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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刘健宁）近日，
由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策划，由
闽南文化研究专家陈支平教授和张龙海教
授任总主编，由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闽南文
化》系列丛书已正式出版，丛书由厦漳泉等
地的中小学教研员、教师以及作家共同协
作完成，目前共出版 9册。

该丛书全面呈现闽南的自然风光、历
史文化、风土人情及社会风貌，并深入挖掘
闽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魅力。
丛书一共有 10 册，主要分为小学生读物 6
册、初中生读物 3 册和高中生读物 1 册，此
次出版的 9册包括小学和初中部分。小学
六册涵盖闽南童谣、童玩、美食、建筑、先
贤、年节习俗、风景名胜、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方面的内容，力求全方位、多角度地向孩
子们呈现丰富多彩的闽南文化。其中一二
年级以闽南童谣和闽南童玩为主，二年级
开始分层次地向孩子们介绍闽南文化。

谈到编写《闽南文化》系列丛书的初
心，《闽南文化》编委会总主编陈支平告诉
记者：“现在国家很重视文化的传承，特别
是‘乡土’文化的传承，闽南文化是厦漳泉
一代又一代的闽南人传承发展与创新的文
化，我们只是做到对祖上传下的闽南文化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
言传给下一代。如何做好闽南文化的传
承，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接地气、从根抓
起，如何抓住闽南文化的根，自然是要抓好
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懂闽南文化，闽南文
化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丛书中还通过使用闽南特色文法和
读音注释，如“来 迌”意为一起玩、“落
雨”意为下雨，在文法允许的前提下，都
做到了贴合闽南话实际，用通俗易懂的
闽南话让孩子感受闽南文化。参与丛书
编写的作者龙师附小龙文分校宋阿芬认
为：“闽南语是我们闽南人的母语，如今，
我们大部分学生要么不会讲闽南语，要
么听得懂却不会说，这套教材让闽南的
乡土文化走进校园。我们在丛书中使用
闽南特色文法和读音注释，就是希望让
这套教材起到桥梁作用，引导我们闽南
更多学生走近闽南文化，学习闽南文化，
感受闽南的传统文化，感受乡音的温暖，
让乡音代代流传。”

据悉，《闽南文化》编委会希望这套丛
书能够进入校园，与学校的社会实践活动
相结合，与课程中的综合实践课相结合，并
充分运用课外活动时间或者是寒暑假时
间，由学校老师充分引导孩子们参加闽南
文化活动。“在活动中体验闽南文化，例如

教孩子们唱丛书中收录的童谣、参加相关的闽南文化活动，这样才能
够更好地做到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闽南文化》编委会总主编陈
支平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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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市区的江女士，儿子吕言昊就读于芗城区实验小学五
年级。在儿子刚上小学第一学期时，江女士就教他《弟子规》，

“以歌唱的方式背诵出来，这种方式孩子很喜欢。”江女士说，等
孩子背得朗朗上口后，就逐字逐句解释给孩子听。在江女士看
来，刚开始孩子即使听得云里雾里、一知半解也没关系，“最重要
的是陪伴，家长和孩子一起读，自己也可以从阅读中不断地汲取
营养。”

江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儿子特别喜欢《中国诗词大会》，尤其
是“飞花令”的环节。每次看完节目后，就会缠着家人和他玩“飞
花令”的接龙游戏。“无论输赢，孩子都不再满足原地踏步的知识
储备，就会找许多书来给自己充电。”

吕言昊上了高年级后，就有意识地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
量。“这时候，孩子开始对历史、古典名著、侦探小说等感兴趣。”
江女士说，平时孩子总带上一两本课外书，和同学交流。从孩子
专注的眼神里及天马行空的想象中，可以看出他正享受阅读的
乐趣。江女士认为，有效阅读的最终目的是从书籍中汲取智慧，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有了自己的见解，就能做到“有所学，有所
成，有所爱”，并懂得把求知、求学上的精神，与对生命价值的确
认和信仰融为一体，成长为健康快乐的人。

从阅读中汲取智慧

在孩子六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他
进行阅读启蒙。孩子渐渐长大，家里的绘本
也越来越多，一本摞着一本，塞满了书柜。

到了小学一年级，分散在各个房间，或
高或低的书柜已经不方便孩子日常学习对
书本的取用。于是，在他的房间书桌旁，我
们给他添置了几个简易小书架，并根据他
的身高和房间摆设，把书架架高起来。架
子上摆放着他近期在看或者要看的课外
书，还有一些学习课辅、一些每日必读的经
典书籍等等。由于就在书桌旁，孩子顺手

就能拿到，所以无论是放置课外阅读、做作
业时的课辅参考，还是放置近期的学习材
料，对孩子来讲都方便了许多。

孩子现在三年级了，这几个小书架依然
摆放如故，成为一个固定的学习角陪伴着
他。上面的书本随着孩子每阶段阅读书目
的变化，随时更新，新的上架，旧的入柜，循
环不息。

⊙本报记者 周惠真 文/图
左图：张烜玮在温馨舒适的环境里安

心阅读

爱的书架爱的书架

在 2015 年的时候，这两
个书柜来到了我们家，那一
年我刚读小学一年级，而这
个书柜就这样陪了我六年。

一 年 级 我 就 开 始 自 己
选择合适的书目了，先是在
网上听绘本或是看那种只
有图片的小人书也看得挺
乐，接下来就是唐诗三百首
了，四年级就开始看一些曹
文轩或是巴金等名作家的
小说散文，五年级就慢慢接
触了四大名著，六年级便开
始学习鲁迅先生的作文。

一年又一年，我的书也
更加丰富。书柜一共有六
层，刚好一层放两个年级，
放三层，而剩下三层就是放
课外读物了，我最爱看的就
是科幻类的小说，科幻小说
中的幻想总是那么有趣，总
会让我沉浸其中。每当我
写作文没有灵感或是无聊
时，就爱啃起喜欢的课外图
书，在那一待就是一下午，
流连忘返，连饭都忘了吃。

⊙沈淇萱

感受爱书人与书的故事——

书柜是孩子最好的“旅游地”

核心提示：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读一本书了？孩子们的阅读如何做到有效、有益？当下，许多父母或多或

少面临这样的教育困惑：一方面希望孩子生活得轻松愉快，另一方面又希望孩子的成绩优异。在幸福
生活和成绩优异之间，似乎隔了一条巨大的鸿沟无法逾越，家长们站在成绩一边望“幸福”而兴叹。有
没有两者兼得的方法？有，那就是阅读。现实中，分数的确很重要，但通往高分和成功的路径，家长可
以帮助孩子进行科学选择，并通过陪伴孩子阅读共同成长。

最爱科幻最爱科幻

本报讯（记者 刘健宁 通讯员 刘承烺）10 月 13 日上午，漳州台
商投资区举行角美中心小学龙田分校、田里分校、漳州台商投资区特
殊教育资源中心、漳州台商投资区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办公室揭牌
仪式，进一步均衡全区教育资源，让全区学生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台
商区教育发展。

据悉，此次角美中心小学设立龙田分校和田里分校，是台商区均
衡教育资源、促进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积极举措。未来，台商
投资区也将通过学校间深层次、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度融合，全面提
升体制机制、管理模式、队伍素养、育人质量，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
上好学校，接受优质的教育，实现全面发展。

此外，成立漳州台商投资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和特殊教育专家
委员会办公室，是台商区统筹、整合特殊教育资源的重要举措。目的
在于提升教育水平，有效落实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提高残疾儿
童少年入学率，让全区残疾儿童少年真正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漳州台商投资区
多所教育机构揭牌成立

市实小五年级学生在课外阅读《闽南文化》丛书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摄

针对父母普遍关心“怎样提
高阅读能力、怎样让孩子的阅读
更深入、怎样让阅读不偏食、如
何借助阅读提高自己思维品质”
等问题。龙海市程溪中学语文
高级教师李美玲认为，家长要有
意识地从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
问 题 入 手 ，学 会 如 何 为 孩 子 在

“阅读与表达”之间架起一座桥
梁，让阅读促进表达。家长和老
师要引导孩子走出“阅读能量循
环圈”，训练从“精读到深读”，做
到“读后思考才有效”。可以利
用 一 些 激 发 思 考 的 妙 方 ，比 如

“心灵阅兵、自相矛盾、信口开
河、乱写乱画、倒背如流、大胆混
搭、顺藤摸瓜、写信代感”，实际
上就是引导学生与书籍对话、与
作 者 对 话 ，从 而 形 成 自 己 的 思
考，并逐步训练一个清晰的逻辑
过程。

李美玲老师认为，有效阅读，
要有“坐得十年冷板凳”的勇气，
静下心来，专注地阅读。尤其是
家长，要起到示范的作用，学生如
果长期耳濡目染，自然也就会“有
样学样”了。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高度专注和淬炼
沈克芬为就读于漳州第二实验

小学的女儿沈淇萱设置了四个书柜，
其中两个书柜摆满了女儿喜欢的书，
有天文地理，有诗歌散文，还有各种
各样的学科课外阅读。沈克芬告诉
记者，家长在给孩子选择书籍时，不
需要有过多的限定。阅读就为了让
孩子开阔视野，更早地认识这个神奇
的世界。

“通过阅读女儿渐渐懂得了爱与
感恩，学会了珍惜与互助，感知了这地
球上的文明与残酷。”身为小学语文老
师的沈克芬认为，给孩子营造一个舒
适的书房，满是书籍的书柜就是孩子
当前最好的“旅游地”。

和沈克芬一样爱书的，还有家住
市区的吴先生，他们家的书柜从入户
门开始，一直排到客厅和孩子的书房
里。“床头柜上都放着书，营造书香氛
围很重要，让孩子随时随地、见缝插
针都能阅读。”对于当下高度信息化
的生活方式，要保持足够清醒的审视
和反省。在吴先生看来，玩手机、刷
视频得到的大多是无聊、无趣的信
息，甚至是扭曲、有害的。因为刷手
机容易产生“信息饥饿感”。值得一
提的是，家长应该放下手机，多陪伴
孩子，比如进行一些亲子阅读，信息
的海量堆积并不能带来内心的充实，
反而会觉得内心空荡荡的。

不做“空心人”

吕言昊在书柜旁全神贯注地阅读吕言昊在书柜旁全神贯注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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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课外书籍是阅读课外书籍是沈淇萱的爱好之一沈淇萱的爱好之一

《闽南文化》系列丛书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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