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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红色文
化资源不仅是帮助未成年人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载体，也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
信可利用的历史富矿。据史料记
载，1936年，盐池解放后建立了宁
夏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光荣的
革命历程中，盐池儿女为保卫陕甘
宁边区、支援边区经济建设、发展
边区民主政治，曾作出了巨大贡
献。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中，盐
池人民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勇斗顽
敌，踊跃向前，用鲜血和汗水保卫了
红色政权，为宁夏乃至全国的解放
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在中国的
革命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红军
在盐池的革命斗争中，留下了大量
的遗址遗迹、纪念地，这些内涵深
厚、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红色文
化，是各校开展红色传统文化教育
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为了将红色文化传播得更远
更广，盐池县毛泽民红军小学挖掘
利用周边红色文化资源，加深红色
烙印浸入式教育。先后组织学生
们通过实地参观、网上学习等对李
塬畔革命旧址、盐池县苏维埃政府
旧址、唐平庄会议旧址、曾记畔三
区政府旧址等革命遗址加深了解，
前往盐池县革命历史纪念园等一
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习，引导青
少年铭记历史，内化爱国情怀，增
强对红色文化的学习兴趣。让学
生们在新时代充分感受到革命烈
士英勇斗争的艰苦卓绝，更加珍惜
今日幸福的来之不易。

今年 3 月 5 日是第 57 个学雷

锋纪念日，学校结合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严格按照盐池县团
委“疫情防控期间”新时代学雷锋
活动精神，开展“弘扬雷锋精神·致
敬抗疫英雄”教育宣传活动。通过
制作 PPT、美篇等形式，引导学生们
积极践行雷锋精神，在劳动中锻炼
自己，积极学习“雷锋精神”，用信
仰照亮战“疫”前行路，用行动凝聚
起战“疫”中的磅礴力量。通过宣
传活动，全校各年级学生将雷锋精
神记心里，用手中的画笔绘画出自
己心中的雷锋，为祖国加油，为防
疫英雄加油。一张张风格迥异的
手抄报和文章表达了孩子们对疫
情防控的必胜信心。此外，学校还
发挥红军小学的独特优势，校教务
处根据红星币管理办法在全校开
展线上红星评选活动，对优秀家
长、学习达人和优秀作业获得者发
放红星币予以奖励。记者看到，该
校对学习之星的评选要求有：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
努力学习、勤思好问，乐于探究；坚
持锻炼，讲究卫生，孝敬父母；自尊
自爱，自信自强，生活习惯文明健
康；勤俭朴素，自己能做的事自己
做。优秀作业评选首要条件是，一
笔一划写成人，端端正正写好字。

在红军小学这所红色摇篮里，
一代代少年在红色文化的哺育下
茁壮成长。正如该校办学宗旨所
说，红军小学建设主旨是为了让青
少年传承红色文化，弘扬红军精
神。从此刻起，从点滴做起，我们
共同盼望着更多的红色新人成长
为栋梁之才，未来可期，静待花开！

重温入党誓词、朗诵红色诗
歌、唱响红色歌曲、回顾光荣岁
月。日前，位于盐池县城南 110公
里的李源畔革命旧址，来了一群神
情严肃，态度认真的小“游客”，他们
是盐池县第五小学的学生。当天，
该校党支部组织党员、发展对象、入
党积极分子和优秀学生在这里开展
了“弘扬盐池红色文化，牢记嘱托勇
担使命”为主题的红色革命旧址参
观学习活动。该校党支部书记王生
雄介绍，李源畔革命旧址，在 1947
年 8 月 24 日至 1949 年 8 月 12 日为
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中共盐池县
委员会、盐池县人民政府驻地。这
里坐北面南，依山傍沟，四面环山，沟
壑纵横。组织大家来这里主要是为
了感受当年先烈们艰苦卓绝的斗争
环境，从而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更好地传承革命精神。

在盐池五小，令大家津津乐道
的是学校的思政课教育。温云霞老
师介绍，学校从教学能力、听评课制
度、教学资源的利用和政治理论学
习等方面对新学期思政课工作进行

了总体部署和安排，让思政老师更
好地开阔眼界。该校副校长施原旗
表示，作为思政教研组组长，将进一
步加大思政课改革力度，真正走进
学生，言传身教，润物无声，为学生
成长成才打下科学思想基础，时刻
关注学生所思所想所为，从学生学
习、生活、时事热点入手，精心设计
教学思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让
思政课堂活起来。低年级道德与法
治课堂上应该对小学生行为规范守
则和校纪校规进行学习，让学生从
小学会懂礼貌，守规矩。

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生雄
介绍，为了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的
教育任务，学校成立思政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对思政课教
师的领导，深入思政课课堂听课学
习交流，参加思政课集体备课，优
先选派思政课教师外出学习培
训。从道德与法治教师抓起，提高
政治站位，提高思想境界、提高课
堂实效，加强理论学习，多读书、读
好书，学时政，拓视野，让思政课上
得更加吸引人。

盐池县毛泽民红军小学：

传承红色文化 弘扬红军精神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日前，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盐池县大水坑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重温
抗美援朝英雄风采。盐池县大水坑第二小学是全国百余所红军小学
的一员，也是我区建设的第一批红军小学。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命名
为“盐池毛泽民红军小学”。

已过霜降，盐池县毛泽民红军小
学校园内的树木披上一层金色的外
衣，衬托着红色国旗熠熠生辉，格外醒
目。这一幕，让今年入学的 101名一年
级新生记忆深刻，从走进校门那一刻
起就树立了为祖国争光的伟大信念。
在作业本上，该校一年级学生李朝阳用
稚嫩的字迹写下自己对红军学校的理
解：为国效力，让世界和平。“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起
自己参加一年级新生“开笔礼”这个活
动，李朝阳异常难忘。他和爸爸一起学
写毛笔字，老师在他额头上点朱砂启
智，他还和其他同学一起观看了《红军
小学》电影，现场好多同学哭了。生动
而有意义的“第一课”，让他和同学们深
深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有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对红军精神有
了切身感受。

“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为了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红军小
学的重要指示，落实盐池县毛泽民红
军小学“诵读国学经典，传承红军精
神，弘扬华夏文明”的办学理念，学校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开学第一课”，
并结合“空中课堂”、教学实践、红色资
源整合等弘扬和培养学生强烈的民族

责任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该校语文老师王占虎认为，“优秀

传统文化进校园，首先要老师动起
来。”教师的热爱和重视程度以及教师
的素养对传统文化进校园有着非常直
接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
授宁欣曾指出，作为教师自身，应该有
厚重的文化积累和底蕴。小学在进行
传统文化教育的时候，涉及面可能不
会非常广和深，但老师应该对传统文
化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这样的课堂
才会更有品质。传统文化教育的任务
不能仅交给语文老师。该校五年级班
主任许昌珍说：“全员育人是学校教育
中重要的一部分。”各个学科的老师都
来参与，要依托学校的各个学科，积极
挖掘美术、音乐、体育等学科中蕴含的
传统文化内容，让孩子对学习优秀传
统文化更加有兴趣。“除了常规的教学
外，学校在校园文化设计上重点开辟
了红色故事墙，推出了红色校徽、校歌
等，还设置了经典诵读、书法、国学等
特色教研内容，老师们根据自己的兴
趣特长或发展需要，自由选择参加并
讨论教学中的困惑，分享、学习优秀的
经验成果。老师们文化品位的提升让
学校的书法特长班、经典诵读特色班
等特色班级涌现出来。”

本报记者 束 蓉

盐池是革命老区，红色教育资源丰富。记者了解到，盐池县青山
中心小学、盐池县第五小学等学校大力弘扬红色教育资源优势，借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研学游等方式在未成年人中掀起传承红色文
化基因的热潮，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中华五千年浩瀚的历史中，古
诗文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文
学的星空中熠熠生辉，又像是一股升
腾了千年的香气，在文学艺术的长廊
上弥漫、缭绕。日前，盐池县青山中心
小学“诵读经典诗文 传承中华文化”
经典诵读比赛在师生的积极参与中拉
开帷幕。《渔歌子》《西江月夜行黄沙道
中》等古诗词给大家带来了美的享受。

“萌动了柳芽，绽放了花瓣，《春
晓》带我们在春的序曲里，一路欢歌。”

“中华古诗犹如阵阵春雨，滋润
着我们的心田，通过这个活动，我进一
步了解了《观猎》的语言之美！”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的奇
迹，无数红军战士用年轻的生命与滚烫
的鲜血，为千古后世，写下了不朽的篇
章。朗读《七律长征》，我觉得自己又走
入了那段峥嵘的岁月。”对于此次活动，
不少参与的学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真实
感受。

据悉，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
高学生人文素养，组织开展经典诵读
活动。盐池县青山中心小学旨在通过
此次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学生良
好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从
而营造书香校园，书香班级。“少年智
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
强”伴随着振奋人心的乐曲声，同学们
声情并茂的经典诵读赢得了师生阵阵
掌声。此次活动的开展，旨在通过以

赛促读、以读促学，学用结合，引导师
生认知传统、弘扬传统，将经典诵读行
动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推进素
质教育的载体形式，与学校的教学、科
研、育人有机融为一体，让学校真正成
为一个时刻响彻着琅琅读书声的地方，
一个散发着浓浓书香的地方。

在正常教学之余，盐池县青山中
心小学还积极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家
乡行”研学活动。记者从该校了解到，
研学实践教育是让学生在研学旅行中
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感受中华传统美
德，感受革命光荣历史，感受改革开放
伟大成就；同时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
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身心健
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进一步形成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
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传承家乡红色
革命传统，该校结合实际，先后多次组
织师生到盐池县革命烈士陵园开展浸
入式红色教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教育需要实践，成长需要体验，研学活
动寓教育性、知识性、科学性于一体，不
仅让同学们欣赏了美景，更增长了知
识，开拓了视野。并让同学们在欣赏的
同时，懂得家乡的历史，领略家乡美，激
发爱家乡，将来建设家乡、奉献家乡的
强烈情感。

据悉，该校会将这种类型的学习
方式继续延续下去，让同学们走出校
园，领略祖国壮美的锦绣山河，感触悠久
的历史文化，培养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古时，“开笔礼”是极为
隆重的典礼，学童会在开学
第一天早早来到学堂，由启
蒙老师讲授人生最基本、最
简单的道理，“开笔礼”对每
个读书人来讲有着重大的意
义 ，被 称 为 人 生 四 大 礼 之
一。近日，记者走进银川市
金凤区第七回民小学，了解
该校“开笔礼”这一独特的传
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为了让刚入学的一年级
小 学 生 真 切 感 受 到 入 学 是
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每年 9
月 开 学 举 行 的 新 生“ 开 笔
礼”，都是金凤区第七回民
小 学 最 为 隆 重 的 活 动 。 该
校校长李艳介绍，学校每年
举行的新生“开笔礼”活动，
就 是 希 望 以 隆 重 庄 严 的 仪
式，让新生真正感受到入学
是开始学习，走向成功的起
点。“古为今用，古今结合，
学校结合时代的特点，并有
所创新地举行‘开笔礼’仪
式，就是以此激励孩子们珍
惜学习的机会，尊师孝亲，
并 通 过 这 种 方 式 来 传 承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李艳说。

据了解，金凤区第七回民
小学的“开笔礼 ”仪式分为

“自正衣冠、行拜师礼、朱砂
启智、启蒙描红、诵读经典、
感恩父母、击鼓明志、入学宣
誓”八个环节。在古乐中，老
师带领新生们正衣冠，让孩
子们学会整理自己的头发衣
物，以饱满的精神面貌面对
每一天，正所谓“先正衣冠后
明事理”。随后，学生们行拜
师礼，感谢老师启蒙之恩，以
示从此勤奋努力。

该校一年级的学生家长
王静告诉记者，“孩子对今年
的‘开笔’礼活动一直记忆犹
新，尤其是老师为孩子点朱砂

启智慧，孩子经常在家里提
起，点朱砂是老师们对孩子们
言明心亮，好读书，读好书的
祝福，‘开笔礼’活动又是对我
们国家传统文化的传承，作为
家长，我觉得这样的入学开学
活动很值得称赞。”

据悉，在“开笔礼”活动
中的“启蒙描红”书写“人”字
环节，学校还会邀请书院的书
法老师，用篆书、隶书、楷书、
行 书 四 种 字 体 分 别 书 写 的

“人”字，孩子们跟着老师描写
“人”字，人字一撇一捺，中正
平和，开笔写人字，寓意在人
生 的 启 蒙 阶 段 要 先 学 会 做
人。诵读经典是开启智慧的
最好方式，活动中，新生们还
会齐诵国学经典《三字经》，在
诵读中感受传统诗文优美的
韵味。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
感恩父母环节，学生们端正身
意，整肃衣冠，向父母行“三拜
礼”，一拜父母养育之恩；再拜
感谢父母教育之恩；三拜感谢
父母长情的陪伴。通过感恩
父母，让学生怀有感恩之情，
感恩父母的辛勤付出。

同时，还会让老师击鼓以
明志，古代的读书人要到学宫
去考取功名，往往通过击鼓的
方式，表达他们要读书上进和
考取功名的愿望。击鼓的声
音越响，声音传得越远，说明
志向就越远大，老师击鼓三
声，以示学生从今启蒙，树立
远大理想。

“‘开笔礼’仪式，不仅能
让孩子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神圣，也能让孩子们认识到尊
师重道是我国传统美德。从
小让他们树立良好的品德品
质，学文化先学做人。相信这
样隆重的“开笔礼”仪式会让
孩子们铭记终身。”李艳说。

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

立德树人 让思政课“活起来”

沿着前辈的红色足迹坚定前行

红色精神代代传 革命传统记心间

“开笔礼”
开启新生成长第一课

本报记者 梁 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
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近
年来，随意走进我区一所校
园，就会发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 化 在 孩 子 们 的 欢 声 笑 语
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其中，
皮影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也
是 很 多 人 关 注 的 事 情 。 近
日，记者走进银川市西夏区
第十一小学，皮影社团六年
级学生马睿婕正在用剪刀雕
刻皮影“蛙人”。

只见马睿婕灵巧的双手
上下翻转，制作出的皮影人
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
物，而是结合自己对贺兰山岩
画理解基础上的再创新。学
习皮影制作 3年多，马睿婕对
皮影有了自己的理解：“我们
皮影社团有 10 名同学是学怎
么制作的，还有 6名同学是学
习怎样表演的。我特别喜欢
制作皮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
法去雕刻，最终让属于我的皮
影活起来。”

皮影，旧称“影子戏”或
“灯影戏”，是一种用蜡烛或燃
烧的酒精等光源照射兽皮或
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
故事的民间戏剧，有文字记载
以来，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皮影戏却
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野。现
如今在我区能看到皮影戏的
地方也是少之又少。

2015年，西夏十一小开设
了皮影社团，并请来国家一级
工艺美术师、宁夏非遗传承人
赵增涛做特邀教师。对于赵
增涛来说，皮影文化能够进学
校，让他感到欣慰：“传统文化
后继乏人，通过传统文化进校
园，不仅让传统文化得到了传
承，让孩子们领略了传统之
美，通过皮影戏这种表现手
法，让孩子们树立起正确的人
生价值观。”

近年来，该校将文化的继
承与发展视为自己的责任，成
立“非遗项目”，将优秀的、体
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
遗项目与国家课程相结合。
将“皮影戏”搬进课堂，纳入美
术课，成立非遗工作室，让非
遗文化润泽校园，让学生在学
科教学与社团活动中认识、了
解、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学生们从小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民
族自豪感。

“皮影有故事、有人物、有
情节，既能锻炼动手能力、也
能提升审美水平、还能增加表
演能力，孩子们非常喜欢，现
在皮影文化已经成为学校的
一大亮点。”教授皮影表演的
老师刘彦萍告诉记者。皮影
社团成立以来，已经排演了
《东郭先生》等 10多部孩子们
喜闻乐见的传统故事。同时，
学校还成立了皮影编剧社团，
组织学生及时将校园特色发
展情况和美丽校园发生的美
丽学生和美丽教师的动人事
例写成剧本，提供给皮影社
团，然后用皮影戏表现出来，
演给全校的老师和同学看，用
这种鲜活的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将孩子们的美好童年留作
记忆。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发扬的今天，只有让多
彩纷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走进课堂丰富课程内容，走
进校园润泽校园文化，才能
让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更好地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滋养
学生艺术素养与艺术气质，
让孩子们了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社会责任感，更加
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该校
校长王义红说。

本报记者 梁 静

传统文化在校园扎根发芽

盐池县毛泽民红军小学。

家长和孩子共同诵读经典。（图片由盐池县第五小学提供）

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皮影戏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