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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至11月3日，第十五届海峡两岸
（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厦门会展中心举
行。两岸高校设计展作为文博会“创意设计”板
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期亮相。展会期间，闽南师
范大学展位人气颇旺——在这里，闽南文化“摇身
一变”，以创意丰富的展览作品将“吸睛”进行到
底：诞生于该校艺术学院师生之手的 80余件力作
展示着历史厚重感与新时代年轻态的交融，涵盖了
文创产品、原创插画、IP形象设计、文旅概念设计等
类型。

“浩瀚长河中，摆渡人是连接、引导与传承。”闽
南师大大三学生陈萌创作的铁艺作品《摆渡人》一亮
相就吸引一拨拨嘉宾拍照“打卡”。陈萌说他的设计
灵感来源英国作家克莱儿·麦克福尔的代表作《摆渡
人》。“文学讲述了一个关于灵魂摆渡和心灵救赎的
故事。受此启发，我将两岸文化比作奔腾不息的河
流，用摆渡人坚定而沉稳的姿态艺术性地表达无论
遭遇怎样的风雨洗礼，青年大学生都将勇敢地担当
文化的摆渡者，积极推动两岸文化交流融合。”

展会上，台湾南华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台湾东海
大学等台湾高校也带来了青年学生优秀的创意设计
作品。其间，两岸的文创设计师、高校师生频频分享
彼此的智慧与灵感。据闽南师大大四学生杨文德、易
永康回忆，他们曾为赴会的台湾东海大学师生演示漳
州木版年画的制作过程。“台湾朋友对这项非遗兴趣
颇浓，纷纷亲身体验拓印过程。他们说木版年画很讨
喜，希望也能融入更多现代设计元素，印刻在礼盒、书
包等生活用品上，和当下有了更密切的结合。”

“我们围绕这届海峡两岸文博会的主题‘一脉传
承·创意未来’，集中展出了漳州木版年画、漳浦剪
纸、剪瓷雕、漆画、家具设计、铁艺创作等作品，凸显

‘创新’‘生长’‘共融’理念，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两岸融合发展的探寻。”来自闽南师大艺术
学院的张荣耀老师是校方展位的负责人，他表示借
此文博会的参展机会，学生不仅锻炼了动手操作能
力，也将自身的审美意趣与大众分享，践行了公共艺
术所倡导的“美之众乐”。

☉本报记者 黄舒哲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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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草图，不断修改各个
部件细节，找到合适的材料，制
作出来。”近日，在龙海三中高二
（5）班的通用技术课的作业讲评
会上，同学们纷纷对自己喜欢
的手工作品表达喜爱之情。有
利用废旧材料制作惟妙惟肖的
玩偶、立牌和卡雕，有精巧灵动
的竹节人、做工精湛的木工作
品……其中林雨俊同学制作的
船桨尤为引人注目。“这只船桨
沿袭了其外公的传统手艺，也
展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龙海三中通用技术老师蔡淑婷
认为，同学们能把巧思变为实
物，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
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林雨俊完成这次的手工作
业用了两周多的时间，谈及自己
的创意思路，他说：“受七甲社村
里龙舟赛的影响，我打小就对龙
舟赛和船桨颇感兴趣。外公年
轻的时候是木匠，村里赛龙舟的

船桨都是他亲手制作，如今机器替
代手工，外公也退居二线。但我利
用课外的时间，向外公学习木作的
方法和知识。船桨需要硬木，我这
把所选的是杉木，重量轻、硬度适
中。选中材料后，切割成所需的形
状和尺寸，再用刨子和砂纸打磨，桨
柄需要握得舒适又防滑，最后运用
榫卯结构，将桨柄插到桨杆上，再上
清漆，最后请人涂上图案。”

“龙舟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一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学生通过制作船桨，不仅对传统技艺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为传承非遗贡
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蔡淑婷表示，
布置这次通用技术课作业，学生的积
极之所以被调动起来主动参与，是因
为“感到好奇和新颖”，只要有新思
路，并能落实变成实物就是亮点。没
有太多预设，学生从设计草图到选材
制作到作品呈现，体现了他们的产品
意识和设计思维，也让他们感受到通
用技术学科的魅力。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巧思成“桨”

“阿婆好，我来送教
了。”周日早上，云霄县东
厦镇溪塘小学教师周鑫
斌敲响了学生小方（化
名）的家门，小方的奶奶
热情地接待了他，小方
也以蹦蹦跳跳的方式欢
迎周老师，嘴里咿咿呀呀
仿佛在说：“老师，你终于
来了。”

小方生活在破碎的
家庭，只有奶奶照顾她，
从小患有先天性智力障
碍，今年 10岁却只有 1岁
智力水平，连简单的穿衣
和吃饭都做不到，生活起
居几乎离不开家人的照
顾，这也成了方奶奶的一
块心病。2020年，县特殊
教育资源中心了解到小

方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将小方列为送教
对象，方奶奶欣然签下了同意书。

这学期，爱的接力棒传到了周鑫斌
手里。周老师每次去，总给小方带好吃
的水果，并和她一起玩，“如何与智障儿
童沟通，是送教中最大的难题，我把橘子
放到她手上，她也不懂剥皮来吃，我一次
又一次教她剥橘子，但可能十几次都换
不来一次积极有效的反馈。”面对这样的
残障儿童，周老师只能进行简单的教授，
帮助孩子完成一些简单的生活自理项
目。“她这种情况不可能学习什么知识，
我只希望我能陪伴她，让她快快乐乐生
活下去。”

相比在学校上课，“送教上门”的老
师需要付出更多，老师本身都有教学任
务，每周 1次的“送教上门”就需要老师
利用下班、周末等休息时间去完成。“送
教上门”将教学课堂从学校搬到重度残
疾学生家里，这看似简单的空间转换并
非易事，需要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需要
天长日久的坚持、付出和陪伴。

经过四年的探索与实践，云霄“送教上门”工作已然初步构建了政府主导、部门协调、
学校协同送教上门的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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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刚走进
小郑（化名）的家里，就听到朗朗的
读书声。今年 15 岁的小郑，因从
小患有脑瘫和肢体残疾备受病痛
折磨，双脚无力不能行走让他时刻
离不开家人照看，到学校上学对他
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

“送教上门”将课堂搬进小郑
家中，“这是第一次送教时我拍的照
片，上课时他总是很认真听我讲课，
从他专注的眼神里能看出他对知识
的渴望。”莆美镇高塘小学教师方芳
枝是陪伴了小郑四年的送教老师，
她手机里存了上百张记录小郑成长
瞬间的照片，学会念一个字、写一个

词、组一段话、背一首诗……每一次
小变化在方老师眼里都是“巨大”的
小变化。

在老师的教学过程中，小郑积
极与老师互动，他总是一脸笑意，此
刻在老师面前他也是一名优秀的学
生，无法到学校上课的遗憾在这一
刻似乎得到了弥补。方老师自豪地
展示了小郑的作业本，一笔一划、一
撇一捺，每个字都写得规规整整
的。对脑瘫儿童而言，提笔写字是
较为复杂而困难的精细运动技巧，
而小郑现在能写出“艇”“藏”这样笔
画复杂的字，背后付出了常人难以
想象的努力。小郑对自己要求特别
严格，每次写完字都会校对一遍，觉

得写得不满意的字，他就会擦
掉重写，直到满意为止。

“送教不仅帮助孩子成长，
也是抚慰孩子心灵的过程，让
他们从心理上认同自己也能和
其他孩子一样，而不是被社会
遗忘的。”据方老师说，小郑的爸
爸妈妈为了给他治病倾其所有，
一直坚持要送小郑到北京大医院
就诊，经历漫长求医过程的小郑
却不想再坚持了，每次问他原因，
他总是摇头不语，方老师在上课
之余总给小郑看北京天安门、故
宫的照片，讲述外面的精彩世界，
小郑每次都听得入了神，神情满
是对外面广阔天地的向往。

一人一案“巨大”的小变化

云霄县坚持“一个也不放弃”
的信念，经过四年的探索与实践，
云霄“送教上门”工作已然初步构
建了政府主导、部门协调、学校协
同送教上门的运行模式。

为了让每个送教学生都享有
优质的教育，县教育局和县特殊
教育资源中心依据残联提供的未
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名单进行
逐一排查、摸底和调研，经县特殊
教育专家委员会评估认定送教对
象，安排特教学校教师上门送教，
或由就近的普通中小学教师选派
责任心强、思想业务水平高且具
有丰富经验的教师为兼职送教教
师。县特殊教育学校积极开展行
动研究，从关注“送”到关注“教”
再到关注“学”，精准开展送教育
教学、送康复指导、送爱心温暖的

“三送”活动。“这些孩子相比特教
学校里的孩子更为不同，我们要
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生理特点和发
展需求，制定个别化的教育教学
和康复训练计划，对学生进行分
层、分类送教。”县特别学校校长
何文华表示。

为提升全县各类残疾儿童送
教服务实效性，县特殊学校实施以
评估为导向的送教工作流程与质
量管理模式，同时发挥特殊教育专
业特长和辐射引领作用，定期对全
县所有承担送教上门服务的学校
进行巡回指导、现场答疑、线上指
导，帮助制定科学有效的个性化教
育计划，指导普通学校教师对送教
上门学生进行科学送教，推动了全
县送教上门工作科学、持续发展，
真正实现“送好教”。

从家长抗拒到认同配合，从
“唱独角戏”到“师生互动”，在全
体送教老师的努力下，云霄“送教
上门”工作取得了斐然成绩。从
他们选择成为送教老师那一刻
起，这份“成长”就注定有了不同
的衡量尺度。在他们的心中，教
育的孩子能融入社会、有尊严地
生活，就是最大的成就。目前像
小方、小郑这样接受上门送教的学
生有 57人，从 2020年 4月起，云霄
正式开展送教上门工作，截至2024
年7月，累计完成6931人次送教上
门服务。对于这群教育工作者来
说，未来的路，虽蜿蜒曲折却也星
光熠熠，他们愿做那双温柔的手，
轻轻拂去蒙尘的星星，让每一颗在
特殊教育天空下闪耀的星辰，都能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有一种爱 叫“静待花开”

学生分享制作龙舟桨的技巧学生分享制作龙舟桨的技巧

跳绳活动需要孩子之间相互协作。图为闽南师大附属实验幼儿园
的孩子正在跳绳。

有这 样 一 群
特殊的孩子，因为身体

原因无法走出家门，也
走不出自己的心门，他们是

“折翼的天使”，但也渴望展
翅飞翔。

正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老
师，叩响了他们尘封已久的
心门，鼓励他们不断尝试、

发挥潜能，为他们插上
“隐形翅膀”。

▶云霄县东厦镇溪塘小学教师周鑫斌
上门为残疾学生送教

☉朱乔柽 文/图

▲在漳州木版年画体验环节，闽南师大
学生杨文德与台湾东海大学老师互动。

▶闽南师大展出的铁艺作品《摆渡人》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同伴之间的
交往合作与共同成长。孩子的童年
在经历生理、心理的变化后，更愿意
和同龄人交流心事，从而获得支持。
专家表示，良性的同伴交往有利于促
进孩子身心健康。但是，孩子在与同
伴交往中难免会出现困惑和疑难，家
长可以从哪些方面引导孩子与同伴
和谐相处？如何为孩子的童年社交
提供更多支持？

鼓励为主鼓励为主
在实践中锻炼社交能力在实践中锻炼社交能力

“相对于大张旗鼓的关注，低年
级的大多数孩子更喜欢温和的、具体
的方式，他们的社交很需要教师和家
长的鼓励和引导。”龙海区月港中心
小学副教导徐民川告诉记者，他在长

期的教学中发现，有一些低年级的孩
子性格内向怕“抛头露面”，这类孩子
在集体中得到的关注较少，但内心又
渴望被关注。“老师和家长要加强对
内向学生的关注，帮助他们勇敢地表
达自己，与同学交往。”徐民川建议，
家长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在孩子身上，在陪伴的过程中让他们
感受到自己是受关注的。孩子在获
得足够的安全感后便会更加大胆地
参与游戏，更愿意表达，也会越来越
喜欢与其他小伙伴们相处。

徐民川介绍，一年级学生李小萱
入学时性格十分内向，每当有游戏活
动时，她总是躲躲闪闪。“老师发现
后，刚开始并不表示过分关注她，而
是走到她面前，试图无意间拉起她的
手。虽然不到几秒的功夫，小萱的手

就会从老师的手中滑落，但几轮游戏
之后，她出现在了队伍里，站在老师
对面微笑，和小朋友们手拉手，很开
心。”徐民川认为，老师利用课间活
动，主动邀请孩子，真诚地鼓励，让学
生有机会一起合作完成任务，在实践
中逐步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这样一
来即便是内向的学生也能在互动中
慢慢放开自己。

把握方向把握方向
在互动中自由生长在互动中自由生长

有些孩子交友广泛，是大家心中
的“社牛”。但“社牛”也可能陷入左右
两难的困境。家住漳浦的黄薇女士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常常接到儿子
轩轩的求助：“有多个朋友同时向我发
出邀请，我该怎么办？”黄女士对上五
年级的儿子的担心表示理解，“面对这
种情况孩子可能不知如何回应，担心
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和朋友的关系”。

“和甲同学一起去打篮球，就无
法和乙同学去吃美食，可是两个同学
的邀约都不想放弃。”黄女士说，起初
她也担心儿子轩轩的担心，后来请教
了身边的朋友，又查了一些教育类的
书籍，总结出“应对之策”：作为家长，
可以引导孩子充当朋友之间的“桥
梁”，增进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可
以介绍不同好友互相认识，找寻共同
喜爱的事物、感兴趣的话题，拓宽彼
此的社交范围。

通过“朋友圈”的融合，黄女士的
儿子轩轩很好地平衡与朋友的关
系。“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肯定会遇
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家长遇到问题时
不能慌，也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黄
女士感到很庆幸，自己通过书籍与好

友的“指点迷津”，很好地解答了轩轩
的困惑，孩子在与朋友的互动中收获
了友谊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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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市区的王女士告诉记者，自
己的孩子平时学习挺忙的，所以孩子
的朋友不太多，互动也不太多。“我女
儿是个很珍视友谊的孩子，她认为能
交到两三个好友就足够了。”王女士
说，但当女儿的好友有其他伙伴，不
能时刻与她互动时，孩子的内心就会
感到失落和沮丧，认为自己被朋友

“背叛”了。
和王女士有着类似感受的还有

何先生，他的儿子小何在班级的学习
成绩不算拔尖。“他总是觉得自己融
不进学习拔尖的那几个同学的小圈
子。”在何先生看来，儿子班级里的

“学霸们”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存在，
那些同学放假一起去图书馆，一起郊
游，一起去吃美食，其他同学想和他
们互动都“跟不上步伐”。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漳州三中
专职心理教师杨滨妮认为，家长在面
对孩子的社交困惑时，要设身处地理
解孩子的内心感受，站在孩子的角
度看待问题。家长要和孩子共同探
讨友谊的真正含义，引导其理性看
待朋友的选择，摆正心态，树立正确
的交友观念。同时，家长要教会孩
子尝试保持自我，帮助孩子树立和
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自然而然会吸
引同频次的朋友。让孩子拓展兴
趣爱好，增加户外活动，通过活动
或爱好来交到有共同话题的朋友。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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