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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章芳敏 通讯员 颜琴书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

华。4 日晚，永康卫校在录播教室开展

了“书香永卫·悦读人生”读书分享活

动，叶燕滨、卢菲菲等 10 位老师向全体

教职工诵读美文选段。

伴着舒缓的音乐，叶燕滨老师用她

柔润的嗓音朗诵了白落梅《人生是一壶

禅茶》，茶即人生，只有尝尽诸苦，才能

换一味甘甜；卢菲菲老师深情朗诵了何

龙的《方与圆》，富有韵味的嗓音讲述着

世上一切成功者必然遵守的做人做事

法则。赵睿、潘焕等 8 位老师也陆续进

行了精彩的朗诵与分享。

此前，永康卫校邀请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永康市作

协主席章锦水进行《阅读的经验》专题

讲座，号召全体教师掌握好的阅读方

法，把阅读当成一种修炼，从阅读中获

取智慧。

该 校 还 通 过 观 看 樊 登《终 身 成

长》视频，引发对人的思维模式的思

考。各教研组成员还围绕近期阅读

的文章分组交流讨论。每位教师结

合自己的文章进行交流探讨，分享所

思所想，提高教师的阅读兴趣，拓展

阅读宽度，让全体教师对阅读有了新

的认识与定义。

读 一 本 好 书 ，留 一 丝 思 考 与 感

念。永康卫校“书香永卫·悦读人生”

校园读书月活动虽已告一段落，但老

师们纷纷表示：“读书的行动一定会

继续坚持。”

□通讯员 王瑜巧

5日，实验学校邀请中华古诗词学

会会员、永康古诗词学会顾问、市政协

副主席胡潍伟，与该校五、六年级的学

生分享《中国古典诗词创作漫谈》中古

诗词的魅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讲座中，胡潍伟引经据典、深入

浅出地引导孩子们去欣赏古诗词的

音韵特点，去品悟古诗词的章法结

构，去探寻古诗词的创作秘籍。学生

们或屏息凝神地倾听，或声情并茂地

吟诵，偌大的会场不时传来声声古

韵，此起彼伏。

6日，市图书馆“妙剪工坊进校园”

活动首站来到实验学校。图书馆阅读

推广部主任俞彬琳引领四年级的学生

行走在传统手工艺术的创作路上。

一折一剪，折折剪剪，一幅幅传

神的作品就奇迹般地出现了，引得

学生们啧啧赞叹。妙趣横生的课堂

让学生沉浸在了浓浓的剪纸艺术氛

围中。

吟诗赏词 妙剪生花
实验学校诗词大讲坛开讲

书香溢校园
阅读促成长
永康卫校开展读书月系列活动

民族乐器进课堂 特色教学出成果
世雅小学《花头台》喜获金华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器乐比赛一等奖

“高山流水遇知音，音律传情谱新曲。”日前，世雅小学传来喜讯：在为期4天的金华市2018年中小
学生艺术节小学器乐专场比赛中，该校民乐队合奏的《花头台》喜获一等奖，并被推送参加省赛评比。
据悉，此次金华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共吸引了全市数十所学校的近百个节目参赛，每一支参赛队伍都实
力强劲，对于该校这样一所硬件设施相对落后、音乐专业师资力量薄弱、学生大多是民工子弟孩子的农
村小学来说，获此佳绩尤为可贵。

该校民乐特色教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和学校扎实推进“民族乐器进课堂”的特色
办学举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让孩子们能在悠扬的民乐

声中享受童年的美好时光，2014 年，

世雅小学结合学校实际，确定了“民

族乐器进课堂”特色学校创建思路，

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扎根校本课

程，梯度构建，分层推进，夯实平台，

进而更好地全面提升育人的实效。

师资匮乏，外聘解决；家长不理

解、学生兴趣难调动，就做思想工作；

大多外来民工子弟家庭经济不宽裕，

学生训练的乐器学校挤出经费购买，

甚至演出服也是学校统一解决，像这

次参赛，队员们穿的是校服。就这

样，世雅小学一丝不苟地落实《“民族

乐器进课堂”三年规划》。一个学期

一个学期坚持着，年年有突破有进

展，2016年，该校民乐队崭露头角，荣

获市少儿婺剧展演金奖，2018年在市

教育系统文艺汇演中获得满堂彩，

2018年该校民乐队走出校园，走出永

康，大放异彩。

目前世雅小学建有二胡、横笛、小

唢呐、唢呐、琵琶、中阮、扬琴、大提琴、

打击乐、柳琴 10 个兴趣小组，除一年

级学生外，其他学生每天下午大课间

时间，由老师指导学生横笛训练，这也

是该校每天必做的“功课”之一，“为普

及横笛，我们要求音乐课本教学目标

上会唱的曲目，还必须学会吹。”世雅

小学外聘专职民族乐器教师吕海伟自

豪地告诉记者，可以说，随便挑出一个

学生，他们都能熟练地演奏横笛。

“我们的学生大多是民工子弟，和

城里很多孩子相比，他们接触乐器的机

会少之又少。实施‘民族乐器进课堂’

后，每个学生都享受到了民乐给他们带

来的传统魅力。”副校长蔡伟强说。

“这次拿了一等奖我很开心，学

校能够无条件地让我学大鼓这类民

乐器，感觉既光荣又幸运。如果不是

在世小学习，我不可能接触到这些民

乐器，十分感谢学校为我们创造这样

的机会。”五（1）班的邵凯来自江西，

瘦小的身板蕴含着巨大的爆发力，老

师说他敲起鼓来铿锵有力。

民乐进课堂人人有特长，世雅小学搭建民乐平台一丝不苟

民乐伴学生成长，广播操改良传承戏曲文化
眨眼间，“世小”又一批民乐队成

员即将踏入中学校园，谈起当初学民

乐器的经历，六(1)班的李仁梅三年来

学习民乐器的经历还历历在目，从开

始的辛苦想放弃，到现在的不舍，在

她看来，民乐不仅是一种民族艺术，

更是一种特长发挥，通过学习民乐，

打开了他们艺术和素养的大门。

谈起民乐队所带来的改变，五（1）

班吕思含感悟颇深，“学习民乐不仅让

我变得更加多才多艺，也变得更加自

信，既有紧张的学习，又有轻松的乐器

陪伴，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蔡伟强告诉记者，在很多人心

中，民乐器的学习对他们的人生影响

是很深远的，有不少毕业班的学生甚

至提要求，如果下次去参加比赛，他

们还希望回来参赛呢。

除了对民族乐器的培养外，世雅

小学还对广播操进行改良，结合本校

特色，推出“戏曲广播操”，与“民族乐

器进校园”一脉相承，相互依托。

“戏曲广播体操”的一招一式都融

入了中国戏曲的程式化动作基本功，单

拉山膀、涮腰、腕花小云手、飞天十三响

⋯⋯动作活泼飒爽又蕴含中国美。蔡

伟强介绍，世雅小学的办学特色都与中

国风有关，也与民乐教学相结合。

斑驳的鼓面承载着孩子们不懈

的努力，铿锵的锣鼓敲打出少年满腔

的热情，悠扬的丝竹倾诉着同学们细

腻的感情。世雅小学稳步推进“民族

乐器进课堂”的特色教学，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虽然现在这一教学基础

已经打扎实了，拥有了一套自创的教

学模式，但学校仍面临着师资、资金

方面的困难。”校长何开进希望能够

吸引专业音乐教师加盟“世小”，一齐

共同传承、弘扬民族文化，表示该校

将继续扎实推进“民族乐器进校园”

的特色教学，强化梯队建设，系统性

总结训练计划，并在保留传统曲目的

基础上，更新更多新曲目，让“世小”

民乐队这株根植于校园文化沃土的

娇蕊绽放得愈加高雅艳丽。

台风是指热带

海洋大气中的一

种急速旋转的涡

旋，浙江作为中国

受台风影响最严

重的省份之一，主

要有强度强、个数多、灾情重的特点。

面对破坏力极强的灾害性天气，防御

和自救变得尤为重要。

台风影响前
制定应灾计划，准备受灾必备工

具和应急用品，熟悉离家最近的避灾

安置场所和撤离路线；如果你居住在

台风高风险区域，建议安装永久性防

风门窗或在门窗上加装防风板；清理

雨水槽和排水沟内可能引起堵塞的

杂物；关闭非必要门窗，紧固已被风

吹动的物体；随时关注台风预报预警

信息。

台风影响时
随 时 关 注 最 新 台 风 信 息 ；尽 量

不要外出，若外出也尽快回家；听从

当地政府部门安排，尽快离开危险

区域；若在室外，远离临时建筑物等

有可能坍塌的物体；不要冒险趟过

湍急的河沟，行车过程中放慢速度；

雨变小时出行，最好穿雨衣，避免使

用雨伞。

台风防御知识

□记者 潘燕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