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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剧一课堂
一演一传承

镇宁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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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8日，在“六一”国际
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安顺市镇
宁自治县第四小学以独特的民族
教育智慧，将红色基因融入节日
庆典，通过创新构建“游走式”
思政课堂和“情景式”教学模
式，为思政教育注入全新活力。

学校立足多民族聚居的地域
特色，精心设计了《王二小》《陆
瑞光一道光》《穿越时空的对话》
等经典剧目，将民族团结精神与
爱国主义情怀生动地呈现在舞台
上。学生们化身红色故事的演绎
者，在表演中深刻感受历史的力
量与时代的使命。

在《王二小》情景剧中，小演员
们通过生动演绎，重现了那段惊心
动魄的历史。舞台上，王二小面对敌
人的威逼利诱时，他眼神坚定、毫不
退缩，用稚嫩的身躯与敌人斗智斗
勇。通过细腻的表演，学生们深刻诠
释了少年英雄在国难当头时的勇敢
无畏，展现了王二小为保护乡亲、抗
击日寇不惜牺牲生命的崇高精神；
在《陆瑞光一道光》的演绎中，学生
们身着布依族传统服饰，生动再现
1935年“弄染结盟”的历史场景。舞
台上，陆瑞光与红军将领歃血为盟，
以民族大义打破隔阂，为红军顺利
西进开辟通道。这场跨越民族的生
死约定，不仅展现了布依族同胞的
赤诚与担当，更诠释了民族团结在
革命征程中的关键力量，让“军民一
家亲”的红色精神在新时代少年心
中闪耀光芒；而在《穿越时空的对
话》里，孩子们以现代少年与革命先
烈跨时空交流的创意形式，用稚嫩
却坚定的对话，完成一场跨越岁月
的精神传承。

学校负责人表示，本次展演
活动通过“沉浸式”育人模式打
破了传统思政教育的桎梏，让学
生从被动的聆听者变为课程的创
造者。从史料考证到艺术加工，
从角色揣摩到舞台呈现，每个环
节都凝聚了师生的集体智慧，成
为学生感悟英雄精神、厚植家国
情怀的生动课堂，实现了“一剧
一课堂，一演一传承”的育人目
标。

此次情景剧展演不仅是一场
视听盛宴，更是镇宁四小在思政
教育领域的创新实践。学校将课
本中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摸的
艺术实践，让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
学生心中。这一创新举措既丰富了
校园文化的内涵，又为培养兼具民
族自豪感与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
少年开辟了新路径，彰显了民族
地区教育工作者守正创新的使命
担当。

“清早起来嘛爪杯儿，把草鞋
穿啰爪杯儿啦爪，赶着牛儿嘛喃
撒，上高山啰爪杯儿啦爪……”5
月29日上午，悠扬质朴的土家族
《望牛山歌》在铜仁市沿河土家族
自治县民族小学校园里响起，正
式拉开了该校 2025 年春季学期

“牢记党的教导 争做强国少年”
活动的序幕。本次活动以“土家
古韵传薪火 国学雅趣润童心”
为主题，通过一场精彩纷呈的

“双减”课后服务成果展暨“六
一”文艺汇演，将厚重的土家文
化与隽永的国学经典，化作滋养
新时代少年成长的雨露甘霖。

本次汇演精心编排了18个节
目，生动展现了该校在“双减”
背景下的丰硕成果。节目类型丰
富多样：有展现师者情怀的教师
合唱；有充满童趣与活力的《踏
春》等；有描绘乡土深情的《采

茶声声》；有传承民族声
音 的 《盘 歌》 合

唱；更有寓教
于 乐 的 《端

午 知 识 抢
答》。每一
个节目都
凝 聚 着
师 生 的
汗水与智
慧，是课
后服务结

出的甜美果
实。

在众多节目
中，舞蹈 《端午
粽》 和朗诵 《满
江红》 尤为引人
注目。

舞蹈《端午粽》以童真视角
和灵动舞姿，将端午习俗演绎得
活色生香。小演员们化身一个个
可爱的“小粽子”，随着音乐翩翩
起舞。采粽叶、裹香米、缠丝
线、挂艾草……一系列包粽子的
传统动作，在孩子们稚嫩却认真
的演绎下，充满了生活气息与文
化韵味。“看，那些‘粽子’在转
圈，像不像开水里翻滚的样子？”
台下的小观众看得津津有味。舞
蹈不仅展现了劳动之美，更巧妙
融入了驱邪避疫、祈福纳祥的节
日内涵，让孩子们在举手投足

间，感受着中华传统节俗的温情
与智慧。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
歇……”当《满江红》那悲壮激
昂的朗诵声响起，全场瞬间肃
然。小演员们身着古装，气宇轩
昂。他们紧握拳头，目光如炬，
将岳飞精忠报国的满腔热血与收
复河山的壮志豪情，通过铿锵有
力的声音和极具张力的肢体语
言，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从低
沉的悲愤到高亢的呐喊，情感的
层层递进，让“待从头、收拾旧
山河，朝天阙”的誓言振聋发
聩，深深震撼了在场每一位观众
的心灵，引得台下掌声雷动，经
久不息。

一个个节目精彩纷呈，小演
员们演得动情，观众们看得尽
兴，但台上的精彩，背后又藏着
怎样的故事呢？参与 《端午粽》
的小演员高兴小朋友还没来得及
脱下青青的粽叶，就兴奋地说：

“以前端午节就知道吃粽子，看龙
舟。但自从排练后，李老师给我
们讲了屈原的故事，讲了粽子的
由来，明白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
涵，现在我跳这个舞，就感觉特
别自豪！”

“太震撼了！孩子们朗诵时那
股浩然正气，直击人心。学校用
《满江红》 这样的经典来熏陶孩
子，让他们从小懂得了什么是家
国大义，什么是民族脊梁，这种
教育是根植于血脉的，比任何说
教都更有力量！”现场观看节目的
学生家长冯先生说。

“选 《端午粽》 是想从熟悉
的 ‘吃’中挖掘文化根源。
排练时孩子对包粽子和艾草用
途好奇，为让动作逼真，便带
他们观察真实包粽过程。”《端
午粽》 指导老师李琴感叹，两
周 辛 苦 排 练 ， 小 朋 友 无 人 喊
苦，从模仿到理解，眼中满是
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这让我深
感欣慰。

“望牛去哟，吙儿吙……”当
落幕的土家山歌再次悠扬唱响，
与开篇的旋律遥相呼应，古老吊
脚楼的飞檐仿佛也在静静聆听。
就像乌江的水，土家的歌一直是
流传的不灭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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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毕节市金沙教育研究
院附属第三实验小学举行“牢记
党的教导，争做强国少年”暨

“粽香书韵庆六一，童趣市集乐翻
天”主题系列活动。学校全体师
生及学生家长1900余人参加，活
动还邀请了“1+5+5”城乡共同体
学校平坝小学、桃元小学师生及
家长 100 余人。此次活动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充分展现了师生
风采，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在课本剧表演中，孩子们化身
剧中角色，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
表情和惟妙惟肖的动作，将课本中
的故事演绎得活灵活现，带领观众
走进一个个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
歌唱表演，同学们用清澈、甜美的
歌声，唱响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动听的旋律回荡在
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社团展演暨教师专业技能提
升成果展示举行了两天，表演类
社团的同学们以他们精湛的技
艺、自信的台风赢得了观众的阵
阵掌声和喝彩声。书画、手工类
社团的同学们用一幅幅精美的书
画作品、一件件独具匠心的手工
艺品，吸引了众多师生驻足观
看。教师们也积极参与活动，展
示了自己在专业技能提升方面的
成果。三笔字作品笔力遒劲、绘
画作品栩栩如生、手工作品精巧
细致，充分展示了教师们扎实的
专业功底和多才多艺的风采，为
学生树立了榜样。

拔河比赛作为集体项目，将
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随着裁判
一声令下，参赛队员们紧握绳
子，奋力拼搏，他们用汗水诠释
了集体的力量。加油声、呐喊声
此起彼伏，响彻整个操场。

在包粽子活动现场，老师、
家长和学生围坐在一起，纷纷动
手尝试学包粽子，端午的习俗相
关文化知识得到了传承。大家一
边交流着包粽子的技巧，一边
相互帮助，不一会儿，形
态各异的粽子就摆满了
桌子。

在精心布置的班
级图书摊位前，同学
们将自己闲置的书
籍带到学校进行交
换和售卖。在淘书乐
活动中，同学们穿梭
于各个摊位之间，挑
选自己喜欢的书籍，分
享读书心得。跳蚤市场热
闹非凡，同学们将闲置的玩
具、文具、手工艺品等拿到摊位
上交易。他们有的大声吆喝招揽
顾客，有的与买家讨价还价，数
学思维、语言表达、心理揣摩等
学科的知识得到了有机融合，现
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班级展区还开展了美食制作
和售卖分享活动。同学们在老师
的指导下，制作出了各种美味可
口的小点心，如水果沙拉、蛋
挞、果茶等。大家品尝着自己的
劳动成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本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度
过了欢乐的“六一”儿童节，也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锻炼自我的
平台，促进了全面发展。今
后，该校将继续坚持环境育
人、习惯育人、活动育人
“三育人”理念，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努力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

表演现场。

表演现场。

金沙实验三小的童趣市集。

← 拔河比赛。

情景剧《王二小》。

包粽子。

文艺汇演。

小演员身着古装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