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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子子规规》》课课间间操操，，运运动动中中学学国国学学
开发区里则一中寓教于乐，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传统文化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8日，在滨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里则一中小学部的广场上，师生们一边朗诵意蕴
深远的国学《弟子规》，一边伴随着古朴而又轻快的童声古诗
唱读舞动身姿。从去年春季开始，该校将《弟子规》的内容与学
生课间操相结合，改编出一套适合小学生们的运动操，学生在
运动的同时接受国学的熏陶。

《弟子规》融入课间操

学生运动中学国学

8日上午9点40分，在里则一
中小学部的校园里，1-4年级11个
班共480余名学生，在操场上有规
则地排列开来，广播里《弟子规》
里面的内容伴着音乐被播放出
来，学生们熟练地做着相对应的
动作，并且嘴里随声附和着。该校
级部主任张国栋告诉记者，学校
是九年一贯制，由于学校面积的
原因，小学部仅有1-4年级，而5-6
年级在中学部，但是国学课间操，
在中学部的两个年级同时展开。

每天上午第二节后，开始国
学课间操，整个课间操持续大约4
-5分钟。《弟子规》的内容全部放
在课间操里时间有些太长，因此
目前只有前两段，课间操上的学
生动作幅度不是很大，改编主要
是本着适合小学生的身体发育状
况。张国栋说，国学操《弟子规》是
上学期春天开始的，主要是把活

动和传统国学结合起来，这样学
生在运动中接受了国学知识，一
举两得。目前，所有的小学生能够
熟练地将前两部分背诵了。

“一开始在每个班级都开始
晨诵，主要是朗诵一些国学经
典，像《弟子规》、《三字经》、《千
字文》等，由于学校在去年申报
新教育实验学校，营造书香校
园，学校也有计划将剩下《弟子
规》内容改成课间操。”张国栋
说。

而该校德育处主任孙艳崔
告诉记者，在国学操《弟子规》刚
刚学习后，各年级、各班级之间
还开展了一场比赛。学生由广播
体操一下子改成国学操，并且大
声朗读出来，开始学生放不开，
因此学校想通过班级比赛，调动
起学生的积极性，让国学操慢慢
被学生完全接受。

国学教育遍布

学校各个角落

将《弟子规》融入学校课间
操只是里则一中贯彻“国学教
育”进校园的其中一个活动展
示。老师赵金芳说，将运动的活
力注入古朴的国学中，配以节奏
鲜明的音乐，加上简单易学、协
调优美的动作，使学生在锻炼身
体的同时通过唱、跳的形式熟记
国学经典，让学生在律动中感受
国学的魅力，愉悦身心。

除此之外，记者发现，在里

则一中的墙壁上，教室顶上的梁
柱上，全部张贴着《三字经》、《千
字文》等国学的语句和文章。据
悉，该学校的环境创设突出传统
文化，让学生在国学的熏陶下营
造学生们健康的身心。赵金芳介
绍，学校通过各式各样的国学活
动，既陶冶了师生情操，了解了

《三字经》的内涵，又培养了学生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像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

是全体师生所喜闻乐见的，这
样既能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又能让学生在运动中记忆了中
华经典文化内容，使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意
识。”赵金芳说，把传统国学融
汇到各式各样的活动中的同时
也让教孩子如何做一个孝顺父
母的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
一个善良知礼的人。

惠民县李庄镇桑树王村环境整治有“妙招”

112244口口人人小小村村筹筹到到6644万万元元资资金金
7日，在惠民县李庄镇桑树王村，电工正在为村里安装路灯。“安

装路灯的同时，镇上正在帮助俺村落实新建出村桥的计划，4月下旬
村庄道路硬化工程就可以开工，6月10日前各项整治任务就能完成！”
桑树王村支书徐宝田如是说。只有124口人的桑树王村，今年筹集到64
万元的资金，人均筹资数额突破5000元。

◆小村办大事 筹资难度大

今年，李庄镇有38个村开展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桑树王村从去年11月
村两委换届刚刚结束后就开始谋划
了，然而村子小、人口少，整治任务却
很大。

为了确保完成整治任务，新一届
村两委班子刚上任就到邻村参观学习
并按照镇上2014年的标准做出了初步
整治计划：修建水泥路1560米、路边沟
260米，硬化巷道300平方米，修建健身
广场1处、公厕4个、垃圾池2个，安装路
灯11盏，栽植绿化树木500株。测算下
来，需要资金80万元。上级奖补大约
30%，其他的还需要村里筹集。村民们
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外出打工，农田
里种的都是小麦玉米。要筹集这么多
钱，还真是个大难题。村两委一合计，
还是要发动群众想办法。

◆土地换资金 群众都支持

今年1月初，村两委召集党员和
群众代表开会，经过商议大家一致决
定回收村内的闲散地，并本着“近者优
先”的原则进行承包；对于村外未确权
到户的场院地和沟边地，大家建议通
过竞价的方式承包出去。

会议之后不几天，村内4亩闲散地
按每平方米每年2元全部承包了出去，
承包期30年，收取承包费16万元；村外
未确权到户的场院地和沟边地也顺利
承包了出去，承包期30年，收回承包费
3万元。这些包出去的零散地块，目前
有的已经栽上了树，有的已经开垦起
来。“他们都很自觉，不管种啥，都能保
证不影响村内环境整治效果，也不影
响地临作物的生长。”村支书徐宝昌告
诉笔者。

但19万元还远不够用。2月10日，
村两委组织召开村民大会，研究下一

步筹资的事情。“咱村人均2亩多地，一
个人拿出半亩来，让村里一起承包出
去！”一番议论之后，大家认为拿地换
钱的办法是可行的。会上，大家举手表
决，大部分人同意这么办。对于因事没
能参会的人员，村干部当场给他们打
去电话征求意见，结果他们都同意。会
后，村干部到镇上的农村经济管理站
咨询，得到的答复是这种办法不违背
相关政策，这让村干部们吃了定心丸。

2月15日，全村32个户的户主都在
村委会的征求意见书上签了字。2月
底，村西61亩土地被6个户承包了下
来，承包费每亩最低410元最高600元，
承包期限都是15年，村里收取承包费
45万元。

◆包地有账算 打工有钱赚

村民徐宝昌是6个承包户之一。他
承包了15亩地，是这次承包地最多的。
据他计算，除去承包费和其他费用，种
玉米和小麦一亩地一年还有500多元
的纯收入。村民徐宝友家里有农用拖
拉机和小麦联合收割机，他这次承包
了10亩地。他说自家有机械种地不费
劲，这些地连成片旱能浇、涝能排，承
包下来有帐可算。

对于大部分农户来讲，人均少了
半亩地，也都不在乎。村里大部分劳力
在镇内的绳网企业打工，收入都比较
稳定。有的，今年还计划跟企业协商，
要把半成品拉到自己家里搞加工，那
样收入还要多一些。“麦收前，俺村的
路肯定能修好。到时候，我们在自己家
里给企业打加工，还能多赚一些钱！村
民徐宝凤说。

每人拿出半亩地，原先每家每户
的地块就要重新调整。为此，村里3月
初对原有农田进行了再分配。前几天，
地块已经分配好，橛子也楔好了。村民
们都没有意见。麦收后，就到新地块去
种玉米。

文/片 本报记者 谭正正 王晓霜 本报通讯员 赵莹

在李庄镇桑树王村，电工正在为村里安装路灯。本报记者 王璐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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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一边朗诵《弟子规》，一边舞动身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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