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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祝你生日快乐……”5月5日，在大
田县梅山中心小学的实践基地，校长赖昌
健带着老师，为12名留守儿童举办集体
生日会，大家齐唱生日歌，品尝美味的蛋
糕，现场气氛温馨。赖昌健介绍，学校每
月举行一次集体生日会，老师们带着学生
摘菜、做饭，共同准备晚餐和分享蛋糕。

梅山中心小学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学
校，大部分学生家长在外务工，学校留守
儿童多。为了让学生体会到大家庭温暖，
师生们不断丰富校园活动内容。

“在传统节日里，老师会组织学生一起
包饺子、裹米粽、做月饼，体验自己动手和
集体过节的乐趣，让孩子们不再孤单。遇
上母亲节、父亲节等特定的节日，我们鼓励
学生给家长写一封亲情信，讲述自己在学
校的生活情况，增进父母对孩子的了解，架
起学生和家长之间交流的桥梁。”赖昌健
说，学校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能让学生们体
会到老师和同学的关怀。

留守学生常年寄宿，或是家中只有老
人，他们需要生活上的帮助。学校及时组
建了代理家长团队，队员为学校的科任教
师，大家与留守学生结对帮扶，落实每月
一次面对面帮扶活动、每学期一次上门慰
问活动，给学生提供更为实际的帮助。大
田县检察院和梅山镇政府干部和学生结
对，“爱心妈妈”们通过电话和学生交
流，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予生活上的关心
和帮助。

留守学生父母不在身边，缺少监督，
学校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
他们的自理能力。制定宿舍内务整理细
则，加强生活习惯引导，让他们从叠被
子、洗衣的小事做起，逐渐提高生活自理
能力。学习上，学校通过征文活动、读一
本好书等形式，营造勤奋求知的氛围，促
使学生学会自主学习。

“孩子在不断成长，脸上的笑容也越
来越多了。”看着女儿在学校温馨的氛围
下生活，性格更加活泼，六年级吴依晨的
家长很是欣慰，她放心了。

情牵留守儿童
●本报大田记者站 连小慧

夜晚，我盯着明亮的月色出神，思绪仿
佛早已飞向远方的月亮。我在内心问自
己：奶奶，我亲爱的奶奶，你也住在月亮之
上吗？

5月3日晚上，奶奶走了，她走得十分痛
苦。那是最疼爱我的奶奶，她穿着寿衣静
静地躺在床上，面如白纸，像睡着了似的。
我呆呆地站在奶奶床边，好像忘记了该怎
么哭，眼泪却刷刷落了下来。我受不了姑
姑们撕心裂肺的哭声，我更不想在奶奶面
前哭，因为，我怕她看到我的眼泪会心疼。

这晚，我静默地坐在家门口的木凳子
上。月光洒落大地，风像水一般清凉，蛐蛐
在石板上哀鸣……我就静静地坐着，内心
仿佛有一股还未决堤的洪水，在我体内冲
撞、游走。我想起了与奶奶的点点滴滴，想
起儿时的蒲扇，想起月夜中，奶奶牵着我的
手，想起奶奶手中那一把融化的糖……

奶奶走后的几天，下雨了，月色消失
了。雨在屋檐下飘洒，却没有像往常那样
飘到我的身上甚至眼里，我仍然坐在木凳
子上，我的记忆仍然在奶奶离开的那一天
里奔跑。

雨后的月亮十分皎洁，但却一天比一
天不完整，直到只剩最后一个小小的弯勾。

奶奶头七那晚，我陪她吃了最后一顿
饭。我吃的是酸菜粉干，久违的味道撞击
着我的味蕾。小时候，奶奶总是一口一口
地喂我吃她亲手煮的酸菜粉干，这次，不是
奶奶做的，我边吃边哭，眼泪如同泉水一般
涌出。

今夜，月色下的我在记忆中徜徉，一帧
帧、一幕幕，都带着奶奶的温度。

月色下的田野像梦一样安详，飘散的
是蓝色的雾，飘不散的是我对奶奶无尽的
思念。

月 色
●尤溪县第七中学七年级（12）班 林紫晗

早上7：20，蔡安蓉骑车带上读小
学六年级的女儿万思恩，到达永安市
北塔学校后，看着女儿走进校园，掉
头前往尼葛开发区的建新轮胎（福
建）有限公司上班。

蔡安蓉老家在湖北，爱人在建新
轮胎上班多年。2017年9月，永安市
北塔学校建成投入使用。得知女儿
可以在北塔学校就近入学，蔡安蓉带
着女儿来到永安，在顺利办理一年级
新生入学手续后，自己也进入建新轮
胎上班。

教育不仅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美好
希望，而且事关营商环境优化和地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前全校有学
生1988人，在尼葛工业园务工的外来
工子女就有535人，其中以建新轮胎和
科宏生物两家企业居多。”永安市北塔
学校校长陈志辉说。

作为永安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

事重点项目，北塔学校毗邻尼葛工业
园区，投资总额近亿元。

“学校面积很大，环境优美，孩子
们上课的教室、桌椅都是新的。”蔡安
蓉说，为了上下班方便接女儿上学、
放学，夫妻俩特意把上班时间调整为
早上8:00到下午5:00。

“对一所新学校，社会各界都很
关注，但生源质量较差、家庭教育缺
失、孩子行为习惯养成等因素，导致
教师课堂教学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办学质
量。”陈志辉说。

“有学上”还要“上好学”，北塔学
校与上海浦东新区世博家园实验小
学结对，积极探索“321”课堂教学模
式，即每节课各学科开展课前3分钟
演练，确保20分钟合作探究、交流展
示、精讲点拨课堂活动时间，安排不
少于10分钟的当堂巩固训练。

“我们立足学生个体差异，让学
生在提问、质疑、讨论的互动情景中
学习，从而打造高效课堂。”陈志辉
说，持续深化课改，学校平均分、及格
率、优秀率等数据都在不断提升。

举办“午间服务课”，是北塔学校
服务外来工子女的办学特色。

5月7日中午放学后，万思恩和
同学来到学校食堂，打上韭菜炒鸡
蛋、荔枝肉、青菜和紫菜汤，吃得
津津有味。

午餐后，学生们稍事休息，从中
午 12:30 到下午 1:30，进入“午间服
务课”。本学期，北塔学校有 230 名
外来工子女报名参加，按学年段分
为 8 个班级，每个班级固定一名教
师辅导。

“学生可以做作业或者阅读，有
问题老师及时解答。”董芊芊是六年
段午间课服语文教师，她说，班上共
有 9 名学生参加，经过辅导，学习成
绩都有不同程度提高。

午间课服结束，学生们即将开始
下午上课时间。当5:10的钟声响起，
学校进入课后延时服务时段，整个校
园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我们举办了32个社团，推动‘双
减’政策落地落实，满足学生多样化发
展需求。”陈志辉说，民乐团、足球队
是学校课后延时服务结出的硕果，在
省、市各级各类比赛中都拿过奖。

“我参加过古筝、绘画兴趣小
组。”万思恩说，参加社团活动让自
己有了一技之长，丰富了校园学习

生活。
晚上6:10，蔡安蓉已经在校门口

等候，接上女儿，两人就回家了。
学生们回家了，老师们还在忙碌

着。“我们邀请家长进‘家长课堂’讲
述自己的职业故事，举办‘优秀家长’

‘书香家庭’等评比活动，邀请专业心
理老师在‘家长讲坛’给家长们上
课。”陈志辉说。

“每天早上 7:00 出门，除了上
课以外，还要给学生个别辅导，
陪着学生在学校把作业做完，经
常是忙到晚上 7:00 还没到家。”二
年级 （7） 班语文教师詹秋菊 2000
年大学毕业，先后在西洋中心小
学、南门小学任教多年，她说，
在北塔学校每天都很忙。

辛勤耕耘结硕果。近年来，学校
先后获评“福建省管理标准化学校”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校”等荣
誉称号，办学质量逐年提升，成为老
百姓家门口的一所好学校。

北塔学校以办学成效赢得社会
认可、实现多方共赢。建新轮胎在
学校设立10万元奖教基金，科宏生
物为学校赞助教师办公电脑等设
备，园区企业为学生研学提供场
所；园区外来务工人员不再为子女
入学发愁，安心就业创业，企业用
工难问题得以缓解……

“孩子上好学，我们上班更安
心。”蔡安蓉说，小儿子即将进入幼儿
园，前两年在九龙湾买了新房子，现
在已经是新永安人了。

让“新永安娃”有学上、上好学
●本报永安记者站 魏兴谷 文/图

本文通过月色的描写，写出
了与奶奶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
以及对奶奶的怀念。文字流畅、饱
含深情。 （张宗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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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我走在路上
一阵清风吹过
就像是一个善良的小偷
把我的烦恼偷走了
——杨佳城
这是一首题为《清风》短诗，作者是

大田县实验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杨佳城。爱
上诗歌，朗诵诗歌，书写诗歌，杨佳城成
了同学们心中的小诗人。

“我喜欢诗歌的纯真、简洁、自由，
让我有了更远大的梦想。”杨佳城说，学
校每周一下午的“四点半课堂”，凤鸣诗
社准时开讲，在诗社老师的带领下，大家
遨游在诗的海洋中，尝试着用稚嫩的笔来
表达对生活的感悟与热爱。

2019年8月，大田县实验小学被授予
“三明市诗词启蒙教育试点校”。

多彩的诗歌教学

大田县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
近年来，学校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自编 《走进经典》 校本教材，将读
诗、品诗、写诗作为重要的育人载体，
开辟课外兴趣活动“四点半课堂”，开设
主题采风创作、诗歌讲堂、诗歌讲座、
诗歌朗诵、互动联谊等活动，激发孩子
文学爱好与写作兴趣，提升学生语文素
养，陶冶学生情操，丰富学生校园生
活，着力打造“诗意校园”，努力走出一
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诗教之路。

“我校以被列入市级试点校为契机，
把诗词教育纳入基础教育改革项目内容，
把诗社活动纳入学校课程管理体系。”校
长张江梅介绍，每周固定时间，读诗、写
诗、晒诗、评诗、改诗……诗社活动花样

翻新，学员越来越多，诗作质量越来越
好，诗社成立以来共有182首诗歌发表在

《学习强国》《少年诗刊》《海峡儿童》《三
明日报》等刊物，编辑2册诗集，有23首
诗歌在各级诗歌大奖赛中获奖。

一花一草皆诗意，一山一水尽文章。
白岩山公园、集美第二学村、屏山美人茶
园等都是孩子们诗歌创作的课堂，校园的
一片叶、路边的一朵花、父母的一句话可
能给予孩子们诗歌创作的灵感，从儿童诗
的意境到古体诗的韵律，令人感受到孩子
们诗歌的力量。

为孩子插上想象的翅膀

每周一举行国旗下诗歌诵读活动，是
孩子们展示自我的舞台。四年级学生张圆
心在国旗台上，诵读自创的儿童诗后兴奋
不已。“有人问我参加诗社后有什么不一
样，我会骄傲地告诉他：我的想象力时刻
在飞翔。”张圆心说。

“为什么要学习诗歌？诗歌是一种思
辨的方式，而不是给予答案，我们希望孩
子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达梦想、想象和发
现。”学校凤鸣诗社社长涂春英老师说，
虽然孩子诗歌的文笔稍显稚嫩，但可以看
出孩子们对诗歌的体悟，并学会了用不一
样的方式来表达想说的话。

诗社除了教学儿童诗外，还教学格律
诗写作。格律诗写作，难在格律，平仄、
押韵、对仗。这也是学生们写作路上的拦
路虎，如何突破难点？诗社老师们优化课
堂，尝试构建格律诗写作教学模式，简化
格律诗写作教学方法，开发校本课程，根
据“起—承—转—合”规律，设计了“七
绝写作训练纸”“五绝写作训练纸”，引导
学生按步骤操作，依葫芦画瓢，并日渐学
会推敲、修改。

“慧眼看生活，妙笔生诗花。我们鼓励
学生随时记录生活，及时将灵感转化为诗
作，适时发布到诗社群，或是上传‘班级
小管家’平台，老师分组在线点评，给予
指导帮助。”诗社老师林共时说。诗社以传
统节日为契机，引导孩子们了解节日的内
涵，鼓励诗歌创作，抒发参与的感受，表
达内心的发现，感悟精神内涵之美。

专业师资力量薄弱，校外辅导员来帮
助。诗社先后聘请了严垂壁、连占斗、林
还诚等一批国家级、省级作家给孩子们讲
座，谈创作感受，和孩子们品诗、评诗、
改诗等活动。诗社与陕西省宝鸡市的“童
心诗社”携手共进，通过“空中课堂”互
动，开展线上教研活动，开设微信公众号
平台，分享、交流优秀诗歌作品。此外，
刘雪林、林幼煌等一些家长也热心地参与
诗教事务，收集、整理诗作稿件，协助编
辑、制作、管理公众号，在家鼓励孩子读
诗、写诗，帮助孩子投稿。

“如何让诗句更加押韵？”“词不达意怎
么 办 ？”“ 平 凡 意 象 如 何 写 出 深 刻 情
感？”……这些是孩子们留给诗社老师的问
题，同时也是作为一项基础教育改革内容
所要研究的课题。

“诗歌教育不仅属于语文学科范畴，
更有着跨越学科、超越课程的多元特质。
我们的诗歌教育也不是要培养诗人，而是
要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涂春英
说，孩子们的创作源泉是来自于童年的生
活，所以他们诗歌处处体现了对生活爱的
表达，“诗歌教育是一种语文回归，通过
诗的语言来引导孩子内心的诗意，为孩子
们播撒下朵朵诗的浪花。”

“诗歌，培养了学生的素养；诗歌进
校园，培养了孩子们的审美情趣和人格品
质。”张江梅说，在诗歌的熏陶下，诗意
正在慢慢浸润着校园，充溢着十足的儒雅
气质。

教学 汇

篮球兴趣小组在训练

读诗、写诗、晒诗、评诗、改诗，让孩子们爱上诗社活动。

诗 社 编 辑
的诗集《凤凰山
下诗花飞》

新 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