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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乌乌，要下雨，阿公扛锄头
去掘芋……”在漳州芝山中心小学
的“方言童谣”课堂上，闽南师范大
学“芝山支教”项目志愿者小刘正用
闽南语教孩子们唱起这首闽南童
谣。阳光透过木格窗洒在课桌上，
孩子们的笑声与童谣声交织回荡，
稚嫩的童声里蕴含着对“第二故
乡”——漳州的依恋。

这堂“方言童谣”课，是闽南师
范大学“芝山支教”项目扎根乡村教
育的缩影——2018年起，共青团闽
南师范大学委员会以芝山中心小学
为实践基地，打造了“芝山支教”志
愿服务品牌。通过“教育赋能+文
化共生”的双轮驱动模式，探索出了
一条破解随迁子女“双重适应”困境
的创新路径。

七年来，这群高校青年志愿者，
用青春微光为 3000 余名随迁子女
照亮了在“第二故乡”的成长之路。

随迁子女教育融合，既是知识的
传递，更是心灵的对话。

七年来，“芝山支教”志愿服务团
队直面随迁子女“双重适应”的痛点
——既需融入城市生活，又需重建文
化认同，首创“2+N”育人新矩阵，即以
心理建设与文化认同为两大支柱，延
伸出了N项特色课程体系。

据支教队长陈烨介绍，通过“需
求画像—课程开发—动态评估”三
维机制，志愿者团队将师范专业优
势 转 化 为 精 准 教 育 供 给 ，建 立 了
120 余项志愿者特长档案，打造了
28 门涵盖科技、文体、非遗等领域

的素养课程，七年累计开课 2100 余
课时，服务学生超 3000 人次。更具
创新价值的是，志愿者团队将闽南
文化作为“共通语言”，设计了“节
气课堂”“方言童谣”等文化课程，
以文化之力引领随迁子女融入“第
二故乡”。

在“心语小屋”心理咨询室，沙盘
上的城堡、小船与玩具人偶，记录着孩
子们的内心世界。支教志愿者常常在
这里，调研随迁子女的课程需求，了解
他们的心理发展动向，建立起学生心
理档案 200 余份，形成了朋辈互助的

“成长圈”。

首创“2+N”育人新矩阵
以心破题，让闽南文化成为“共通语言”

闽南师范大学“芝山支教”志愿服务团队扎根乡村教育7年，为3000余名随迁子女
照亮“第二故乡”成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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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异乡人，只有带着不同故
事向阳生长的少年。”正如支教志愿者小
刘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支教团队重在通过
课程赋能，帮助孩子们找到自身的闪光
点，实现全面发展。

“我们既是知识的搬运工，也是文化
的播种者。志愿团队则是高校对社会责
任的生动诠释。”陈烨感慨地说，七载耕
耘，志愿团队已从单一支教行动升华为教
育公平改革的微观实践。

创新实践，未来可期。如今，志愿团
队构建了“师范生成长—儿童发展—社
区融合”育人共同体。首创的“文化回应
性教育”模型，为多民族地区教育融合提

供了方法论，而“高校—小学—社会组
织”联动机制，更让志愿服务成为可复制
的样本。

教育之路，任重道远。如今，闽南师
范大学仍持续深化“成长护航”计划，推动
建立跨省教育协作网络，让更多“流动蓓
蕾”在教育的经纬中，绽放生命的春天。

夕阳西下，芝山中心小学的操场上，
不同口音的童声与欢笑声在操场上交织
回荡。在漳州，他们找到了故乡的归属
感，触摸到了久远的乡愁。

这或许也是“芝山支教”志愿服务团
队感到最动人的片刻——以青春微光，他
们为随迁子女点亮了万里灿烂星河。

构建育人共同体
升级范式，打造高校支教创新样本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余础础）近日，漳州开放大
学与平和开放大学联合申报的“语堂故里·书香社区——林语
堂文化传承之路”获得 2025年全国以及福建省新时代“终身
学习品牌项目”，并获评福建省特别受百姓喜爱的“终身学习
品牌项目”。东山、诏安县社区学院选送的“朱爷爷国防教育
讲堂”“醉墨堂书画院”获福建省新时代“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林南忠、孙勇贤等人入选福建省新时代“百姓学习之星”。

据悉，“语堂故里·书香社区——林语堂文化传承之路”项
目，致力于林语堂文化品牌的宣传和打造，是漳州开放大学立
足闽南优秀传统文化，联合平和开放大学及平和语堂书院，以

“语堂文化”为载体，开展终身教育基地共建的积极尝试。
近年来，漳州开放大学推动全市开放大学系统积极培育

“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建立“校地共建”长效机制，构建“沉浸
式”立体育人实践体系，引导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终身教育活
动，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提供了
鲜活样本。

漳州开放大学：

终身教育项目获国家级、省级荣誉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潘伟滨 郑晓洁）4 月 22
日，漳州卫生职业学院“本草师心，春生助长”高校教师子女中
医助长公益行动启动。活动通过为全市200组高校教师家庭
提供免费中医助长服务，让中医药文化传承与服务民生深度
融合，彰显学校立足专业优势，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

本次活动由漳卫院中医与康复学院师生党支部联合漳卫
院附属国医堂、漳州健峰医院及其他高校共同发起，创新构建
了“党建+健康服务”联动机制，旨在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中
医助长服务。现场设置了体质辨识、穴位贴敷、耳穴疗法等特
色服务区，由党员教师带队组建专家团队定制个性化调理方
案，由学生团队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进行实操。此外，漳卫院附
属国医堂、漳州健峰医院安排资深医师驻场提供助长贴敷宣
教、耳穴贴敷等服务，助力高校教师家庭子女健康成长。

据悉，漳卫院长期致力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持续
探索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路径。此次公益行动不仅体现了学
校对中医药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更是学校服务社会、回馈社会
的重要体现，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地方发展的又一创新
举措，也是学校深化“圆山计划”的生动实践。今后，学校将充
分发挥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辐射作用，通过公益
行动常态化、服务网络立体化、文化传播场景化，推动中医药
文化在校园内外传播推广。

漳卫院：

高校教师子女中医助长公益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郑晓洁 文/图）为持续拓
展职教出海新路径，近日，漳州卫生职业学院举办第四届“中
文+”卫生健康研习活动。

此次研习活动吸引了来自埃塞俄比亚的3名高水平马拉
松运动员参与。他们通过“专业实训+文化体验”融合研习模
式，体验传统康复技术、生命教育、应急救护等课程，并参加校
园乐跑、中医药种植基地参观、闽南茶艺研习等活动，深度感受
中医健康理念与人文特色。研习期间，他们还通过“理论授课
—实训操作—临床实践—技能考核”的全链条技能人才培训，
实现从知识转化到实践应用的学习闭环，为学校各专业推进职
业教育国际化，开展对外技能培训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中文+”卫生健康研习

埃塞俄比亚运动员结缘中医理疗

本报讯（记者 程琳 通讯员 张小
惠 郑季华 文/图）近日，以“唱响闽南
童谣 传承闽南乡音”为主题的闽南童
谣比赛在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迎宾分
校揭开帷幕。稚嫩的童声，朗朗上口
的闽南童谣，伴着轻快的旋律和优美
的舞蹈，将现场师生带入了一场闽南
语沉浸式体验。

据了解，学校特地邀请了校外的
专业老师对学生进行闽南童谣指导。

《博状元》《围炉歌》《老安公》《扒龙船》
《听讲古》……这些童谣，有的生动描
绘了闽南的喜庆民俗活动，有的细数
了漳州的非遗特产，有的唱响了闽南
生活，有的歌颂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变

化。节目将闽南歌谣和童真童趣结合
在一起，既传承创新了闽南古老的童
谣文化，展现了孩子们活泼可爱的天
性，又普及了闽南方言。

“现在的孩子大多操着一口标准
的普通话，有的甚至英语也说得挺
溜，可闽南话却不大会说。”学校老师
周静瑜认为，闽南童谣是一个让孩子
喜欢上闽南语的良好突破口，以童谣
为载体，让孩子们在学习传唱中热爱
闽南文化。未来，学校将不断创新形
式与内容，吸引更多孩子参与其中，
在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丰富学生的
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传承和弘扬
闽南文化。

小小少年小小少年 童谣唱响童谣唱响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王风
治 王叶雨 文/图）近日，漳州开发区南
滨学校开展以“趣享足球，活力全开”为
主题的足球趣味运动会，师生们用趣味
十足的“花式”足球玩法，书写属于春天
的运动诗篇。

阳光倾洒，绿茵场成为欢乐海洋。
随着一声哨响，各班代表以接力形式开
启趣味“运球”环节。同学们手持标志
桶，小心翼翼又迅速地赶着足球向终点
行进，有的同学动作娴熟稳稳前行，有的
则手忙脚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趣味

“射门”环节，则将平衡力与射门技术完
美结合，有的选手转完圈后“找不着北”，
有的则歪打正着，闭眼也能命中球门。
在团体运球环节，四名队员手拉手组成

“移动堡垒”，护送足球安全抵达终点。
在“精准投射”环节，同学们双手紧握足
球化身“神射手”，有的选手屏息凝神，像
专业球员般计算角度，用力一掷，足球在
空中划出一道优美弧线……“希望同学
们在活动中既能尽情享受乐趣，又能展
现团结协作、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张
榕琼副校长说。

“花式”玩法 趣享足球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文/图）近

日，龙文区小学生科学素养展示活动在
龙师附小龙文分校举办。比赛针对三、
四年级学生学情设置不同实验主题，通
过现场实验比赛的形式，为学生提供展

现自我的舞台，让学生感受科学的魅力
和实践的乐趣。

选手们专注于实验操作，认真记录
实验现象和结论，每个步骤严谨有序，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个精彩的实验展示。

“参赛的学生给我们带来
了很多的惊喜。”活动结束后，
评委老师表示，学生们不仅掌
握了实验操作的基本步骤，还
懂得学用贯通，将数字创作、人
工智能等融入实践项目。下一
步，龙文区将为学生们搭建更
多科技创新活动成果展示交流
的平台，鼓励学生从生活中选
题，在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过
程中，强化科学知识的迁移能
力，让更多“小科学家”在实践
中触摸科技脉搏。

动手实验 展示素养

读者：小孩要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家长难
免有一些焦虑。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希望得
到一些具体的建议。

漳州市芗城实验小学教师谢予珊回复：
幼小衔接是一座奇特的桥梁，幼儿园的孩子
们要像勇敢的小探险家，跨越这座桥，过程就
像小蜗牛慢慢前行。亲爱的家长们，幼小衔
接是一场温柔的陪伴与引导，更是一段需要
我们放慢脚步、用心呵护的成长旅程。

首先，生活习惯的衔接。小学的作息
和幼儿园有很大不同，小学孩子需要早起，
中午休息时间缩短，课程安排更紧凑。家
长要提前调整孩子的作息，晚上早睡，早上
早起，帮孩子适应新的时间节奏。比如，从
7 月份暑假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孩子每天晚
上准时上床睡觉，早上按时起床，周末也尽
量保持一致。同时，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像自己穿衣、系鞋带、整理书包、收拾书桌
等。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些简单的家务，如
摆放碗筷、收拾玩具等，增强他们的生活责
任感。

其次，学习习惯的衔接。幼儿园以游戏
为主，小学则侧重于课堂学习。家长要提前
让孩子感受学习氛围，在家里设置一个安
静、整洁的学习区域，摆放适合孩子身高的
桌椅、书架等。每天安排固定的学习时间，
哪怕只有 15—20 分钟，让孩子看绘本、画画
或者做简单的思维训练，培养他们专注做事
的习惯。鼓励孩子提问，保护他们的好奇
心，引导孩子主动思考。对于孩子在学习中

遇到的问题，家长要鼓励他们积极思考，主
动提问，培养孩子的求知欲。比如孩子问为
什么天空是蓝色的，不要直接告诉他们答
案，可以和孩子一起查阅书籍、上网搜索，共
同寻找答案。

在知识储备上，不需要让孩子提前学习
过多的小学课本知识，揠苗助长反而可能磨
灭孩子的学习兴趣。我们更应该做的，是通
过丰富多元的方式为孩子进行知识启蒙，为
未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语言方面，
亲子阅读是最好的方式。家长可以每天抽出
20—30分钟，和孩子一起阅读绘本、故事书。
在阅读过程中，引导孩子观察画面细节，鼓励

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复述故事，锻炼语言表达
能力。生活中处处都有数学，我们可以和孩
子玩购物游戏，让他们计算商品价格，认识人
民币；在吃饭时，让孩子数一数碗筷的数量；
外出时，引导孩子观察街道上的数字、形状，
比如汽车牌照、红绿灯的形状等。科学知识
和艺术的启蒙同样重要。

在心理方面，要让孩子对小学充满期
待。家长要多和孩子聊聊小学的趣事，比如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认识更多新朋友等，让
孩子对小学充满向往和期待，减少他们对新
环境的陌生感和恐惧。当孩子出现紧张、焦
虑情绪时，家长要耐心倾听，给予安慰和鼓

励，帮助他们缓解压力。
社交能力的衔接同样不可忽视。小学里

孩子会遇到更多的同学和老师，良好的社交
能力有助于他们融入集体。平时多带孩子和
同龄人交往，教会孩子分享、合作、解决矛盾
的方法。比如和小伙伴一起玩玩具时，要轮
流玩；和小朋友发生争执时，先冷静下来，好
好沟通。

幼小衔接的过程中，或许家长们会遇到
孩子赖床时的小脾气，会面对他们学习受挫
时的眼泪，也可能因为孩子步入小学需要和
更多的同学交往而稍微有一些焦虑，但是只
要树立正确的育儿观，遵循孩子的年龄特点
和发展规律，科学做好衔接，注意身心兼顾，
培养学习、生活、社交等方面能力，做好升入
小学前的准备。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幼小衔接，到底衔接啥？

埃塞俄比亚运动员研习中医理疗技术埃塞俄比亚运动员研习中医理疗技术

M 校园风景线

足球运动会足球运动会

教育问答教育问答M

本报讯（记 者 程 琳）
近日，漳州技师学院 24级中
级工 33 个班分批前往福建
土楼（南靖）青少年社会实
践活动中心、国营福建龙海
双第华侨农场和长泰龙人
古琴研学基地开展研学实
践活动。

此次研学活动围绕“匠
心筑梦，技成非遗”“寓技于

农，跨界成长”和“匠心琴韵，
薪火相传”的主题，融合劳动
实践、团队协作、安全实训等
多元化场景。同学们在非遗
工坊沉浸式感悟工匠精神，
在田间农事实践中探索技艺
与农业的跨界融合，在古琴
制作中传习感悟文化传承使
命，以期达到技艺传承与成
长教育的双向赋能。

漳州技师学院开展研学实践活动

闽南童谣比赛现场闽南童谣比赛现场

龙文区科学素养展示活动现场龙文区科学素养展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