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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曾经的自己，也是我们
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
一个自省和自我提升的过程。”谈起
家庭教育，漳州青年画家杨雅瑾徐徐
道来，言如春风。

在刚刚出炉的第四届漳州市小

学生手抄报比赛中，杨雅瑾的儿子杨
禹宸获得 A 组第一名的成绩。作为
一名二年级的学生，杨禹宸设计的龙
娃徽标被选为龙师附小学校运动会
吉祥物，美术作品曾获漳州市中小学
防震减灾书画作品大赛美术作品小

学组一等奖。
“我的家庭教育理念不是管理，

而是示范和引导，我比较看重身教，
比如孝顺、正直、时间管理等，我希望
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告诉孩子，应该成
为怎样的人。”杨雅瑾告诉记者，她并
没有刻意地让孩子学画画。从孩子
刚会握笔起，她并没有过多干预，而
是希望让孩子自由地用涂鸦表达内
心世界，用自己的审美去涂色。

“我做得更多的是提供绘画环
境，在旁边陪伴，观察绘画过程，给予
他一些引导和肯定，让他充分享受绘
画的快乐。平时的陪伴中，我会培养
他对颜色、形状、空间位置的判断认
知，有意无意地带他从艺术的角度感
受生活中的美，引导激发孩子的创新
意识。”杨雅瑾认为，应该给予孩子充
分的选择和自由，和孩子进行开放性
的沟通，帮助孩子权衡利弊，让孩子对
自身和所做的事情有自己的判断，鼓
励孩子自己做选择，而不过度干预。

虽然不干预，却润物于无声，身
教于无形。“绘画可以锻炼孩子手、
眼、大脑的协调能力。在绘画过程
中，孩子可以通过观察、分析来发展
认知能力，通过概括、取舍来拓展思
维能力，通过联想、虚构发展创造力
和变通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首先
是源于兴趣。我平时在家画画，小朋

友常会被吸引过来，希望参与其中，
并且有较强的表现欲望，表现出对画
画的兴趣。”这样的家庭场景，颇有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的意味。
“绘画过程中，孩子遇到自己手

中的画笔无法表达内心想法，或者构
图造型太复杂，画不好的时候，有时
也会急躁，想寻求帮助或放弃绘画，
这时候就需要我来帮助疏解情绪，引
导他如何分析问题。面对困难，我会
通过画法技法的介入、多元化的工具
材料，启发示范，引导孩子去解决绘
画中遇到的难题，这也是拓展教育和
收获经验的良好机会。当小朋友画
好一幅画时，可以从中得到喜悦和满
足，进而找到自信。”杨雅瑾告诉记
者，她会带孩子看绘画教程，欣赏别
人的作品，也常常跟孩子一起作画，
示范讲解。除了自己教，孩子也上美
术兴趣班，每位老师都有不同的技法
和风格。

“我挺重视乐观和坚韧品格的培
养，这两种力量可以激励孩子，让他
为自己创造一个积极的未来，且遇到
挫折时拥有重新振作的能力。并且，
我相信无论孩子多大，最能治愈他们
的，永远是父母的认可，应该适时鼓
励、欣赏孩子，挖掘孩子的潜力。”杨
雅瑾说道。

☉本报记者 邹美玲 文/图

最好的家庭教育是言传身教

第四届漳州市小学生手抄报比
赛评选结果出炉，连续四年参加且屡
获奖项的孙辰昊，今年再获B组一等
奖。不仅如此，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科幻画一等奖、2021校园食品安全
主题书画比赛三等奖、书画等级证书
硬笔书法三级……今年上五年级的
孙辰昊，已经积累了一张又一张的奖

状及证书，而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母
亲的用心养育和引导。

“辰昊从小班开始就在姑姑的熏
陶下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姑
姑是画室的美术老师，会通过听音
乐、讲故事等方式引导小朋友进行绘
画创作。”妈妈许敏芳告诉记者，在姑
姑的影响下，辰昊得到了绘画启蒙，

她和辰昊爸爸孙毅也就势培养孩子
的美商。“我们家的教育是不以成绩
为目的的，是要培养孩子的修养、审
美、品行、素质，让孩子学会欣赏生活
的美好，生命的可贵，感知世界的多
彩，从而丰富他的生命。”

姑姑领进门，父母来助力。兴趣
也许容易培养，但把兴趣变成作品并
坚持创作，却不容易。“绘画其实是一
件枯燥的事情，一幅画有时候要画两
三天，这对于小孩子是很不容易的。
每次辰昊画画快坚持不下去时，我会
陪在他旁边对他说：‘小画家加油、努
力，不放弃！’”许敏芳说，不仅是在画
画这件事上，在许多事上，她都会鼓
励孩子无论做什么事情，要么不做，
要做就要用心做到最好，凡事贵在坚
持，坚持就是胜利。

许敏芳也非常擅于花式鼓励，并
擅于捕捉生活点滴为孩子的创作增
添灵感。有一次，辰昊把自行车画得
逼真，爸爸说：“你怎么把我的自行车
牵到墙上的画中了呢？”我要怎么骑
下来呢？辰昊被逗得哈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许敏芳和孩子在家里吃核

桃，吃完核桃就突发奇思妙想，想着
用核桃壳来做些什么？最后经过讨
论和努力，终于做出核桃小船、核桃
小乌龟、核桃小老鼠等各种各样的核
桃作品，并把核桃小船放到脸盆里，
让它在“大海里”航行。像这样的趣
事还有很多，一件件趣事也成为孙辰
昊学习和成长路上的养分。许敏芳
说：“我和他爸爸都尽可能让辰昊可
以在玩中学，孩子玩得很开心，还说
我们是最佳创意搭档。”

许敏芳说，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画作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升级。现
在，孩子每一次创作之前，都会先查
阅资料，再拟定绘画主题。每一次参
加绘画比赛，都会和家长一起讨论。
画画之余，孩子还学习到不少课外知
识。而这也让孙辰昊获得了积极的
成就感。“他觉得学画画这个事情很
有意义，可以表达很多东西，可以用
富有美感的方式传递信息。”

“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父母都
应该为孩子提供一件‘隐形的披风’。”
谈起教育理念，许敏芳表示，心理学家
黄仕明提出的这个观点富有启发
性。她认为，一个家庭对孩子兴趣的
发现和成长的关爱很重要，爱是孩子
健康成长的动力，陪伴学习，培养兴
趣，开心专注地做每一件事，让孩子
掌握自强自立的本领。

☉本报记者 邹美玲 文/图

给孩子一件“隐形的披风”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聚光灯
下，这些生活中稀松平常的物件
正被艺术再造“唤醒”，重新定
义。日前，“以美育人系列之‘公
艺·无界’2023届公共艺术专业毕
业作品展”在古城文艺交流中心
开幕。

本次展览由闽南师范大学艺
术学院主办、美术与设计系及美育
研究中心联合承办。展览以“公
艺·无界”为主题，共展出作品 76
件（组），包括文创产品、家具设计、
装置艺术及概念设计等，题材涉及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
术设计、公共艺术空间设计等专业
方向。展示的作品中，既有满足用
户需求的家具产品，又有独具设计
感的装置艺术，展现了设计者新奇
的艺术思维及对新材料、新工艺的
广泛探索。

艺术学院公共艺术产品设计
专业学生苏诗婷此次带来一款针
对学龄前自闭症儿童的玩具，外观
采用熊猫、青蛙等造型，非常可
爱。在外兼职美术老师时她发现，
一些自闭症儿童虽然存在社交障

碍，但容易被声音所吸引，“因此，
我在设计中特意增加了发声装置，
模拟动物的声音，吸引自闭症儿童
的注意，让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共
同完成游戏。”苏诗婷说，目前，已
有部分合作方来洽谈这款玩具投
放市场的相关事项。

“不要为我拭泪，前进带起来
的风，会把我的眼泪吹干。”这是艺
术学院公共艺术专业学生王玮洋
在此次艺术展上，用盲文篆刻在作
品上的一句话。她的作品以盲道、
盲文为母本，关注盲人这一群体，
作品充满了灰暗的困顿和母性的
关怀。“我们一直关注社会上的弱
势群体，希望立足我们的专业，以
艺术的形式，让弱势群体被更多人
看见。”王玮洋说道。

闽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院
长蓝达文表示，本次艺术展体现了
艺术风格与时代发展的紧密关联，
以全新的思考及材质阐释艺术语
言与学科价值。作品展既是大学
生对四年学习生活的总结，也是对
未来职业规划的展望，更是与企业
搭建桥梁、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

创意无限 艺术无界
闽南师大“公艺·无界”公共艺术专业毕业作品展古城开展

本报讯（记者 邹美玲）“君不
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5 月 23 日下午，伴随着浑
厚的音乐，漳州一中芝山校区第三
届中华经典诵读比赛在学校礼堂
拉开序幕。活动以“诵读经典诗
文，爱我大美中华”为主题，1000
余名师生参加。

活动现场，诗词诵读铿锵有
力、慷慨激昂；古筝、琵琶弹奏优美
典雅，宛转悠扬；书法展示古朴韵
雅、飘逸灵动……各式美轮美奂的

表演，伴随着国学经典诗词诵读轮
番上演，现场被一次次推向高潮，
同学们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活
动尾声，全场师生共同背诵经典诗
文《木兰诗》《陋室铭》等，引导学生
诵读中华经典，筑梦璀璨未来。

据悉，漳州一中芝山校区复办
初中以来，语文组每年都会举办经
典诵读活动，让学生从诵读中感受
诗文魅力，从经典中汲取智慧力
量，潜移默化地提高文化和道德素
养，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诵读中华经典 营造书香校园
漳州一中芝山校区举办中华经典诵读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近日，
漳州市第一外国语学校第三届外
语节开幕式暨校园开放日活动拉
开帷幕。全校 500 名师生及家长
现场参与活动，活动还通过网络进
行现场直播。

动感欢快的架子鼓暖场表演
拉开了文艺展演的序幕。随后，英
文歌曲《以火焚雨》《你从未离去》

《追光者》，闽南语歌曲《东山再起·
免失志》，英文古诗吟诵《如梦令》

《长歌行》，日语短剧《樱桃小丸子》
等各类外语节目轮番上演，为此次
外语节汇演掀起一个个高潮。

此外，本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还
集中展示了英文电影配音、古诗今

读、赏花析草等校本课程和美术社
团、音乐社团等第二课堂活动，吸
引了众多学生家长驻足、欣赏、观
摩和参与。

融合发展，拥抱未来。近年
来，漳州市第一外国语学校不断探
索和开发“外语+”特色课程，同
时，通过开展跨学科融合，形成了
一批兼具多学科特色和实践价
值的校本课程。本届外语节及
校园开放日活动旨在为师生营
造浓厚的外语学习氛围，激发学
生学习外语的兴趣，培养和提高
学生运用外语的综合能力，展示
学校优质的外语教学质量及学科
融合新成果。

漳州市第一外国语学校：

第三届外语节暨校园开放日举行

当芗城实小的蔡泽瑜看到自己
写的作文再一次被登在《闽南日报教
育周刊》才艺星空版面上时，她有点
激动，这篇作文花了挺多时间来写作
的，现在自己的付出有了回报。“孩子
很喜欢写作文，我也很高兴。对于她
所热爱的写作，我的态度就是‘自由’
与‘强迫’并存。”蔡泽瑜的妈妈廖毅
君告诉记者。

说起“自由”，廖毅君表示，所谓
的“自由”是指对于孩子创作题材的
自由以及写作方向的自由，这方面廖
毅君从不多做干扰，也不会让孩子去
写自己不喜欢的写作题材。廖毅君
说：“孩子喜欢写作是好事，对此我应
当给予她在写作方面的‘自由’，小到
夏日中抓蚊子的一件小事，大到看感
动中国颁奖典礼，只要孩子愿意写，
做父母的当然是无条件支持了。”在
采访中，廖毅君还透露孩子正在创作
一篇以东汉初期为背景的小说。

“我急忙拿起杀虫剂，‘嘶嘶’对
准它喷了一下，那只蚊子开始晃晃悠
悠地在空中打转，就像喝多了的醉汉
一下子失去方向，慢慢地像一片落叶
跌落在地上，伸伸腿，做做‘广播操’，

就不再动弹了。”在蔡泽瑜的作文中，
不乏这些生动形象的描写。廖毅君
说，她平时会引导孩子去多留意观察
生活，将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记
录下来。除此之外，也会给孩子买她
自己想读的书籍，引导她从书籍上摘
抄好词好句。“总的来说，孩子能写好
作文，自然也是离不开平时的积累，
但这些我都是对孩子放得很开，不会
特意让孩子积累，就是要给予孩子

‘自由’。”廖毅君补充道。
谈起“强迫”，廖毅君解释道这不

是带有贬义意思的“强迫”，更多的是
推孩子一把。廖毅君觉得每个孩子
天性都是爱玩的，所以有的时候父母
就要推孩子一把，这就是她对于“强
迫”的定义。“例如孩子写完一篇文
章，我会让孩子在文章的基础上，再
扩写 200字，就是希望她能将整个文
章写得更为丰满，动作更加逼真，并
描写出更多的感情色彩，而不是简简
单单凑个字数。在文章写好之后，我
也会看一遍，顺一下字眼，然后交给
语文老师来点评一下。”廖毅君补充
道。此外，蔡泽瑜在学校有加入文学
社，每学期都会有一些作品在老师的

指导下向报刊投稿。
优秀的文章不是一次性就可以

写出来的，也需要久久为功、不断磨
炼。早在 2020 年 7 月，蔡泽瑜的《岁
月无法抹去的瑰宝——电视连续剧，

〈谷文昌〉观后感》便刊发在《闽南日
报教育周刊》才艺星空版面。而在
2021年“五一”假期，当廖毅君带着孩
子到东山，寻觅谷文昌足迹之后，廖
毅君便要求孩子重新对文章进行修

改，并且要加入此趟东山之行的所见
所感。“当孩子作文写不下去的时候，
我便会带着孩子到处走走逛逛，近的
就是漳州古城、林语堂纪念馆，远的话
就会去到东山，当孩子放松过后，再睡
一觉，灵感自然就来了。”面对孩子写
不下去文章时，廖毅君就这么做。

目前，蔡泽瑜已两次在学校举办
的语堂文学奖中获奖，并在我市青少
年主题征文大赛中获得小学组优秀
奖。在廖毅君看来，既然孩子热爱写
作，那为人父母自然应当以此作为孩
子的“闪光点”，并以“自由”和“强迫”
并存的态度，让孩子在写作这条路
上，努力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文/图

“自由”和“强迫”并存

杨雅瑾陪伴儿子画画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文/图）
近日，为期三天的福建省兰臻名师
工作室第六期乡村小学语文教师
培训班暨工作室创建十周年回顾
展在东山县举行。本次培训活动
以“新课标 新阅读”为主题，近
100名乡村教师参加了活动。

“参观谷文昌纪念馆”“结对帮
扶”“省普教室名师示范课”“兰臻
名师工作室成员公开课与讲座”
等，通过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内容，
参与者感受到了“种子教师”培养
的深远意义和坚守三尺讲台的智
慧、幸福与快乐。活动中，福建省
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黄国才老师
为全体学员展示了精彩纷呈的

《文言文二则》示范课。曾春才、

叶秀敏等老师的公开课也各有亮
点，听课的老师们纷纷表示收获
颇丰。

据悉，2013 年，“漳州市兰臻
名师工作室”正式成立，获批“乡村
种子教师培养计划。”十年间，从艰
苦山乡到偏远海岛，兰臻名师工作
室团队累计开展送教下乡活动
116 场次 917 节课。数十次开展

“关注乡村教育·关爱留守儿童”活
动，走进留守儿童的家，结对子送

“学”、送书，发动爱心企业捐赠，用
知识和关爱照亮留守儿童的成长
之路；十年来，工作室免费开办“乡
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活动”15
期，培训学员总计 892 名，受益师
生上万名。

深耕乡村教育 点亮萤火微光
福建省兰臻名师工作室第六期乡村语文教师培训班举行

送教下乡的课堂精彩不断

本报讯（黄水成 李巧玲）“加
油、加油，倒计时 10 秒，看看谁完
成得最快。”5月 17日，平和县秀峰
中心小学在操场举行了一场热火
朝天的学生劳动技能比赛。

当天比赛中，学校从学生的生
活技能出发，整理书包、系鞋带、缝
纽扣、叠衣服等，根据学生的不同

年龄特点，分年级精心设置了合适
的比赛项目。各班通过初选后，精
选出了优秀选手参加比赛，精彩有
趣的比赛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实
践锻炼、提升动手能力的平台，让
劳动课程走心走实，让劳动课变得
趣味盎然，展示了新时代小学生的
劳动风采。

平和县秀峰中心小学举行学生劳动技能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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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林 旭 林丽端）5月23日下午，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举办了第四届“医路芳
华 奋斗有我”临床技能竞赛。

本次竞赛分个人赛和团体赛进行，
涵盖了临床知识竞赛、成人心肺复苏实
操、医患沟通情景演练、叙事医学故事
分享四个环节，综合考察了同学们的专
业功底、临床思维、团队协作、人文关怀

和医患沟通等能力。赛场上，同学们动
作规范，态度严谨，不仅展现了良好的
综合素质和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还彰
显了新时代青年的良好精神风貌。

本次活动以技能竞赛为抓手，实现“以
赛促教、以赛促练、以赛促改”的目的，不断
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综合技能素养，助
力提升该院医学专业人才的高职量培养。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举办临床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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