》，

可以深切体会作者超脱旷达的胸

襟；读辛稼轩的《水龙吟》《永遇乐》，

可以感受作者慷慨纵横的豪放气

度；读李易安的《醉花阴》《声声慢》，

可以品味曲尽人意、要眇宜修的婉

约精致。

在“念—诵—析”的过程中，学生

对文本有了逐步深入的解读，为后续

“吟”的环节打下坚实基础。所谓吟，

就是拖长声音，依字行腔，营造旋律，

表达韵致，以声传情。标记平声字、

仄声字、韵字等是吟诵的基础性工

作，学生遵循“平长仄短”的基本原则

进行标注。平声字吟诵时要把声音

拉得长一些，仄声字则要吟得短促一

些——以唱歌类比，如果仄声字吟一

拍，平声字就要吟两拍。比如，“天街

小雨润如酥”的平仄是“平平仄仄仄

平平”，所以在吟诵的时候就要“长长

短短短长长”，“草色遥看近却无”的

平仄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在吟诵的

时候就要“短短长长短短长”——这

样才能有一种长短交替、错落有致的

韵律美。押韵的字比一般的平声字

拖得更长一些，可以吟成三拍、四拍

甚至更长。

吟诵是与作者情感心志的碰撞，

要设身处地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欢愉、

愤恨、悲伤、叹息等情感，将作者热烈

真诚的情感具体化，用恰切的声音表

达出来。吟诵的旋律力求优美动听，

清晰的发音、准确的咬字是形成美感

的基础。

吟诵曹操的《短歌行》时，学生在

“何以解忧”的“忧”字上重音拖长至

三拍，把一代枭雄的深沉忧思表现出

来；在“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一句中，

学生将“嘉宾”吟至三拍表达喜悦情

绪；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句中，

学生将“哺”字吟半拍，吟出急切的心

情，将“心”字吟四拍，吟出志得意满

的情绪。吟诵李白的《将进酒》时，学

生将“与尔同销万古愁”一句中的

“愁”字吟至四拍，表达出诗人那种看

似洒脱实则壮志难酬的悲壮情绪。

吟诵李清照的《声声慢》时，学生将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句的前

几个双声叠韵字吟三拍，表达低沉而

哀婉的情绪，又将“凄凄”“惨惨”各用

一拍吟出，表达痛彻心扉的孤寂凄凉

之感。吟诵李煜的《虞美人》时，学生

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中的“愁”字吟为三拍、“流”

字吟为四拍，如泣如诉地将亡国之君

的万般哀怨传达出来。

吟诵古诗词也激发了学生的诗

词创作热情，教师结合课堂教学组织

了“北中宏道诗词悦读社”“青草文学

社”等社团，引导学生歌唱新生活。

沐浴清峪河之芳泽，学生写道：“秋英

粉蝶舞，蒹葭西风袅。柳拂青纱皱，

竹篁笛渺渺。”校园里樱花飘落，学生

写道：“风住尘落定，雨洗丽愈妍。落

英忽缤纷，代谢亦自然。”龙桥访古之

时，学生发思古之幽情：“巍巍古龙

桥，卧波五百年。崇仁温尚书，弘道

王天官。”宏道石前也有学生的诗作：

“三秋气高爽，北国霜初降。银杏金

叶丽，云端书声响。”

依托“吟诵”的古诗词五步教学

法，可以培养学生感受美的能力，陶

冶学生的美好情操，增强学生的文化

自觉。学校将继续探索、积极实践，

进一步提高学生古诗词的阅读、理

解、审美、创作等能力，从而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养。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三原县北城中学）

吟诵让学生爱上古诗词

教育部印发的《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指出：“小学中高年级学

生要初步体验种植、养殖、手工

制作等简单的生产劳动。”因此，浙

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稽东镇中心小学

结合山区地域优势，积极开发“小鸭

成长记”课程。课程以项目化学习方

式为手段，让学生在问题驱动下自主

发现探究、自主实践体验。

课程目标

结合山区学生学习和生活实

际，学校把语文、科学、劳动、综合实

践等课程的课标、教材进行比对和

梳理，确定了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

养与关键能力，力求达成以下目标：

让学生参与孵化、饲养鸭子，体验劳

动的快乐，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通

过设计孵化器、养殖基地等活动，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让学

生懂得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

的意义；通过长期饲养和观察鸭子，

发展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培养

学生不畏困难、坚持不懈的探索精

神，体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通过观

察和深入学习，帮助学生了解受精

卵在孵化过程中的变化，进而探索

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奥秘，感悟生

命的价值和意义。

课程内容

课程根据小鸭孵化的

进程，分成“准备篇”“孵化

记”“出壳记”“成长记”等

阶段，每个阶段安排不同的学习任

务：思考怎样的鸭蛋才能孵出小鸭；

设计制作一个安全、实用的孵化盒；

探究蛋壳内的小鸭是怎么发育的；

研究帮助小鸭孵化需要掌握哪些技

术；设计制作一台能较清晰观察小

鸭的“B 超机”；我给小鸭做“B 超”；

分析小鸭出壳时会遇到哪些困难；

研究小鸭饲养需要掌握哪些技术；

设计建造一个生态、智慧的养鸭基

地；等等。

每个学习任务都可以分解成不

同的学习目标，学校安排相关的学

习活动和相应的学习时间。比如，

“设计制作一个安全、实用的孵化

盒”任务学习目标为：探究温度、湿

度与鸭蛋孵化的关系，了解鸭子孵

化不同发育阶段对温度和湿度的要

求，设计孵化盒并能在讨论中对设

计不足的地方作出改进，用身边的

有限材料制作孵化盒。学生在一个

星期内开展如下活动：自主查阅孵

化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如怎样控制

温度、湿度、通风等；自主设计图纸，

保证温度、湿度、通风等功能并带有

简单的区域划分；讨论并改进设计

图纸；动手制作孵化盒；讨论哪个设

计更实用以及如何改进。

课程实施

教师根据阶段性任务设计项目

化学习手册，在学生完成“挑战性学

习任务”时，对于那些学生经过努力

后仍然不能自己解决的问题提供必

要支持。学生主要通过以下 3 种形

式开展项目化学习。

“工作室+”探究学习。学校专门

布置了一间小型的“小鸭孵化工作

室”，可以容纳20多名师生一起探讨

交流，添置了 4 台孵化器、2 个保温

箱、一些塑料箱子。小鸭孵化阶段，

学生在这里探究鸭蛋里的秘密，交流

鸭蛋孵化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商讨解

决办法。学生一起给小鸭做“B 超”

（用手电筒照鸭蛋，观察鸭子的发

育）、“踩水”（将鸭蛋放入温水中，检

验鸭蛋发育是否正常），观察小鸭在

蛋壳内的生长发育，一起等待小鸭的

破壳，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小鸭出壳

后又会面临与饲养相关的许多难题：

小鸭吃什么，一次喂多少，一天喂几

次；小鸭在保温箱里待多久，如何保

持保温箱的清洁，如何杀菌。学生上

网查找资料，询问专业人士，在工作

室整理得到的信息，同伴之间进行交

流探讨。

“基地+”劳动实践。小鸭渐渐

长大后何去何从，养鸭基地如何选

址、设计、建造？师生一起巡视校

园，寻找最适合养鸭的地方——既

不影响全校师生的正常学习，又适

合鸭子的正常生长。最后，师生在

体育馆后面的围墙附近打造了养鸭

基地。师生在课后服务时间就地取

材，用竹子搭建了一个为鸭子遮风

挡雨的“房子”，制作了添加饲料和

水的器具，围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场

所，又配上了一扇篱笆门，还利用原

有的下水沟作为排水系统。将小鸭

子投放到基地后，学生分组轮流饲

养，一日 3 次投喂，午间清洗场地，

发现问题就到工作室一起交流。学

校还开辟了校外学习实践基地，联

系本地“芦花湾”养殖场场主，每月

一次带领学生到基地参观学习，让

学生一边观察养殖场，一边开展如

何科学养殖的讨论。

“家长+”模仿实践。学校邀请

经验丰富的家长进课堂，为学生进

行 经 验 传 授 、知 识 讲 座 和 实 践 指

导。比如，有的家长给学生进行孵

化控温和保湿的示范，有的家长对

出壳困难的鸭子进行“蛋壳剥离”的

现场示范……家长的“口口相传”和

“手把手”指导，激起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学生一边模仿一边体会，真正

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以表现性评价为主，根

据事先确定的评价目标，采用“一项

目一评价”的方式。学生根据每个任

务，独立完成项目化学习手册，分阶

段进行小组交流讨论，最后将过程中

的讨论记录、观察日记、照片视频等

归纳整理，写成小报告、做成 ppt，在

课堂上进行展示。整个学习过程主

要从情感态度、合作精神、探究创新

能力等维度进行表现性评价，同时还

会结合定性评价，根据日常表现积

分、学习成果积分等，评出整个项目

的各个奖项。

“小鸭成长记”课程以项目化学

习的方式，让学生的学习逐渐从低阶

向高阶转变。学校将继续探索如何

利用项目化学习变革教学方式，让学

生深入探究，让学习真实发生。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绍兴市柯桥

区稽东镇中心小学）

加强乡村美育的呼声由来已

久，但是乡村学校一直存在教学

经费不足、师资数量有限、教师专

业化程度不高等情况。其实，乡

村学校可以“更接地气”，充分利

用自己独特的地域优势，就地取

材、扎根民间，尝试从以下几个方

面开展乡村美育。

了解乡村变迁，培养热爱家

乡的情感。在许多学生眼里，身

边司空见惯的风景没有什么特别

之处，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对自己

的家乡进行深入调查。一是让学

生观察和了解最近几年家乡发生

的重大变化，举办一个以“我的家

乡变化大”为主题的成果展示活

动，学生可以用演讲、快板、评书、

小品等形式进行表演；二是让学

生通过观察、访问、调查等方式，

了解家乡的故事和家乡的文化生

活，以“可爱的家乡”为题材绘画，

用画笔记录下自己眼中家乡的美

景和自己对家乡的感受；三是让

学生分析家乡的山川、气候、自然

资源、历史人文等，撰写调查报

告，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分

析归纳能力。这些活动可以帮助

学生熟悉家乡的地理位置、自然

环境、人文资源，从而学会欣赏、

感悟家乡的美，关心家乡的发展

变化，自觉为家乡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初步培养学生热爱家

乡的情感。

走进农田村野，拓展乡村的

美育资源。乡村美育应该保持开

放性和传承性，既要与城市保持

同步，又要体现乡村独特的文化

价值。学校需要创新美育方式，

突出乡村特色，引导学生从审美

的角度去体察、总结、描绘乡村之

美。比如，学校可以组织学生调

查研究农田里的生物，将知识学

习延伸到课堂之外；搜集大量生

物标本，结合当地的农副业生产，

广泛进行种植、养殖、嫁接等活

动，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注重课

堂内外的沟通、融合，开展丰富的

乡村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探究

能力、实践能力。学校还要将生

活教育贯穿始终，带领学生走向

大自然，让学生在山坡上、河坝旁

体验自由的快乐，让学生用画笔、

歌声、舞蹈与大自然的山水相互

应和，谱写村野最欢快的乐章。

调查民风民俗，将文化融入

美育课程。大量鲜活的艺术资源

就蕴含在生活之中，因地制宜、特

色发展一直是美育的落脚点。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利用好春节、元宵

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非

常关键。节日期间，学生的活动

面较广，沟通交流的机会也较多，

这是调查民风民俗的好机会。以

春节为例，学校可以让学生了解

一些春节习俗，鼓励学生参与拜

年、守岁、祭祀、敬酒等传统活动，

在活动中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

体会父母的辛劳。学生可以帮助

父母准备一桌年夜饭，关注年夜

饭的菜谱、座位的排列、敬酒的次

序、祝福的话语等，思考一桌年夜

饭蕴含了哪些优秀传统文化。学

校还可以布置一些美育作业，比

如，让学生给父母制作一份独一

无二的新年礼物；抄写优美的春

联，认真研究、熟悉对联的创作手

法，体会中华民族的文字之美；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记录春节的趣

事，摄影、绘画、手工、诗歌……把

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变成真实的

作品，带给他人美的享受。

乡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需

要教育工作者多加思考，将乡土

文化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巧

妙融入美育课程，让每一名乡村

学生都能得到全面发展。只要立

足乡村实际，设计形式多样的课

程和活动，乡村美育必将变得丰

富多彩。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肥城市

安驾庄镇马埠小学）

小鸭成长记
□李来娣

课程图纸

双减进行时

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

几千年实践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如何

让学生喜爱中医文化，如何普及适宜

青少年掌握的中医养生保健知识？

安徽省滁州市第三小学积极响应国

家“双减”政策，结合学情校情，利用

课后服务时间开展了一系列中医药

体验课程。

颜之美。“金银花灿若金、蒲公英白

如雪，有些何首乌、人参酷似人形……”

中药之美在色在形，课堂中学生享受

到一场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视觉盛

宴，感受到中药的美和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同时也了解到生活中随处可见

的牛筋草、蒲公英等竟然也是可以治

病的药物，从而明白了万物皆有灵和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味之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深

入田间地头、走进医院药店，在实践

中亲身感受药材的气味、了解药材的

药用价值。学生还开发中药文创产

品，拿起针线制作精美的香囊——穿

着汉服、佩着香囊、摇着纸扇，走起路

来都是一股谦谦君子之风。

言之美。中医文化不仅有医学价

值，而且有妙趣横生的文学艺术价

值。忘忧、沉香、青黛、紫萱……中药

之名美得不可方物。通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学生能够讲述扁鹊、李时珍等人

行医制药的故事，还搜集整理了许多

关于中药的趣味对联、诗词，比如：“白

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

百合，旋复回朝，不愧将军国老；红娘

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

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

歌之美。“春风和煦满常山，芍药

天麻及牡丹……”欢快的旋律、温雅

的歌词，学生欢唱着网络上大火的

《药引四季歌》，熟悉的药名了然于

胸。“秋秋菊花开满地，雨露一回香”

“芭蕉叶听风起，而风在听雨”，一曲

改编的中药版《青花瓷》将中医文化

的婉约和写意之美描绘得淋漓尽致。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特

色，也是一个民族思想观念的表达。

让形式多样的中医文化进入校园并

逐渐主题化、常态化，对于促进学生

形成良好的健康意识和生活习惯，增

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心和自豪感都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滁州市第三小学）

体验中医文化“四美”
□陶再义 王阿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

中国教师报 泰学教育
联合主办 □ 张栓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