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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彩纸、一把剪刀，她们为乡镇孩子打开了非遗
艺术的大门。

日前，漳浦剪纸协会主席高少萍及漳浦县剪纸协
会副主席、秘书长陈燕榕为漳浦县霞美镇君胄小学近
20名学生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趣味横生的剪纸课。

课堂上，高少萍和陈燕榕从漳浦剪纸的历史渊源、
表现形式、基本纹样和造型等方面，娓娓道来漳浦剪纸
的“前世今生”。

在实操阶段，陈燕榕拿着剪刀在红纸上来回游走，
一方平展的红纸随即变成一幅精美细致的窗花，在灵
巧的指尖焕发出别样的风采。在场的同学纷纷惊叫出
声，拍手叫好。

在初步掌握了“折、画、剪”的小窍门之后，孩子们
也纷纷跃跃欲试，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学生们聚
精会神地尝试、琢磨着技法，随着剪刀起起落落，一张
张红纸变成了灵动的剪纸图样。孩子们自豪地拿着自
己的作品互相展示，饶有兴致地比一比谁剪得更好。

“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漳浦剪纸的传统文化，特别有趣，
让我越来越喜欢剪纸了。”一位同学兴奋地说道。

多年来，漳浦剪纸协会把“非遗进校园”作为非遗
传承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常态化教学方式走进越
来越多的非遗课堂。在陈燕榕看来，“非遗进校园”活
动的持续开展，让校园成为非遗保护与传承体系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场域，不仅有助于广大青少年认识非遗、
热爱非遗，增强非遗保护意识，更重要的是，让非遗在
青少年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推进非遗技艺代际传承。

但在城市孩子享受多样社团课的同时，乡镇孩子
的艺术素养提升也成为更多人的关切。“乡村孩子因为
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制约，接触的非遗项目较城市
的孩子少了很多。因此，送教下乡对于乡村孩子尤为
必要。”但令陈燕榕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剪纸师资团队
人手不足和环境限制，他们在县城的部分乡镇学校无
法开展常态化教学，只能不定期到各乡镇学校送教下
乡，希望让更多的乡镇孩子也能近距离感受非遗剪纸
的文化魅力。“在乡镇学校课堂上，每次看到孩子们专
注的神情和积极的学习态度，就觉得路途再遥远再劳
累也值得。”陈燕榕说道。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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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好看。”“下次角色扮演用这本
书。”11月25日下午，长泰区枋洋中心小学课
后服务阅读社团的孩子们聚在一起阅读喜欢
的书籍，他们沉浸在浓浓的书香之中，尽情享
受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

“选书，阅读，回应，是我们引导孩子们阅
读的三个环节。”长泰区枋洋中心小学校长
林孝国介绍，学校老师“选书”，图书馆、阅览
室、各班级的图书角的书让孩子“随手可取”，
告诉家长家里多添置图书，营造氛围让孩子
可以拿到近在手边的书；对于“阅读”环节，首
先保证阅读时间，其次分层次引导低中高年
级同学完成不同的阅读任务，以收获不同的
阅读效果；“回应”环节是指，让学生写读后
感，分享交流阅读感受，同时引导亲子阅读，
让家庭成员参与进来。

“枋洋中心小学是乡村小学，孩子平时阅
读不多，学校以课后服务为载体，积极开展丰
富的阅读活动，指导乡村儿童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努力营造乡村学校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枋洋中心小学高怡萍表
示，自己身为乡村儿童阅读的“点灯人”内心

感觉很满足。
“学生们每天都坚持阅读，时间基本保

持在一个小时左右。”高怡萍老师负责学校
的阅读指导，在她看来，低年级阅读主要从
字词句段篇抓起，老师要帮助学生制定循
序渐进的阅读计划；而中高年级则会有意
识地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打通阅读和生
活的联系。高老师介绍，学校开设了四个
创意读书游戏：一是“我就是主角”。读完
了一本书之后，问问孩子，喜欢不喜欢故事
的主角？如果孩子说喜欢，那么，这次就把
故事主角的名字变成孩子的名字，让孩子
产 生 共 情 ；二 是“ 邀 请 故 事 的 主 角 来 赴
宴”。比如读完《好饿好饿的毛毛虫》这本
书后，请同学们邀请毛毛虫到我们家来赴
宴，该怎样写邀请信呢？三是“绘制时间表
或地图”。读完一本书，和孩子一起画一张
故事发生、发展、结束的时间线，或者绘制
出故事发生所在地的地图；四是“我是小记
者”。同学们共读完了一本书，轮流扮演故
事主角和“记者”，来走进故事主角，进行交
流互动。

据介绍，近年来，
学校每年固定投入 1
万元资金采购师生们
喜 欢 的 新 书 。 自
2010 年起，先后有漳
州市片仔癀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枋洋镇计
生办计生协会等单位
和热心人士为孩子们
捐赠图书。目前学校
的图书馆、阅览室和
各班级图书角，图书
充足，能满足 600 多
名学生的阅读需求。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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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鼓凉伞大鼓凉伞
跃动校园

音乐响起，男孩边打大鼓边变换舞姿，女孩
则舞动飞扬的凉伞，踩着鼓点，翩翩起舞……日
前，在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2022年“体育嘉
年华”暨田径运动会开幕式上，漳州颇具特色
的民间舞蹈大鼓凉伞舞登台亮相。这支由该
校学生组成的丹霞大鼓凉伞队带来了原创作
品《鼓舞飞扬》。

近年来，在该校丹霞大鼓凉伞社团的努
力下，学校先后获评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学校、福建省中小学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培育示范校、漳州市首批非遗特
色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韩璐 摄影报道

“偶遇”世界杯
吉祥物“拉伊卜”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文/供图）当大家
还在电视机前赞叹卡塔尔世界杯的吉祥物

“拉伊卜”灵巧可爱时，漳州华侨中学的学生
们已在国家级非遗项目漳州木偶头雕刻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杨亚州的指导下，制作起卡通
木偶版“拉伊卜”（如上图）。

这个拳头大小的“拉伊卜”的脑袋由泡沫
雕刻而成，在套上布套、粘上表情后，神形兼
具的木偶版“拉伊卜”便栩栩如生跃然眼前。
在灵动指尖的操纵下，“拉伊卜”不仅会点头，
还会挥手，“调皮”又“好动”。

课堂上，同学们瞪圆了眼睛，伸长着脖
子，聚精会神地埋头制作，动作细致地摆弄着
木偶头的戏曲装扮，而后又兴致勃勃地要和
杨亚州学习木偶戏表演。杨亚州向记者展示
了学生们制作的几个木偶作品，虽然和演出
使用的木偶相比略显粗糙，“不过这些都是他
们的得意之作”。

巴掌大的木偶头雕刻凝聚着非遗智慧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正如杨亚州在授课过
程中说的那样，“一尊木偶的制作看起来容
易，但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反复打磨，非常考
验细心和耐心。同学们刚开始可能会觉得
困难，但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下来，用心用
情把它做好”。

“因为足球，我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
熟练地带球到禁区中，迎着球门抬脚一记精准的射门，

看着足球被射入球门中，不由得握拳为自己欢呼喝彩。每
天放学，漳州市名流学校四年级学生田搏明都会到球场上
尽情挥洒自己对足球的热爱。

“虽然田搏明是从二年级开始踢球，但已经踢得很不错
了，上次区里面的比赛，他为球队踢进了不少球。”提到田搏
明，足球队主教练也忍不住夸赞。

“我也会看世界杯，我最喜欢巴西的内马尔，他的带
球技术真的很好，不过他最近受伤了，希望他早日康复。”
谈起自己喜欢的球星田搏明眼里亮晶晶。除了平时在学
校的训练，在周末他还会叫上周围踢球的小伙伴，跑到小
区内的足球场踢球。“作为足球队的主力前锋，我平时主
要的训练项目是控球和射门。射门进球时的激动，与队
友一起赢球的欢乐，都是我喜欢足球的原因。”田搏明笑
着告诉记者。

除了男子足球队以外，名流学校还组建了女子足球
队。女子足球队的队长郑煜蓉自从一年级接触了足球运动
后，便爱上了这项运动。“我会一直踢下去，我的目标是踢进更
高水平的比赛，因为在足球中，我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采访
还未结束，郑煜蓉便有些坐不住了，想回到球场继续训练。

“足球游戏促进幼儿身心发展”
芗城区石亭中心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很期待每周二和周

四早上的足球活动时间，因为这段时间中，全园各班都会开
展足球游戏、足球小组赛等趣味活动。

为了更好带动孩子踢球，石亭中心幼儿园全园教师
都进行过足球教练专业的培训，并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
和足球技能，能够创设情境式游戏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
带球、传球等技能。此外，还聘请专业足球教练教授孩子
们带球、传球等专业的足球运动知识和技法。“作为全国

足球特色幼儿园，我们还为小朋友们量身定做了不少丰
富精彩的活动，包括超轻粘土捏足球、设计班级足球队队
徽、纸盘画足球等，我们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足球活动，
培养孩子们的足球兴趣。”石亭中心幼儿园园长陈小秋说
道。

同样作为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龙文区郭坑中心幼儿
园将足球渗透在幼儿园游戏课程中，开设足球游戏区，足球
游戏课程，举办足球嘉年华活动，在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中融
入足球文化，通过环境渗透、游戏课程让幼儿接触足球，从
而爱上足球。“我们幼儿园的足球活动时间按照幼儿园场地

安排分上下午轮流开展，涉及的
内容有足球游戏，自主玩球，足
球赛等。”郭坑中心幼儿园的林
惠娜老师说道。

对于幼儿园小朋友足球教
育的核心理念，郭坑中心幼儿
园的老师们认为是“游戏”。“幼

儿园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足
球也是如此。3到 6岁是运动兴趣

产生、发展的关键期，通过足球游戏能
够有效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发展。足球教

育让幼儿从小接触足球、认识足球、关注足
球、爱玩足球、热爱足球，这对于充实足球后备
力量具有重要作用。”郭坑中心幼儿园的张林涛
老师说道。

“兴趣+训练，才能培养出好苗子”
每天下午的阳光体育时间，漳州台商投资

区福井小学的操场上总会有学生在踢球，“耶！
集合踢球啦……”随着铃声响起，福井小学的一
群“足球小将”便欢呼着跑入足球场。在教练的
指导下，热身运动、练习步法、两人传球、脚背颠
球、脚掌触球、带球过杆……这些足球的基本技
巧，成为孩子们眼中快乐的游戏。

“三年级以上的班级均有男女生两支足球
队，每学期举办校园足球联赛，踢足球已经成为
全校师生都喜爱的一项运动。”福井小学校长郑
序裕介绍道。作为 2021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阳光体育，快乐足球”一直是漳州
台商投资区福井小学校园足球特色文化的核
心。校长郑序裕补充道，我们更希望学生能在
福井小学的各项足球活动中，爱上足球运动，汲
取足球精神，收获足球友谊。

在上周二，江滨小学足球训练队主教练张
熹老师带着学校足球队的队员们，在学校多媒
体教室观看了世界杯小组赛沙特阿拉伯对战阿
根廷比赛的上半场比赛。“趁着世界杯，让学生
直接在学校多媒体教室看比赛，除了感受世界
杯的比赛氛围，也能让孩子们看看世界顶级球
星是如何踢球的。”张熹说道。

谈到学校足球教育是如何铺开的，江滨小
学分管体育的副校长戴春河说：“学校从三年级
开始，每班每周安排一节体育足球课。从二年
级开始，每周安排两节足球社团课进行专门训
练，完善校级足球队。接下去，我们有计划从一
年级开始抓起。在我看来，我们小学阶段足球

教育的核心其实就是做好足球的普及工作，先把面给铺
开。”

足球教育应该如何从小开始培养？张熹觉得：“首先还
是要充分调动孩子的兴趣，最好从幼儿园培养，有了兴趣
再加上通过更为系统的训练，才能培养出好苗子。其次，
在平时也可以为学生找些正规的培训机构，或者是父母有
基础的可以带孩子到公共场地练球，培养球感。最后，父
母支持也很重要，我们学校便是家校共同推进，不仅是学
校给予踢球的孩子支持，家长的默默付出自然也是不可或
缺的。”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校园绿茵校园绿茵 步成长步成长
近期，随着2022卡塔尔世界杯比赛的开启，足球成了关注点，学

校也不例外。这几年，漳州市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十分重视校园足
球运动的发展，有场地条件的各校相继成立各校级足球队、足球社
团，不少学校还聘请专业足球教练，保证热爱足球的孩子们每日有
定量的训练。日前，记者走进我市部分足球特色学校，感受校园足
球运动给中小学生带来的运动与快乐。

足足

课后服务时间，长
泰枋洋中心小学的孩子
们沉浸在浓浓的书香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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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茵场上的足球梦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高少萍和陈燕榕为同学讲述漳浦剪纸的历史渊
源、表现形式、基本纹样。

放学后，同学们在操场进行足球训练。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