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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甲骨擦亮文化底色。河南省

安阳市中华园小学切实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在考察安阳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传承中华文化根脉，把甲骨文、“中华

字都”等元素融入学校文化建设，以

“字里遇见，大美中华”为主题，遵循

“认识甲骨文，爱上甲骨文，传承甲骨

文”的策略，形成以语文课堂为主、艺

术课堂辅助、校本课程引领、社团课程

补充、研学基地拓展的综合教学体系，

初步实现了识字教学、美术手绘、甲骨

文传统文化特色的巧妙结合，让甲骨

文深厚的意蕴、优美的线条、隽永的历

史滋养学生心灵。

大美校园

学校精心打造“甲骨文书屋”“甲

骨文特色文化墙”“甲骨文长廊”等极

具特色的校园文化，营造出浓厚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氛围，还添置了汉字

文化普及书籍，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加深对甲骨文的了解，感受甲骨文的

魅力。

甲骨文书屋中无处不在的甲骨

文元素和各类甲骨文书籍为学生呈

现了原汁原味的甲骨文化，学生课余

时间都喜欢聚在这里；由师生合作完

成的“甲骨文十二生肖墙”，每一幅画

都是由色彩鲜明、活泼生动的生肖形

象、甲骨文字形、现代汉字字形和拼

音组成；姓氏文化也被师生搬到作品

中，打造出一面独具特色的甲骨文百

家姓趣味墙，这面古色古香的百家姓

墙吸引了许多学生寻找自己的甲骨

文姓氏；特色甲骨文长廊是学生展

示甲骨文化的舞台，长廊一步一景，

张 贴 着 不 同 学 段 学 生 的 甲 骨 文 作

品，甲骨文画、甲骨文书法、甲骨文

手抄报等都表达出学生对甲骨文的

热爱。

甲骨文特色校园文化让每一面墙

都会说话。透过与甲骨文相关的各种

创意设计，学生仿佛穿越数千年的时

空，领略着亘古及今的中华文明。

奇妙课堂

学校开设校本课程“中华娃爱上

甲骨文”，组建了由校领导、语文、美

术、体育等教师组成的甲骨文研究团

队，定期开展甲骨文特色教研活动。

为了保证课程长期有效开展，学校设

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制度：每周

一节甲骨文课，定期开展甲骨文知识

讲座和书法培训，让学生充分了解认

识甲骨文化。

每周一下午是学生非常期待的甲

骨文课，教师利用课程读本《神奇的甲

骨文》进行单元模块教学。《神奇的甲

骨文》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

点编写了许多符合学生兴趣的专题，

比如自然气象篇、人体构造篇、动植物

篇、古代兵器篇等。学校还将小程序

“了不起的甲骨文”引入课堂，其中“猜

猜看”“甲骨文知识大挑战”等模块深

受学生喜爱。

除了每周的甲骨文课堂，教师在

日常语文教学中也会利用甲骨文进行

字源学习。比如，学习“占卜”的“卜”

字时，学生知道“卜”的字形就是占卜

时灼烧龟甲和兽骨所产生的裂痕形

状，“卜”的读音则源于甲骨受热爆裂

时发出的声音。又如，“祭”字由于笔

画相对复杂，学生书写时容易出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师把甲骨文中

的“祭”字引入课堂，让学生了解这个

字的起源，帮助学生识记。“甲骨文

‘祭’字上半部分是一块滴血的肉，右

边是一只手，下面代表祭台，三个部分

组合在一起表示献祭。”配合生动的视

频动画，学生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字

的意思和写法，大大提高了学习的

效率。

教师有时还会把学生带到操场

上，通过“甲骨文你来比画我来猜”等

小游戏让学生在“摆一摆、动一动”的

过程中学习甲骨文、认识甲骨文。体

育课与甲骨文的融合是学校甲骨文

教学的一大亮点，体育教师带领学生

学习甲骨文广播体操——预备、伸

展、扩胸、体转、体侧、踢腿、跳跃，学

生在不同的动作指令之下，摆出相应

的甲骨文字形，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感

悟甲骨文之美，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进一步激发了学习和传承甲骨文的

热情。

通过各种新颖的学习方式，学生

觉得甲骨文太有趣了，经常主动将自

己在甲骨文课堂中学到的知识讲给家

长。于是，学校抓住这个契机，开展

“中华娃娃甲骨文大讲堂”活动，鼓励

学生讲解自己感兴趣的甲骨文内容，

目前已推出“我的属相”“甲骨文中的

表情包”等30余期。

魅力社团

为了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学校

每周五下午开设甲骨文社团，引导学

生进一步探寻甲骨文的奥秘。怎样让

古老的甲骨文焕发生机，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呢？经过精心设计，社团教

师决定从拓片和绘本入手，让学生在

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甲骨文、创编

甲骨文。

学校描摹甲骨片的形貌制作拓

片，让学生在动手拓印的过程中体验

复原甲骨的乐趣。拓印的过程对于学

生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他们把宣

纸平铺在拓片上，用水将宣纸打湿赶

出气泡，用鬃刷将宣纸砸实后放在凹

槽中晾干，用拓包蘸墨进行拓印，遵循

“少量多次”的原则完整拓出甲骨文字

的形状。

在甲骨文绘本创编活动中，学生

通过“画一画、剪一剪、贴一贴”加深了

对甲骨文的理解。例如，在《大话西

游》这个甲骨文绘本故事中，学生绘制

了裂开的“石”字，再从“石”字里蹦出

一只“猴”字。然后，“猴”闯进蟠桃

“林”，遇见了正在“舞”蹈的仙女，最终

与骑着白龙“马”的一“夫”（唐僧）、

“猪”八戒等一起取经去了。仅仅通过

这一页故事，学生就学习了 7 个甲骨

文，既生动有趣又便于识记。

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

宝，是学生体悟汉字魅力的重要途径

之一。学校甲骨文社团利用书法这一

艺术载体，让学生在横竖撇捺之间深

刻体会甲骨文的内涵。金文和篆书是

比较接近甲骨文的书体，甲骨文书法

社团便从金文和篆书的用笔入手，在

笔画的穿插避让之间，帮助学生感悟

汉字书法的独特内涵。从金文、篆书

渐渐过渡到甲骨文，学生让甲骨文化

以书写的形式不断传承。

缤纷活动

学校定期组织师生到文字博物馆、

殷墟、安阳师范学院汉字馆、甲骨文馆、

甲骨文实验室开展研学旅行活动，让学

生探寻殷商历史、了解文字渊源。

二年级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走进

文字博物馆。当学生在展厅看到与课

本插图一样的“贝”字时都兴奋起来，

纷纷在展馆中寻找着“贝”字的身影。

看着学生瞪大眼睛，三个一群、五个一

伙认真地在密密麻麻的甲骨文字中搜

索时，就可以知道甲骨文化已经在他

们心中扎根萌芽了。

五年级学生在参观殷墟博物馆

时，伴随着讲解员的讲解，时而驻足凝

望，时而低头记录，一片片甲骨上密密

麻麻的笔画深深吸引着他们。一次，

讲解员讲到“仁”这个字时，学生听得

格外入神：“‘仁’字左边表示普天之下

不同身份的生活者，右边表示等同和

等齐……”随着对甲骨文“仁”字的进

一步学习，学生理解了平等的含义。

透过历史的长河触摸甲骨文的斑驳墨

迹，学生试着了解汉字的演变历程，感

受中华古老文化的精髓和魅力。

秉持“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教育

理念，学校坚持让学生用自己的视角去

领略甲骨文化的光芒。比如，定期开展

“学生甲骨文小课堂”“金牌甲骨文小讲

师”等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平

台。学校还组建了“‘字’愿志愿者”团

队，前往博物馆、文化宫、社区、学校开

展甲骨文志愿讲学活动，推广甲骨文的

同时也提升了综合实践能力。

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风景，

都是学生创意的迸发、成长的历程，都

是教师才华的流露、辛勤的付出，都是

每一天凝练出的精彩故事，更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所赋予的厚重底蕴。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安阳市中华

园小学）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立

德是基础，树人是目标，作为基础教育

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深刻理解“立德”的

基本内涵，把德育放在育人的首要位置

落实做细，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从传统的德育

观来看，一般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理想

信念教育、社会公德教育、集体主义教

育、民主与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环

境卫生教育、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

等内容。如何实现教育与学生行为的

有机融合？人大附中亦庄新城学校实

践“五化”德育，确立了“以爱国为主线，

以问题为导向，以课程为载体”，构建综

合化、体系化的德育课程，唤醒每一个

学生的生命成长。

育人目标具象化。学生的成长没

有目标不行，但是目标虚化、泛化也不

可取。德育目标的具象化要将抽象的

德育目标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具

体、形象的表现性目标。这个目标可以

是一种行为、一种语言、一种表情或者

一个榜样、一种现象，让每个学生心中

都有“渴望成为最美的样子”的具体、清

晰的方向。学校对“五育”有着具体的

解读：德，求上进、负责任、讲奉献；智，

乐思辨、能坚持、敢挑战；体，强观念、会

保健、永锤炼；美，善欣赏、高情趣、心体

验；劳，熟技能、精创造、勤实践。根据

年级特点，学校还将“五育”的具象化目

标进一步分解为行为表现性目标，并且

每个年级呈螺旋上升的趋势。比如，一

年级上学期的德育目标包括：热爱祖国

热爱党，幸福生活记心上；我爱上学起

得早，课前准备都做好；尊敬师长有礼

貌，弯腰挥手问声好；关心同学不争吵，

团结相处我做到。

实践活动课程化。在长期的教育

教学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活动与教学

“两张皮”的现象。以讲座、报告等形

式出现的主题教育，难以完全融入学

生日常的学习生活，学生仅限于“听

到、知道”的层面。以“三节三爱”为

例，主题班会、广播、讲座等各种形式

的教育活动不可谓不丰富，但实际效

果却不一定很好。这就需要教师具

备课程意识。比如，教师发现学生将

大量剩饭倒入垃圾桶时，如果直接在

班里“就事论事”，这种简单粗暴的说

教式教育很难取得效果。这时不妨

把此类现象作为一种资源，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各种活

动，从一粒米的价值到世界粮食日，

从一元钱的价值到资金的积累和分

配，从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到能源

的匮乏……只有于宏观处着眼、微观

处着手，才能将德育融入学生生活，

融入学生成长。

实施内容体系化。学校提出以

“爱国”为主线，涵盖传统文化、社会公

德、环境卫生、生涯规划、心理健康等

维度的德育内容体系，把德育与学科

教学、常规活动有机融合，构成一个相

对完善的德育体系。比如，常规的升

旗仪式只是“升旗课程”的一部分，此

外还有系列化的实施内容，包括国旗

和国歌的创作过程、时代背景及其象

征意义，不同时期的国旗故事，国旗法

的内容，实地观看国旗护卫队升国旗，

等等。这些内容不是单一存在的，而

是要融入学科教学和综合实践活动。

家校协作常态化。家长是德育的

有效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一资源，

充分发挥家长在育人过程中的价值？

如果家校协作没有常态化的机制作保

障，只是以随意性的组织活动为主，缺

少目标和内容的规划设计，那么育人

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学校从两

个方面着手建立家校协作的常态化机

制。一是建立家长大讲堂，在全面调

查征询的基础上，根据家长提供的资

源，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构建不同年

级的“百家讲坛”家长资源课程内容和

课程目标，努力做到关注体验、关注认

识、关注融合、关注问题。二是以家庭

文化为背景开发“家庭文化课程”，包

括“我讲我的家风故事”“我家根脉图”

“家书传亲情”等：“我讲我的家风故

事”让学生通过“晒家风、传家训”主题

演讲，分别围绕孝老爱亲、求知奋进、

坚持不懈、餐桌文化等方面，叙述自己

生活中的家风家训故事；“我家根脉

图”让学生将家庭根脉回忆固化，进一

步深化家庭代际间的亲情，培育良好

家风，促进家庭和谐；“家书传亲情”让

家长和孩子以书信的形式，围绕友善、

孝敬、诚信等传统美德展开交流。

德育评价自主化。德育评价应该

将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实践行动结合起

来，实现德育评价的自主化。一是建

立“每日一省”机制，设立学生“自省日

记”，在每天下午 15 分钟的自省时间，

教师引导学生围绕当天的课上、课下

行为进行自省。二是优化自主管理结

构，学校建立学部学生发展中心，与年

级组、家委会共同组成自管会指导小

组，指导班主任、科任教师成立学生自

管委组织，实现从“教师管理学生”到

“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突破，再到“学

生参与学校管理”的跨越。

德育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需

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体

系化建设。在德育体系的建设过程中，

需要以德立德、以爱育爱、以情触情、以

理化人，进而以生命唤醒生命的成长。

（作者单位系人大附中亦庄新城学校）

德育“五化”：以生命唤醒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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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甲骨文，许多人想到的可能是

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从甲骨文到

金文、篆书，再到隶书、楷书，文字的演变

承继着中华文明的根脉。清代光绪年

间，当金石学家王懿荣第一次从龙骨上

发现文字图案，“甲骨文”的名字出现在

世人面前。经过罗振玉、王国维、董作

宾、郭沫若等一批学者的相继研究、考

证，甲骨文化开枝散叶、蔚为壮观。然

而，甲骨文距离我们毕竟太过悠远，难免

给人以生僻、枯燥、难以触碰的印象，以

至于甲骨文化又渐渐沦为“冷门学问”。

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地“文字之都”

安阳，弘扬甲骨文化当是应有之义。

河南省安阳市中华园小学便承担起这

份责任，开设甲骨文课程，打造甲骨文

化特色学校，让学生在甲骨文化的世

界自由翱翔。

小学生学习甲骨文，不会太过艰难

了吗？我想不少人可能首先会提出这个

质疑。中华园小学并不是让学生“循规

蹈矩”地学习甲骨文，而是抓住学生的兴

趣点，让甲骨文游戏化、娱乐化、平民化。

“你的姓用甲骨文怎么写？试着在

甲骨文百家姓墙上找一找。”一面用甲

骨文装饰的百家姓墙成为学生的“打

卡”点，他们一边寻找自己的姓氏，一边

学习甲骨文的写法。与之类似的还有

甲骨文生肖墙，学校利用甲骨文象形文

字的特点，让学生通过栩栩如生的动物

图案，认识与生肖相关的甲骨文。学习

了甲骨文的相关知识，学校还让学生试

着自己“创造”甲骨文——根据已有甲

骨文的特点，学生化身“仓颉”开始造

字，有些甚至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对于这些有趣的创造，学校当然不会

放过，将它们展现在甲骨文展板、甲骨

文长廊中。学生走在校园就能看到自

己和同学的甲骨文“作品”，对甲骨文

的兴趣愈发浓厚，也在潜移默化中学

习了甲骨文知识。

中国文字有音、形、义合一的特点，

学习甲骨文能帮助学生厘清汉字的源

头意义和发展脉络，强化学生的语文素

养。此外，甲骨文的其他文化价值也被

学校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立体而丰厚

的课程资源。原本“坐不住”的书法课，

现在却能见到学生认真临摹的样子，因

为他们笔下是一个个有趣的甲骨文；拓

印也不再是“苦差事”，谁不想自己复制

一件数千年前的“文物”呢；体育场上，

学生汗流浃背地做着操，动作却是模仿

甲骨文的一笔一画……

“我的家乡安阳是甲骨文的‘故

乡’，这里拥有唯一一座以文字为主题

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当学生来到

中国文字博物馆成为小导游的时候，

对家乡的自豪感、对中华文明的自豪

感油然而生。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学

生深入探访文字文化、殷商文化，真正

“触摸”那些课堂中的知识记忆。

文字不只是文字，更是承载着中国

的历史和文化，蕴藏着先贤的智慧和文

明。从认识到了解到触碰，学生对甲骨

文的学习越发深入，对甲骨文的喜爱也

越发深入，他们纷纷当起甲骨文的“代

言人”，自发地宣讲甲骨文知识、推广甲

骨文文化——这也正是学校希望看到

的，学生全面系统地感受甲骨文化，感

受自己对于甲骨文化的责任和担当。

甲骨文特色学校应该怎样打造？

中华园小学的答案是：让甲骨文活泼

起来，让甲骨文丰富起来，让甲骨文深

刻起来。

让甲骨文“活”起来
□ 本报记者 金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