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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阳颜

高及天顶的文化树，古香古色的文化
墙，随处可见的儒家经典词句。作为桂林第
一个在学校立起孔子像的小学，多年来，
“儒雅文化”已经在民主小学生根发芽，浸
润其中的师生，也早把“国粹”“国风”融
入了学习生活的日常。

带着孩子们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是从民主小学毕业的学生，如今又
服务民主小学，把民主小学打造得更优秀是
我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和情怀。”民主小学校
长农艳告诉记者，作为桂林最早有外事接待
资格的两所小学之一，民主小学一直把中国
传统文化视若珍宝，从早期的传统武术，到
后来的儒家文化、全国象棋特色学校，再到
如今的戏曲艺术，都首开先河迈出探索的步
伐，并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记者了解到，“儒雅文化”在民主小学
潜移默化多年来，现在已经得到学生、家长
的普遍接受和喜爱，甚至有不少家长正是冲
着“儒雅文化”的氛围，要把孩子送到民主
小学来求学的。 2020 年，在陶艺、象棋等
国粹文化学习之外，民主小学启动了京剧戏
曲文化学习，这在桂林的学校里同样是头一
个。

民主小学是一所有着 81 年悠久历史的
老学校，以“传承特色文化、提高审美修
养”为目标，积极开展“传统文化进校
园”特色活动，引进了京剧、象棋课程，
为学生提供多层次传统艺术体验。从今年
4 — 10 月，仅 6 个月时间的学习，学生们
就已能携剧目《贵妃醉酒》登台亮相。民
主小学选择此剧参加广西中小学戏剧展演
活动，孩子们唱得字正腔圆、演得惟妙惟
肖，将京剧的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赢得
了评委们阵阵掌声。

“我们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就为了给
学生更多体验国粹文化魅力的机会。”农艳
说，民主小学讲究的正是打造文化精品课
程，开设京剧戏曲班，也是儒雅文化中的又
一个亮点。

“小记者”映出民主德育之心

今年的桂林日报社《小记者周刊》征订
及小记者报名中，民主小学异军突起，从原
来的 140 多名小记者发展到了 300 多名小
记者。在学校看来，能够综合锻炼提高学生
听说读写能力、促进学生思想道德进步的
《小记者周刊》，也正是学校德育的一个最
好的实践展示平台。

在报社、学校、家长三方联动努力下，
小记者们的观察、阅读、写作能力大幅度提
高。通过丰富多彩的小记者采访活动，学生
们不仅学习到了新闻采访、写稿的流程，更
锻炼了他们的人际交流、解决问题、眼快手
勤的能力，长足的进步赢得了家长、老师的
高度认可。

学校的小记者社团也是一个以兴趣发展
为主的社团。除了专业新闻记者老师的亲自
培训之外，学校也安排了写作能力强的老师
进行辅导和指导，让小记者形成勤于观察、
善于分析、乐于交流的学习品质。利用学校
主办的丰富多彩的活动，组织小记者进行有
关主题的采访与写作锻炼，如“小记者进军
营”“小记者进南航”“小记者红色之旅”
等活动。

问耕耘，更问收获

民主小学努力打造儒雅校园，“儒雅文
化”已深深渗透在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
当中。

陶艺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课程在我国的
儿童教育中逐渐发展并壮大起来，民主小学
的陶艺课亦是学校的艺术特色校本课程，每
一名民主学子都可以通过山水主题的陶土艺
术作品，树立从小爱家乡、爱学校的优良品
质，彰显民主小学“培养文人雅士”的校园
文化氛围。在课程中，学生们能接触到陶艺
中的拉坯、修坯工艺，青花工艺，釉上彩及
釉下彩等工艺。真正做到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掌握陶艺技能，快乐玩泥巴。五年来，陶艺
教学活动已成长为民主小学响当当的特色名

片，也斩获了很多荣誉： 2019 年被评为
桂林市陶艺艺术特色学校；曾受桂林市美
术协会的邀请，参加了“ 2018 年中韩六
人现代陶艺专题分享会”； 2019 年教师
节之际，参加象山区政府庆祝教师节表彰
活动，进行陶艺表演展示；同年，在象山
区教育系统“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校园文化特色展上，民主小学师生精心挑
选并布置的陶艺特色教育成果展示，获得
到会领导、嘉宾的一致好评。校内还举行
过陶艺作品义卖活动，获得款项用于奖励
优秀陶艺小学员，让这项特色艺术课程在
学校能够更加发展壮大。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在《小记者周
刊》上，来自民主小学的小记者们于
2019 年见报稿件达 108 篇， 2020 年即
便受疫情期间停学影响，截至 9 月仍见
报 43 篇稿件。

既要问耕耘，也要问收获。民主小学还
制定了奖励机制，每个学期授予、表彰“优
秀小记者”和“优秀小记者指导老师”奖项，
最优秀的小记者还可以获得“优秀小记者”
之金象奖。可以想见，其间的荣誉感和学习
能力也将伴随孩子一生。

无论是陶艺、象棋、书法、戏曲还是
小记者学习，都与民主小学推崇的“儒雅
文化”相契合。“孩子们这个年纪，自己
真正喜欢和适合什么都还是未知，我们愿
意充当这个领路人，带他们去更多地触碰
文化、体验文化，从而塑造他们未来多元
化的文化人生。”农艳说，通过小记者为
学校采写的一篇篇报道，读者们也领略到
了“儒雅民主”的精彩。

校 园 聚 焦

校园播报
敢为人先，多元化文化体验助推学生们的精彩人生——

“儒雅文化”在民主小学结出硕果

本报讯(记者陈静 文/摄)羽毛球、天文观测、机器
人、剪纸与中国结、棒球……这些有趣的选修课，刚一推出
就被学生“秒光”。 10 月 28 日，桂林十七中开启课外选
修课，全校 1100 多名学生现场选择并报名了自己喜欢的课
程。

当天上午，该校篮球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这是学
校为全校学生准备的选修课“大餐”。记者在现场看到，选
修课一共设置了 36 个科目，涵盖学科拓展、体育、艺术、
科学等等，比如语文、英语、生物、化学、历史、信息、心理学等
等，学生们在自己心仪的选修课前排队报名。据了解，此次
开设的课程都是免费的，均由学校出场地、出师资，但是个
别项目耗材比较多的，需要参与项目的同学出耗材费用。

“我报了戏剧社和绘画，我感觉很有趣，可以接触到很
多课堂没有的东西。”高二的贺湘林同学兴致勃勃地告诉记
者。作为艺考生的田宇同学选择了戏剧社，他说通过社团活
动可以给自己一个展示的平台。

“通过选修课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为今后的职业选
择打下基础。选修课的科目我们今后还将不断增加，给大家
更多的选择。”在采访中，十七中校长李山涛介绍，职业生
涯教育是国家新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开展课外选修课
旨在帮助同学们了解自我，发现兴趣，形成特长，激发潜
能，帮助同学们学会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明确大学和
专业目标。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陈倩 文/摄)日前，一场主
题为“唱响红色歌曲，传承红色基因”的合唱比赛在中华小
学举办。

当天的比赛中，全校以班级为单位轮流登台，各班内容
与形式各具特色：《歌唱祖国》《红星闪闪》《卢沟谣》
《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在孩子们新颖的
演绎下焕发出新的活力，领唱、二重唱，还有的配以乐器、
舞蹈、童谣、朗诵等，孩子们用稚嫩的童声深情传唱着一段
段“红色传奇”。

据介绍，此次“红歌赛”是中华小学开展“‘红色传
奇’进校园活动”的内容之一。该活动自今年 7 月拉开序
幕以来，已经开展了“红色课堂”“红色诵读”“红色画
卷”等一系列红色主题的活动。

57 岁的王建林是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最
偏远教学点——— 常山教学点唯一的老师。

1987 年，在老家会宁当代课老师的大哥
突发急病，把受过高中教育的王建林从兰州
叫回来帮忙，弥留之际叮嘱他一定要教好村
里的孩子。

王建林考虑了一个春节，教学点穷苦偏
远，没有老师愿意来，为了让学校继续办下
去，让孩子们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王建林放弃
了兰州石化的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从此成了
“孩子王”，一呆就是 33 年。王建林认为，贫瘠的土
地，种地是没有希望的，想要改变命运，读书是唯一的途
径。为了孩子们的未来，自己的奉献是值得的。

1997 年，王建林的眼睛积劳成疾，肿得像灯泡一样，见不得
光。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他又不愿因为看病耽误课程进度，就
用纱布蒙着眼睛坚持教学。久而久之，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后来
即使经过治疗，也落下了高度近视、不能见强光的病根。

曾经教育经费有限，他自己做教具；当地沟壑纵横，旧校舍在
洼地上，他将家里最好的两亩多平地拿出来建了新校舍；孩子们长
身体需要营养，他从自己工资里拿钱加餐。

一所学校，一对夫妻，一双几乎看不见的眼睛。 33 年来，王
建林教出近 300 个学生，其中 40 多人考上了大学。王建林说：
“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太阳。”

新华社记者杜哲宇 摄

天文观测、机器人、

剪纸与中国结、棒球……

第十七中学

开启课外选修课

中华小学：

校园“红歌赛”

唱响“红色传奇”

▲孩子们以乐器演奏、情景再现、合唱等多种形式演绎
“红色传奇”。

▲老师正在向报名的学生介绍绘画技法。

看不清黑板上的字

却照亮了大山孩子的梦

▲ 10 月 22 日，王建林在上课。

▲ 10 月 22 日，王建林带孩子们一起读书。

▲ 10 月 22
日，孩子们在课
堂上。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校园特色艺术展

▲孩子们演绎戏曲《贵妃醉酒》 （本文图片由民主小学提供）

▲近日，芦笛小学开展校园科技节活动，学生通过参与
创客科技设计、机器人制作、萝卜高塔等方式感受科技的魅
力。 记者陈静 摄

 10 月 22
日 ，下午放学
后，王建林和妻
子注视着孩子们
离开（无人机照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