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28日 星期一

AⅡ02

主编：颜景献 责编：杜晚霞 版式：张玉柱 校对：崔俊萍

河南新闻

教育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位于
首山脚下、汝水之滨的襄城县实
验学校又迎来了新学期开学
季。近日，记者专程来到这所以
诗词进校园、书法进校园、戏曲
进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著称的特色品牌学校，在书声
琅琅、墨香浓郁的校园中，亲身
感受这所河南省“一校一品”特
色学校、许昌市“素质教育示范
校”的人文气息和独特魅力。

诗词校园书香浓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晨
曦初上，朝霞满天，绿树黄花环绕
的襄城县实验学校校园里传出了
吟诵古诗的清脆童声，抑扬顿挫、
此起彼伏，奏响了书香校园的优雅
和鸣。

付永桥校长告诉记者，教书育
人不光要抓好课堂教学，更要注重
优秀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多年来
他们一直坚持“诗教”“书教”融合，
每天组织师生晨诵、午读精选的古
今优秀诗词，以诗育人，从小培养
学生高尚的审美意识和对优秀文
化知识的领悟能力、吸收消化能
力。学校结合环境绿化美化，分别
在中心花园和前花园里建起了古
色古香的诗词长廊和各具特色的

“松韵亭”“兰韵亭”“荷韵亭”“桂韵

亭”“竹韵亭”，营造出了浓厚的文
化氛围。

陪同采访的襄城县文联副主
席王鹏向记者介绍，襄城县实验学
校不仅是全县闻名的“书香校园”，
还是榜上有名的“襄城县诗词教育
示范学校”和“许昌市诗教工作先
进单位”，学校专门成立了“荷韵诗
社”，鼓励师生学诗、写诗、评诗，在
校报《幸福苑》上开辟“荷韵诗苑”
专栏，有效提高了学生的诗词文化
素养和写作水平，许多优秀诗词作
品陆续在《中华诗词》《中州诗词》
《建安诗苑》《襄城诗词》《紫云山》
等杂志公开发表，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赞誉。

翰墨飘香文脉长
上课铃声响起，一间间宽敞明

亮的教室里传出老师和蔼亲切的
讲课声。只有一间教室出奇的安
静。记者悄悄走近，只见一个个学
生正手持毛笔，聚精会神，一笔一
画地在练习书法。一位身材消瘦、
精神矍铄的长者认真地在课桌前
巡视，不时提醒学生注意字的间架
结构和运笔的方向、力度。

付永桥校长向记者介绍，这是
学校专门开设的书法社团课堂，不
仅有专职书法老师授课，还特意聘
请襄城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
强前来指导点拨。为了推动“书法
进校园”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常态
化，他们将书法课纳入教学课程
表，由专职教师执教，保证每班每
周一节书法课。学校还定期举行
书法讲座，聘请书法家到校指导，
开展师生培训。每天晚饭后，专门
有20分钟的练字时间，学校广播
中首先播放《中国字 中国人》儿
歌，让学生在歌声中明白“写好中
国字，做好中国人，写字要用心，做
人要真诚……”儿歌结束后播放古
筝乐曲，让学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
浸润下写好字，做好人。学校成立
了师生共同参与的“汝韵书社”书
法社团，充分发挥书法教育的育
德、启智、审美、健体作用，让学生
从小养成良好的汉字书写习惯，体

会中国书法所蕴含的文化素养和
结构美学，接受潜移默化的文化熏
陶。

年轻的专职书法教师李小许
向记者证实，他们学校的书法课从
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班班开设，
全员参与，每天都有20分钟的书
法练习，每周都有专门的书法讲
座，每月都有不同书体的书法比赛
和师生书法作品展览，书法文化已
在全校师生中生根开花结果。

正在专心习字的六（8）班女生
谢怡佳腼腆地告诉记者，不管功课
多忙，作业再多，她每天都要坚持
练两个小时的书法，不仅字越写越
工整，而且学会了凝神静气和结构
布局，对提高心理素质和整体思维
能力都很有帮助。

教室里翰墨飘香，校园里桃李
芬芳。传承书法文化，创建墨香校
园为襄城县实验学校增添了浓厚
的文化底蕴，为素质教育打下了丰
厚的基础，并结出了累累硕果，学
校被评为襄城县书法教育特色学
校，省书协领导专门到学校考察，
对他们坚持开展“书法进校园”活
动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
度赞扬，“汝韵书社”书法活动被拍
摄进专题片《千年古县，翰墨襄城》
广为传扬，为襄城县申创“河南省
书法之乡”增辉添彩。

非遗传承硕果丰
课间休息时间，从学校操场上

传来京腔京调的课间操音乐，记者
循声望去，只见身着校服的孩子们
正整齐列队，随着动感强烈的节奏
伸展四肢，一丝不苟地做着新颖别
致的戏曲广播操，一招一式中典型
的腕花、亮相、顺风旗、拉山膀等动
作都透着浓浓的“戏曲范儿”，这就
是持续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给
学校带来的新风貌。付校长自豪
地向记者介绍，他们每天的戏曲广
播操已坚持多年，这种文体融合的
锻炼形式让学生在强身健体中感
受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深受
师生和家长欢迎，他们学校的戏曲
广播操已成为全县体育运动会和
大型广场活动的压轴节目，吸睛亮
点，最近又荣获“河南省最美大课
间”一等奖。

襄城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
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襄
城县实验学校传承优秀文化提供
了丰富生动的教育资源。学校通
过课堂教学、版面展示、实地考察、
参观采风、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
让学生从耳濡目染中了解家乡厚
重历史，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在回
答记者时，许多学生都对富有当地
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襄城心
意拳、仙鹤送印民间舞蹈、襄城越
调、欧营钢器制作技艺等如数家
珍，并对戏曲行当：生、旦、净、丑，
戏曲表演“四功”：唱、念、做、打 ，

“五法”：手、眼、身、法、步熟悉掌
握，“小戏迷”们当场展示的《谁说
女子不如男》和《说唱脸谱》等戏曲
小段更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襄城县实验学校：
传承优秀文化 构建特色校园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邀请书法家走进校园辅导学生书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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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学生书法课

优美环境育人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韩争强
通讯员 郜丽苹/文 雷二甫/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