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拜拜孔孔子子为为师师 诵诵国国学学经经典典
国学堂里读书、习武，用经典文学丰富周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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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将
□博兴县第一小学 六年级七班 韩昊洋

古朴的徽派建筑里传出朗朗读书
声，推开半掩着的木门，一群孩童和家
长席地而坐面对圣人孔子画像吟诵着
国学经典：“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

古代学者认为，《大学》是孔子及
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
读物。10日上午国学体验课堂里，小记
者们首先诵读的就是这部经典。领读、
齐读、到最后的背诵，小记者和家长们
一个课堂，没有年龄界限之分，大家一
起读书，偶尔起身拍照的家长，还不忘
念叨着书本上的内容。

经过几遍阅读，不少小记者已经
可以小部分背诵，葛钧颢、苏冠奇等几
位小记者还为大家现场展示，表现出
了出色的记忆能力。“以前总觉得这种
古人的书很没劲，现在读者也还可以，
很好记，还认识了很多以前不认识的

字呢。”
“我作为家长觉得读读这些经典

很有益处，更别说对孩子了，我读了这
一会就感觉不那么浮躁了，很放松，也
有收获。”一位家长拿着读本，一边翻
看后面的内容，一边和记者说着刚才
阅读的感受。

能文亦要能武，读完经典，了解完
简单的国学知识，练习太极拳多年的
老师带领小记者们，一套24式太极拳
打得动静结合，行云流水。小记者这门
一边欣赏一边模仿，一招一式像模像
样。

古代经典可以教会人很多，孩子
在成长时期吸取精华选择阅读，是对
他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存在益处的，古
代圣贤延续了这么多年的教材肯定有
其道理，我们学习它、了解它、受益于
它。 本报记者 张爽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谭正正
通讯员 王蕾 王云梅) 近日，2014
年滨州市新教育叙事展演活在北镇中
学礼堂举行，在回望新教育取得成就
的同时，对获得2014年度全市新教育
实验优秀学校的校长和10名“全国新
教育实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新教
育”已经成为滨州市素质教育新引擎。

活动展演之前，滨州市教育局正

县级督学侯学锋宣读了全国政协常
委、副秘书长朱永新发来的贺信，贺信
提到滨州虽是新教育实验的后起之
秀，但是正式加盟新教育大家庭后取
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

2014年滨州市成为全国第41个新
教育实验区。目前，全市义务学段近100
多所学校、500多名教师积极参与“新教
育”。新教育实验区域推进，蹄疾步稳，

成效明显。实验教师外出学习420人次，
市内培训教师1200人次。在新教育实验
学校，“晨诵午读暮省”成为儿童重要的
生活方式，“缔造完美教室”将愿景、文
化、课程等融合在一间教室里，编织诗
意的生活，以“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
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新教育”，成为
全面深化实施素质教育的新引擎和课
程与教学改革的新载体。

“新教育”成市素质教育新引擎

一座县城中的一片草地，一片草
地的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上坐着一个
俊美少年——— 那就是我。我正注视着
草丛中的一只小昆虫，如果把它放大，
它会有八面威风，那对捕捉足就像寒
光闪闪的大刀。

这 个 昆 虫 就是昆 虫 中 的 大 刀
将——— 螳螂。

这个性情飘逸的游猎者没有根
基——— 吃到哪，住到哪。不过，它现在
很满足，因为，它枯黄色的外套可以把
它伪装成一丛枯叶，用守株待兔的方
法狩猎。

两只蝗虫一前一后，哼着小曲来
了：“啦啦啦，我们啃食庄稼……”

大刀将心中一喜：我的猎物来了。

他把翅膀伸开，使自己看起来更大。
“咝咝，你们干的好事！”

两只蝗虫做贼心虚，吓得魂飞天
外，魄散九霄，想动也动不了。

说时迟，那时快，大刀将用一对大
刀死死夹住前面的蝗虫，那只蝗虫的
血立刻流出来：“疼死我了！再不啃庄
稼，再……不啃庄……稼……”

啃庄稼的贼恶贯满盈，罪有应得，
气绝身亡。

大刀将笑了：“你还啃庄稼吗？”
另一只蝗虫膛目结舌，屁滚尿流，

逃之夭夭。
大刀将正在得意刚吃完的蝗虫多

么鲜美时，一只比它大着很多的绿色
螳螂来了，张牙舞爪。两只螳螂展开对

峙。大刀将心想：让一步海阔天空；三
十六计，走为上策；脚底抹油，溜之大
吉！我走！

他想到这里，转身便走，没想到绿
螳螂紧追不舍，把大刀将视为猎物，大
刀将可恼了。于是，两只螳螂展开搏斗。

战争一触即发：大刀将先发制人，
一个闪电般的进攻，绿色螳螂仗着身
强力壮，用自己的一对镰刀同时进攻，
四杆镰刀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我看得
津津有味，立刻联想到了螳螂拳。这个
动作僵持了一分钟，绿螳螂招架不住，
把自己的镰刀一抽，振翅而飞。

“韩昊洋！”
谁在叫我？我的目光顺着草丛搜

索了老半天，一回头却看见了妈妈。

果园即景
□章丘市第四中学 李通

秋天的山野，是多彩的，是多味的，也是多情
的。

久在都市，宅在小屋，每每想起秋天，内心中
就涌起一股难以遏制的故乡故土的浓浓思绪。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晨，撇开了各种琐事的
烦忧，离开了喧嚣浮躁的都市，我走进了心仪已
久的田野。

走在通往果园的路上，阳光照得刺人的眼，
空气中散发着醇厚的清香。那秋叶味儿里有柏树
的芳香，有杏叶霜打后的苦涩，有山菊花的浓烈，
有南瓜叶的清幽，有菜园里传来的抒情诗的味
道；那果味儿，就是甜丝丝的苹果，就是干甜的酸
枣儿，就是那火红蜜甜的柿子；那花儿味，就是秋
菊的苦甜，就是那美人蕉的淡雅。原野中的清幽，
原野中的芳醇，顿然让沉重的肉身放松下来。

靠近洼地的一侧，山核桃已经打下来了。树
上空空的，树叶稀稀拉拉在秋风中偶尔做着懒散
的摇曳；靠着山坡的一侧，地上散乱着的到处是
黄橙橙的野山梨，鸭蛋大小，有的已经发黑了。一
抬头才发现，原来地头上是一片梨园，挂满了不
大不小的黄梨。或许看园子的人，认为它个头太
小，已经没有采摘的价值，任其挂着。寂静，随意，
安谧，就那么陪伴在左右。

步入看园人家的园子里，苹果树、梨树依然
硕果累累。树下乱种着小西红柿、成畦的嫩韭菜、
红红的辣椒，还有一片绿油油的的小白菜，几垄
青萝卜。最可人的是山楂，红红火火挂满枝头。怨
不得人们都叫她“山里红”，让周围那些个硕果累
累的梨树、苹果树，都黯然失色了不少。你本来想
摘一颗，结果一拽，呼啦啦，一枝上的红果都噼里
啪啦落到地上。手忙脚乱，赶紧捡拾地上的那些
玛瑙吧，因为哪一颗?都舍不得丢。经验里，山楂
是非常酸的。想起这个字，都口水溢口了。但那是
还没熟透的！这里的山楂，一颗放到嘴里，沙沙
的，面面的，有那么一点酸，但主要是甜。没有以
往我们品尝的那么脆生生的、酸得人直掉眼泪的
尴尬。你一定会惊叹：山野里自然成熟的山楂，原
来是甜的。

当然，在这里是不必拘束的。看园人看到你
摘上几颗，以为你喜欢他的果蔬，自然满面带笑。

梨子伸手一拖，就落到了手心里。因为成熟
久了的缘故，不需太多的力气，手到擒来了。当
然，你也不用去反复清洗，咬一口，汁液清口脆
甜，一直浸入到肺腑。这可是市场上梨子所没有
的清香和甜蜜。看园老人说，这些果子都没有用
化肥，而是用了家里的土肥。

山上的枣红了，挂在枝头。脆枣白生生的，咬
一口冰糖一样的甜；面枣，绵软甘甜，柔和如饴。

走进秋天的果园，让人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更让人的心境闯入了一片宁静的家园，瞬间品味
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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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滑雪游园 亲子假期

冬季什么运动项目最受欢迎，当然是滑
雪，这个寒假小记者团要去滑雪啦！地点不
远，就在济南九顶塔“雪之舞”国际滑雪场。
叫上父母朋友，除了可以滑雪、滑圈、堆雪
人、打雪仗之外，我们还将进行撕名牌的活
动，可以赢取精美礼品。体验滑雪运动之余，
大家还可以一起参观九顶塔民族旅游景区，
去领略一下少数民族风情，既然没有时间天
南海北，还就跟我们一起疯狂一天吧！

活动时间：2月8日(以放假时间为准)

活动费用：(含午餐、车票、保险、门票等
费用)

单人：218元 亲子价(一大一小)：428元

小记者：208元 亲子价(一大一小)：400

元

活动二：国学冬令营

本报联合滨州国学堂在寒假举行“私塾
教育”国学冬令营活动，将中华民族五千年
传统教育精华与现代教育相结合，顺人性、
教人伦、落实素质教育，将有机会身着汉服，
在私塾学堂中诵读国学经典、学礼仪、练书
法、赏雅乐、习太极……

【冬令营时间】
第一期：2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至十

九)

第二期：2月8-14日(农历腊月二十至二
十六)

第三期：2月25日-3月3日(农历正月初
七至十三)

【冬令营收费】
走读：798元/期(学费+午餐+笔墨纸砚)，

每天8:00前到校，16:45接孩子。
寄宿：1050元/期 (学费+餐宿+笔墨纸

砚)，首日8:00前到校，第7天16:45接。
咨询报名电话：0543-3210008

13395439159

【冬令营地址】
滨州市开发区黄河十二路渤海二十路

黄河三角洲文化产业园·莲华书院
(冬令营招收6-15岁中小学生，寄宿生

入营时请带上被褥枕头、棉拖、洗漱用品、备
换衣服。)

更多活动敬请期待……

跟着丁老师学打太极拳。

读一读。

小记者和大家长一起上私塾。

关注齐鲁晚报
今日滨州小记者

关注齐鲁晚报
今日滨州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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