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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将饮食

文化融入教育，可以引导学生健康生

活、继承传统，进而达到“以食崇德、以

食乐思、以食尚美”的教育效果。湖南

省长沙市开福区金鹰小学以“让快乐

充满每一个孩子的心灵”为办学理念，

通过综合实践活动构建食育文化校本

课程。课程包括“传统节令习俗、美食

制作体验、文创设计推广”三个领域，

每个领域下面有相应的模块、主题、项

目，共同构成完整的“领域—模块—主

题—项目”四级结构。

以时令为心

二十四节气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古

老智慧，“传统节令习俗”领域将课程与

节气文化相融合，依循四季节气的代表

性美食设置相关模块。比如，“春食之

韵”模块包括“春分春饼香”“清明青团

糯”等主题，“夏食之恋”模块包括“端午

包儿香”“夏至姜茶忙”等主题，“秋食之

约”模块包括“秋分金质橘”“霜降蜜柚

黄”等主题，“冬实之道”模块包括“小雪

红薯糕”“大寒泡菜藏”等主题。

以“春分春饼香”主题为例，包括春

分“咬春”习俗探究、春饼制作、春饼食

材培育、春饼养生文化探究、湖湘春饼

企业寻访、春饼文创设计与推广等不同

项目，每个项目之下又有不同层次的活

动推荐。比如，在“春饼制作”项目中，

低年级学生掌握做饼面的方法；中年级

学生掌握做配菜、做春饼的方法；高年

级学生探究春饼配菜养生搭配的原理。

课程实施强调学科融合，综合调

动学生的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比

如，“大寒泡菜藏”主题包括关于大寒

习俗、泡菜营养、泡菜制作等项目，其

中涉及多个学科知识：低年级学生观

察泡菜、品尝泡菜，学习冬季贮藏食物

的方法；中年级学生带来泡菜进行互

动讲解，领悟“冬藏”的真正意义——

“冬藏”是在万物凋零的情况下，人们

将食物按照不同特点贮藏起来，做泡

菜就是贮藏食物的一种方法；高年级

学生去经典古籍中寻找泡菜的渊源，

一个学生在探究报告中写道：“酸菜，

古称菹，《周礼》中就有其大名。汉代

许慎《说文解字》说‘菹菜者，酸菜也’，

看来中国酸菜的历史非常悠久。”

学校分年级设计富有层次的课程

内容体系，注重考察探究、设计制作、社

会服务、职业体验等，让学生在开放、动

态、真实的综合实践活动中不断成长。

以劳作悟本

将节气美食制作渗透在研学活

动、亲子实践之中，是家校社协同育人

的一种举措。在学生研学活动的准备

阶段，教师团队会提前走进研学基地

开展体验活动，比如“油绿如玉做青

团”“桂子飘香做花糕”“果香浓郁柚子

茶”“珍馐美馔包中藏”等，在亲历实践

的过程中提升劳动能力、课程设计能

力、创新制作能力、综合育人能力。

以“端午包儿香”研学活动为例，

学校构建“基地、家庭、学校、企业”互

动的育人平台。基地邀请企业“沙田

包子”负责人参与技术指导，学生观

看了沙田包子的 9 道制作工序后开始

提问：制作面点的馅料有哪些？怎样

做出蓬松的面团？包子中的汤汁为什

么不会流出来？揉面有哪几种方法？

专业面点师演示了叉揉、推揉、交替

揉等方法，学生了解到，由于面团的

软硬、筋力不同，在揉面时还可采用

捶、擦、摔、叠等方法。

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发现

揉面是个力气活，要把面团揉得光滑

而有弹性更非易事。在分工合作时，

一个“大力士”学生被推选为“揉面师

傅”，可“大力士”揉着揉着就没力气

了。这时，面点师亮出揉面“神器”压

面机，只见白白胖胖的大面团，经过

压面机几秒钟的碾压，变成了长条形

的大面饼。学生把压面机围得水泄

不通，在人力与机器的比拼中直观感

受了科技的力量。在专业人士的指

导下，学生和面、压面、成形、醒发、蒸

制……小小的包子皮加上香喷喷的肉

馅，在学生手上翻弄几下就变成了一

个个富有创意的包子。

在研学活动的评价阶段，教师、家

长、基地工作人员分别以小组为单位，

对学生进行多个维度的量化评价，学

生也拿出研学手册进行自评和互评。

最后，基地工作人员现场颁发奖状，热

烈的掌声响彻全场；当学生手捧奖状

时，骄傲和自豪溢满脸庞。

以文创激趣

学校的文创活动融合不同学科、

利用不同载体，努力培养学生欣赏美、

创造美的能力。学校毗邻湖南广播电

视台，周边还有“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教师每年都会带领学生前往感受

先进的视频技术。围绕节气活动主

题，教师自主研发文创课程，融合语

文、美术、音乐、英语等学科知识，细分

为产品造型设计、logo 设计、包装设

计、小物件设计、短视频制作等。学校

会定期举行“文创集市”活动，让学生

展出并售卖自己制作的文创产品，摆

台设计、展卖会气氛营造、产品营销等

环节，均由学生团队合作完成。

在“秋分金质橘”主题的“文创集

市”活动中，学生设计了 3 个 logo，分

别是“开门大‘橘’”“‘橘’世闻名”

“‘橘’开得胜”，还进行了动画创作。

学生围绕这些logo的关键元素想象故

事情节：比如“‘橘’开得胜”主题，学

生想象的故事是一个橙黄的橘子被切

开成了两瓣，流出来的新鲜果汁组成

了“‘橘’开得胜”几个字，橘子头上还

保留着绿色的“小帽子”，代表着生

命、希望、健康。

平 面 logo 设 计 完 成 后 ，如 何 把

logo 展示出来时让观众立刻体会到

每个 logo 的设计内涵？学生有了新

的想法——用动画演绎 logo 创意，但

是如何制作动画又让学生犯了难。

学生小维表示，自己的母亲是数字媒

体艺术专业的教师，可以教大家如何

做动画。学校特别邀请小维的母亲

来到学校，在“家长进课堂”活动中指

导学生动画制作技巧。最终，关于

“‘橘’开得胜”的 logo 被演绎为几十

张画稿，用软件快速播放这些画稿就

形成了动画视频，精美的动画赢得观

众阵阵赞叹。

在众多文创作品中最精彩的要数

钥匙扣设计，学生将橘子的英文单词

orange的每个字母设计在钥匙扣上，反

面配上以这个字母开头的美好词汇。

比如，以O开头的美好词汇为optimis-

tic（乐观），以R开头的美好词汇为ro-

bust（强健）……乐观、强健、才能、营

养、愉快、优美等词汇组合起来就是学

生的“橘子品牌”。这些美好的词汇也

与课程要完成的目标“食育文化”“劳

动技能”“创意表达”等环环相扣。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学校在四季

轮回中开展富有童趣和创意的综合实

践活动，深挖课程内涵，通过现代化的

教育手段来宣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开福

区金鹰小学）

诗歌教学应传承文化、唤醒诗心
□ 张丽娟

诗歌教学应该如何开展？其中关

键的一点就是回归诗歌教学本质。许

多教师在诗歌教学中存在诗体特征弱

化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诗歌教学文言

化、小说化、艺术化等。

把诗歌当作文言文来教学，一字一

句翻译，译完背完，诗歌也就教完了。

其实，古典诗歌固然以古代汉语为基本

语言，但是是经过淬炼、提取、浓缩、变

形的语言，语言的丰富性、模糊性、象征

性、隐喻性较强。如果把诗歌当文言文

教，会多了乏味和死板，少了情趣和灵

气。那么，诗歌的语言是不是就讲不清

楚或者无须讲清楚呢？并非如此。进

行诗歌教学时，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厘清

诗句中每个字的含义，进而把握作者复

杂幽微的思想感情。

比如，学习杜甫《登高》一诗时，学

生一读就能懂得大意，这便无须翻译。

但是，学生又必须知道每个字的含义，

尤其是“回”当“回旋”讲、“繁”当“增多”

讲、“苦”当副词“极度”讲，等等。比如，

王维的《山居秋暝》明白如话，同样不用

翻译，但是应该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

描述颈联场景，明白其中倒置的因果关

系及其微妙之处。比如，李商隐的《锦

瑟》表面意思字字可解，但是翻译出来

依然无助于诗意的解读。学生只能通

过字面意思想象画面，通过几幅各不关

联的画面推想“思华年”的内容，猜测

“已惘然”的具体内涵，走进作者幽微复

杂的内心世界。总之，理解不等于翻

译，浅易的诗歌无须翻译，深奥的诗歌

翻译无用，诗家语言的独特性和情志表

达的含蓄性决定了诗歌教学不可简单

等同于文言翻译。

一些教师在诗歌教学中还会出现

小说化或散文化较重的趋势。其实，

小说主要通过分析人物形象探究主题

思想，而诗歌主要通过赏析形象意象

把握作者情感。比如，教学刘禹锡的

诗歌时，一名教师用一节课串联起刘

禹锡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14首诗，通

过“诗路”让学生看到刘禹锡的豪迈超

爽。学生在评价时表达了对刘禹锡的

欣赏和羡慕，教师却一再追问豪迈人

生的代价和成本，总结刘禹锡的莽撞

和任性，告诉学生仅有赤诚是不够的，

还要懂忍让、会反思。这一串价值观

输入如果放到小说教学无可厚非，因

为小说可以探究和评价人物性格，允

许适度甚至过度发挥。但在诗歌教学

中却经不住追问——对于诗人而言，

收敛了锋芒，可能就扼杀了诗心。诗

歌要鉴赏美不美、好不好，而不是用世

俗的眼光去衡量或评价诗人的取舍。

在信息技术无比发达的今天，诗歌

教学出现了媒体化倾向，甚至到了不放

音乐、不播画面就无法教学的地步，这

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诗歌教学的纯

粹性和专业性。一名教师执教杜甫的

《蜀道难》《蜀相》两首诗歌时，要求学生

将诗歌改编成现代歌词并谱曲演唱。

诗乐同源、诗画同质，这种跨越学科的

尝试令人耳目一新，但是谱曲需要专业

知识，这个任务超出了大多数学生的能

力和知识范围，而且对音声的追求也会

冲淡对文字的赏读，导致喧宾夺主。

诗歌教学的目的是：传承文化、获

得审美、唤醒诗心，只有用诗的方式来

教诗，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辨体是诗歌教学的起点，辨体的

内容应该包括声韵格律、炼字缀句、对

仗技法、典故意象、章法意脉、抒情言

志等，诗歌教学的立足点则应该包括

诗情、诗韵、诗律、诗法、诗格、诗趣、诗

味、诗意、诗境、诗技等。

教师还应该教给学生一些“诗的

方法”，这些方法包括朗读、吟诵、解

读、赏析、写作等，也包括古典诗歌独

有的创作方法：选韵窍门——借声悟

情、用韵如兵；对句功夫——宁粗毋

精、宁拙毋巧；章法示例——起承转合

的环形结构、折线型结构；等等。教师

还可以拓展一些格律押韵、对仗用典、

起承转合、布局谋篇等方面的知识，提

供专业的相关材料或工具书，比如诗

人诗集、诗人传记、诗人年谱等，帮助

学生切实提升诗歌素养。

曾经听过一名教师执教李清照的

《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一课，主要

过程如下：

课堂导入从“那些年读过的易安

词”说起，让学生谈论印象中的李清

照。第一阶段：奇文共欣赏，从“正音

析字”到“声音的秘密”到“观象论人”；

第二阶段：疑义相与析，从“解梦”到

“猜谜”，从“生活中的易安”到“国事中

的易安”，看到李清照的豪放刚健；第

三阶段：晚节之谜，引用王灼《碧鸡漫

志》和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表现李

清照几乎无人理解的千年孤独，证明

这才是她嗟叹和离开的原因。最后以

“俗子胸襟谁识我？千古易安，永垂不

朽”结束课堂教学。

在“声音的秘密”环节，教师设置

问题：“古人填词，先选词牌，因为句式

的变化、韵脚的疏密都会对情感表达

产生影响，《渔家傲》词牌声音上的秘

密你发现了吗？”学生找出这首词的韵

脚：雾、舞、所、语、处、暮、句、举、住、

去，每句押仄声韵。教师补充举例，讲

解密集韵脚和仄韵的听觉效果，用学

者龙榆生的话语做总结：《渔家傲》句

句押韵，显示情绪的紧张迫促，宜于表

达兀傲凄壮的爽朗襟怀。

在“观象论人”环节，教师进行方

法指导：古人作诗讲究含蓄蕴藉，因此

多用意象、典故，统计一位诗人常用的

意象典故可以看出诗人的性情、胸襟、

气魄。然后通过“读诗句、猜诗人”的

小游戏让学生明白：典故是诗人之间

的“黑话”，接着让学生找出《渔家傲》

中的意象和典故。学生分析诗歌的意

象特点：朦胧、宏大、壮阔，教师则启发

学生：“仅有意象是不够的，意象和典

故可以并置，也可以借助一些精心锤

炼的字词粘连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

并置法和粘连法。”

在“疑义相与析”环节，教师适当

拓展，引用宋周辉《清坡杂志》、李清照

《打马图经序》《〈金石录〉后序》，表现

李清照生活中的才敏、博学、豪爽，又

引用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

表现李清照骨子里的争强好胜。

借助教师的专业讲解，学生理解

了李清照刚烈、好胜、率真的气度，以

及不被他人理解的孤独。课堂教学循

序渐进、由浅入深，从音声之美到品词

析句到意象典故、析梦读人，围绕文本

的韵脚、意象、典故，以及难解之处

“梦”进行探究，让学生透过文字看到

一个别样的李清照。

我想，真正好的诗歌教学，不是传

统文言文的翻译讲解，不是小说式的

深挖主旨，不是声光电影的五彩斑斓，

而是贴近文本和学生的教学，是传承

文化、唤醒诗心的教学。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锡山

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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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 本报记者 金 锐

编后记

《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

食。”古人对饮食文化极为重视，认为

饮食不仅有饱腹之用，而且涉及社交、

礼仪、政治等多个方面。饮食文化的

丰富内涵为食育课程提供了大量的教

育资源，学校需要做的就是梳理、整合

并综合运用这些资源。湖南省长沙市

开福区金鹰小学找到了节气文化这一

线索，将节气文化与饮食文化相结合，

打造了特色鲜明的食育课程体系。

金鹰小学原本的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架构以年级为单位，包括一年级的

“走进百草园”、二年级的“传统游戏”、

三年级的“跟着节气去探究”、四年级

的“风筝制作”、五年级的“长征精神传

承者”、六年级的“相约职业季”等主

题。这些主题涉及观察探究、设计制

作、社会服务、职业体验等内容，关注

了活动方式的多样性，但是主题之间

相互独立，缺少连续性和系统性，也无

法体现学校特色。

确立了食育文化与节气文化相结

合的主框架后，学校通过“传统节令习

俗、美食制作体验、文创设计推广”三个

领域综合建设课程。如果简单地将“五

育”分配到这三个领域，可以发现：传统

节令习俗以智育为主，美食制作体验以

体育和劳动教育为主，文创设计推广以

美育为主，三个领域的课程共同指向德

育。当然，学校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不会

将“五育”割裂，而是采取“五育融合”的

方式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学校按照春夏秋冬的时序轮替形

成四季课程，又在每个季节中围绕节

气文化形成课程主题。比如，学校在

立秋节气带给学生的是饮料“乌梅

爽”，学生首先要了解立秋节气的特

点，然后要学习乌梅爽的制作方式并

亲手制作，最后要设计乌梅爽的包装

并进行文创产品推广。按照学生的年

龄特点，具体的活动方式也有所区

分。以了解立秋节气特点为例，低年

级学生只要初步知道立秋节气的特点

即可，中年级学生需要思考“长夏”形

成的原因，高年级学生则要综合探究

立秋节气与立秋饮食的关系。系统构

建的课程体系将学校原本零散的观察

探究、设计制作、社会服务等活动整合

在一起，让学生的学习更加完整，也更

加符合成长规律。

课程实施阶段，学校充分发挥综

合实践活动基地的作用，通过基地将

学校、社会、家庭的教育资源融为一

体。基地提供的不仅有场所保障，而

且要成为课程的“枢纽”。学校与基地

共建课程，通过前置课程、基地课程、

后拓课程等，实现家校社一体化育人。

饮食与健康、成长息息相关，代表

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节气文化则代表

规则和秩序。好的课程也应该具备这

些要素，在科学、系统的框架内不断生

长，引导学生认识自然、接触自然，与

天地万物相互感知。

学生在校内劳动基地除草学生在校内劳动基地除草、、浇水浇水、、间苗间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