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管城之于郑州，其魅力在于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随处可见的民族风情。

而坐落于紫荆山路两侧的这四所学校

（幼儿园），就如同四颗璀璨的明珠在

管城文化中熠熠生辉。在这里，校园

中，民族、文化二词早已深深地印入了

孩子们的心间，礼义廉耻信，温良恭俭

让，民族大团结，回汉一家亲，在如此

的民族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

子们，日后也必会是民族传统文化的

传承者、传播者、发扬者！

传统文化显魅力传统文化显魅力 民族教育润心灵民族教育润心灵

推进民族教育
构建和谐校园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写道：“学校应该永
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
人，而不是一个专家。”

管城回族区的另一所民族学校——回民第二
小学便立足于此，将“和谐”二字确定为校园文化
的核心，以民族教育为特色，围绕“促进民族团结，
构建和谐校园”的主题，把“阳光、快乐、团结、和
谐”融入到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不断深入
开展民族团结教育，重视民族教育资源的开发，采
取多种措施，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活动，促进民
族大团结，积极构建文明和谐校园。

创设民族文化氛围，在民族团结教育中具有
特殊作用。回民二小在整体创设校园文化氛围
时，就通过设立民族活动宣传栏、民族特色黑板
报、民族知识橱窗等途径，为各民族的孩子们创设
了一个良好的民族教育环境。

同时，学校将“爱我中华”等民族音乐设为
铃声，让师生置身于民族团结音乐的感悟中。
学校还建立了“红领巾广播之声”广播站，开设
了“民族常识”、“趣味风俗”等知识介绍专栏。
在 2011 年夏天改建时，回民二小还特意把学校
大门改建为充满伊斯兰风情的样式，令师生共
同生活在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中，收到了“春夜
喜雨、润物无声”的陶冶效果。

除此之外，回民二小还开辟了郑州市北大
清真寺等民族教育基地，学校少先队部每学期
都要组织学生到清真寺了解回族的信仰和伊
斯兰教的习俗，让他们受到伊斯兰传统文化的
熏陶，并且结合回族传统节日——开斋节，组
织教师召开“少数民族教师座谈会”，针对如何
加强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提出合理建议，为营
造团结和谐的校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学
校还不定期地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民族教育活
动，如举办民族知识讲座，开展“知我民族、爱
我中华”手抄报展评，组织召开全校“民族团结
主题中队会”、“民族团结教育”知识竞赛，进
行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设计方案评比等活动。

每年五月，回民二小还会举办每年一度的“民
族团结教育月”活动，在活动月中，学校通过民族特
色教育版面的设计、制作、展示以及民族知识讲座
等活动，在校园中构建出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与
此同时，每逢建军节、建党节等重大节日，回民二小
也会组织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如为庆祝建党90
周年，同时进一步升华民族团结情感，精心策划、组
织了“童心齐向党 民族一家亲”大型主题活动，集
舞蹈、少数民族服装秀、相声、乐器表演等形式于一
体，集中生动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文化艺
术、语言。通过这些具有民族特色活动的开展，更
加增强了学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
热爱，打牢民族团结的基石，让民族团结成为每个
少先队员的坚定立场和自觉行动，增强了少先队员
的爱国情怀，同时也令民族文化在校园中得到进一
步传承和发扬。

商都管城，在这里，既有商城遗址、汉代文庙所散发的古朴芳香，又有北大清真寺、城隍庙所展现的民族风情；在这里，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

契合堪称完美；在这里，现代文明与历史文明的碰撞也令人炫目。在这里，也有着这样一批管城教育人，他们默默地肩负起文化传承的重任，用自

己的汗水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灵。

2011年初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要求。鲁迅先生也曾说

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管城的教育者们正是奉行着这样的理念，努力地将民族文化的瑰宝发扬光大。

弘扬传统文化
品味民族底蕴

在二七广场东，商代遗址旁，坐落着一所
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民族学校——管城回族区
回民第一小学。

走进回民第一小学的校园，生机与活力扑
面而来。高大洁净的教学楼雄伟壮观；挺拔的
大树洒满绿阴；造型别致的温馨提示语讲述着
校方对学生的关怀与教育。

漫步校园，浓浓的文化气息更是令人沉
醉，这里的一景一点都有故事，一路一石都有
名字，一草一木都有灵性；这里每一片绿叶都
富有文化内涵，每一个景点都给人以启迪，每
一寸空间都流光溢彩。

在回民一小，“孝”、“德”二字贯穿着师生
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校园有一面 80 余米长的中华孝德文化
墙，图文并茂的《古代二十四孝故事》，深入浅
出的《弟子规》等内容呈现其中，让学生在课余
时间更方便、更轻松了解传统孝德文化，明白
孝德不仅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行为，人人争
当“孝德好少年”。同时，为推广继承孝德文
化，回民一小还开展了“感恩格言征集”、“我
的孝德故事”、“我为父母做件事”等活动，培
养了学生良好的孝德行为，形成了孝德文化教
育的良好氛围。

除了“孝”、“德”，其他中华传统文化也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着回民一小的孩子们，每周一升
旗时听一个传统文化故事，每天早晨诵读10分
钟传统经典作品……在这所书香漫溢的校园
中，类似温良恭俭让这样的传统美德在师生的
身上得以充分体现。

同时，作为一所民族学校，回民一小的教育
也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校方充分利
用多种活动，把民族文化融入到教育教学当中
去，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学校开展的“每个月召开一个民族文化
主题班队会；每个月上一节民族文化课；每个
传统节日开展一次民族文化的活动”即“三
个一”活动，为学校民族文化教育提供了强有
力的平台。

回民一小的民族文化主题班队会形式多
样，低年级有体现民族特色的舞蹈、手抄报、
剪纸展示；中年级有“民族乐器演奏会”、“民
族服饰时装秀”；高年级有“民族知识我知
道”、“相声小品荟”等等，这些活动多彩多
姿，新颖有趣，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
还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活动中学到了更多的
民族文化知识。

民族文化课更是被回民一小纳入了校本课
程。作为一所民族学校，回民一小有很多回族
学生。针对这一情况，学校在一二年级开设了

《走进回族》这门校本课程，让学生了解回族的
民风民俗、信仰礼仪、饮食文化、服饰特色等，从
而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三
四年级开设了《中国民族文化》课，内容涉及多
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服饰、舞蹈等等，让学
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民族文化的
博大精深。对于心智更为成熟的五六年级学
生，管城区统一开设的《民族团结教育》课，让学
生进一步了解了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的方
法等等，增强了学生民族团结的意识。

每逢传统节日，校方也会开展诸如“元旦
剪纸迎新年”、“春联年俗大荟萃”、“元宵节
灯谜大家猜”、“春天手工风筝赛”、“清明节
忆古诗”等蕴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彩活
动。而每逢回族的开斋节，学校还会开展每
年一度的“回族文化宣传周”活动，设计制作
回族英雄、回族生活习俗等图文并茂的经典
宣传画，让学生走进北大街清真寺，了解回族

的历史发展，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学
生带进民族文化的精彩世界中，让学生

置身于吸取民族文化精髓的意境之
中，品味民族文化的底蕴，感受

民族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改革开
放的深入，从语言到服饰，从节日到习
俗，外来文化都在急剧地冲击着我们的
传统民族文化。

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90 后”和“00
后”孩子们，传统民族文化的缺失显得尤
为严重，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孩子们对
西方文化盲目崇拜，渐渐淡忘了中国的
传统文化。上一代人小时候乐此不疲的
跳皮筋、抖空竹、推铁圈等健体益智的小
游戏似乎离孩子们越来越远。

面对着孩子们传统文化的缺失，位
于管城回族区新郑路的工人第二新村小
学在坚持常规教育的基础上，大胆引入
了民俗文化教育，把传承民俗文化作为
校园德育工作的一个重点，将民俗文化
教育列为工二村小学的特色教育。

步入工二村小学，民俗文化的身影
随处可见。校门口以“工二村小学”拼音
缩写为内容的中国印章民俗特色影壁
墙，传达着工二村小学传承民俗文化，弘
扬民族精神，继承创新，融会世界的理
想；在其侧面，以“民俗故事”为主题的大
型浮雕栩栩如生，吸引着每一个进出校
园的孩子驻足观看，在潜移默化中激发
着孩子们对民俗文化的热情与兴趣；操

场上，以武术、盘鼓为内容的民俗特色文
化墙与主题浮雕交相辉映；教学楼的走
廊上也充斥着民俗文化展板，将什么是
民俗、中原地区有哪些民俗、它们有何特
点等内容，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图展示给
孩子们，让民俗文化的魅力贯穿于孩子
们的在校时光；同时，彰显民俗特色的剪
纸、泥塑、面塑、年画等作品，也以不同的
形式展现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使孩子
们随时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而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校园中那
间独特的“民俗馆”了，置身其中，充满民
俗风情的虎头鞋、窗花、泥塑、风车琳琅
满目，穿行其间，无异于享受一场民俗文
化的饕餮盛宴。

同时，记者也了解到，为了打造民俗
文化特色校园，工二村小学的领导还走
访了很多民间艺术家，聘请了河南省著
名民俗艺术家孟宪明老师为名誉校长，
一同开发学校的校本课程。

本着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工
二村小学研发了 1~6 年级的校本课程，
确定了各年级的学习内容。每个年级的
校本课程均由“民俗风貌”、“民间美食”、

“民间艺术”、“民间体育”四大块构成。
学生通过六年的学习，将会对剪纸、茶

艺、书法、女红等传统文化有一个较全面
的了解。同时，学校还将民俗文化的发
扬渗透到各科教学，深挖教材中的民俗
资源，让师生了解民俗知识和历史背景，
激发他们的热爱之情，最终达到师生人
人爱民俗，人人动手创民俗，人人主动传
民俗的良好氛围。

在注重民俗文化教育的同时，工二村
小学的民俗活动也是丰富多彩。2011年
2月，工二村小学举办了一场生动有趣的

“民俗庙会进校园”活动，请来了河南省著
名的民间艺术家到学校现场表演，魔术、
吹糖人、捏面人、剪纸、刺绣、民间字画等
十几种表演让师生大开眼界。类似活动
已连续在工二村小学举办了三年。通过
活动，工二村小学的孩子们更加深刻体验
到了中华民俗文化的瑰丽与广博，激发了
他们身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和对生活、对
民间艺术的热爱，使得民俗文化的精髓在
下一代的身上得以发扬。

采访中，工二村小学校长陈丽红也表
示：“我们会鼓起十足的信心，把中国地方
特色的民俗文化的种子传播下去，让优秀
的民俗文化在中原大地上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让中原大地上的子子孙孙都具
有中华灵魂，世界眼光。”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教
育的艺术》中指出：“教育工作者的任务
在于发现每个受教育者身上最美好的东
西，不以学校里的条条框框限制他们：鼓
励独立工作——创造。”与此同时，民间
艺术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中的一块瑰宝，它产于自然，内容丰富
多彩，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和活力。
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民间艺术是生产
者的艺术。”可见，若将民间艺术与受教
育者的“创造”工作结合起来，定会是一
种更加科学，更具民族气息，同时更加贴
近生活的教育模式。

管城回族区回族幼儿园便做到了这
一点，自去年开始，民间艺术启蒙教育便
作为管城区回族幼儿园的园本课程，得
到了很好的推广与实施。

管城回族区回族幼儿园园长张蔚
告诉记者：“在幼儿园进行民间艺术启
蒙教育活动，让幼儿感受民间艺术的精
华，不仅能使幼儿在现代文化氛围中汲
取民间艺术的精华，而且能扩大孩子们
的眼界，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播撒民间
艺术的种子。”

据了解，针对 3~6 岁幼儿的特点，管
城回族区回族幼儿园的老师们群策群

力，广泛讨论，最终确定将泥塑、剪纸和
版画三种民间艺术形式作为幼儿园的园
本课程。并确定了小班开展泥塑活动，
中班开展剪纸活动，大班开展版画活动
的课程安排。

同时，园领导还聘请了民间艺人
来幼儿园对全体老师进行现场的技能
技法的培训，每月一次的集中培训，使
得老师们在泥塑、剪纸和版画方面的
技能技巧有了很大的提高。

具体的教学工作中，幼儿园老师们
选择了各种民间艺术作品的图片和成
品供幼儿欣赏，而且为幼儿创造了良好
的环境，使幼儿融入到民间艺术特色的
环境中，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并邀请了民间艺人来园为孩子们展示
绝活。同时，各班还根据幼儿的特点及
发展情况，开辟了剪纸、国画、印染、编
织等特色区角活动，为孩子创设了走近
民间艺术、自主开展活动的空间。

通过一年多的培养，小班孩子在泥
塑活动中学会了团、搓、揉等技法，并且
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孩子们
也从中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中班幼
儿更加熟练地运

用剪刀，而且掌握了窗花、二方连续等剪
纸方法，重大活动时孩子们也用自己的剪
纸作品布置活动室。大班幼儿从最初对
版画的一知半解，到对版画活动的浓厚兴
趣，以及制版成功后的兴奋，充分体现了
幼儿对民间艺术活动的渴望。

注重课堂上民间艺术教育的同时，
管城回族区回族幼儿园的教学环境也
充满着民间艺术文化气息，园长张蔚告
诉记者：“幼儿园的环境是一本立体的、
多彩的、富有吸引力的无声的教科书，
它作为一种‘隐性课程’，在开发幼儿智
力，促进幼儿个性和谐发展等方面具有
独特功能和作用。我们精心营造浓厚
的民间艺术文化氛围，从不同角度向幼
儿展现了中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文化。
利用幼儿园楼梯墙壁展示了各种民间
艺人的作品，如面塑、剪纸、糖人、版画
等。在每层楼的活动大厅悬挂了砖雕
十二生肖、布艺手工作品等挂饰。给幼
儿园增添了浓郁的民族风情，让幼儿在
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感受民间艺术
的美，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

管城回族区民间艺术启蒙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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