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晋江市教育局 晋江经济报社7
2025年3月4日 星期二 编辑_蔡红亮 校对_严学锦 设计_翁泽义 电话0595-82003110

《
晋
江
少
年
》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

营造浓厚氛围
拓展活动载体

学习一门语言，环境创设很重
要。走进晋江市西滨镇中心小学，浓
郁的闽南文化氛围扑面而来。长达
百米的围墙被五彩斑斓的涂鸦装点，
上面不仅展示了各项体育运动，还巧
妙地穿插了多首闽南童谣，吸引着学
生们的目光。下课铃声一响，学生们
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摇头晃脑地
念起闽南童谣，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

不仅如此，西滨镇中心小学还别
出心裁，将每周三早读课设定为闽南
语早读时间，孩子们每周都会学习一
段日常用语对话。

耳濡目染之下，学生们学习闽
南语的兴趣愈加高涨，学校“趁热打
铁”，进一步优化闽南语校本课程，
帮助学生更深入了解、学习闽南
语。其中，闽南四句更是成为西滨镇
中心小学的一张亮丽名片，颇受学生
喜欢。

“我们撷取闽南地区当下最具现
代特色的闽南四句为内容，四句内容
大都积极向上与时俱进，给学生们提
供了一个认识闽南文化和学习闽南
四句的平台，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

余生活，让闽南乡土传统文化得到发
扬光大，促进了闽南乡土文化和教育
的融合。”西滨镇中心小学校长张志
星介绍，下一步，学校将借由晋江实
施中小学（幼儿园）闽南语文化传习
行动这一契机，丰富形式，优化模式，
将闽南方言的传承之风吹进每一个
学生家庭。

龙湖镇大坡小学也是晋江中小
学（幼儿园）闽南语文化传习行动试
点校之一。这所外地生占比 90%的
基层校在闽南语传承方面也有着独
到之处。

记者来到龙湖镇大坡小学时，学
生们通过闽南语快板、你比我猜、闽
南俗语竞猜、闽南语歌曲的形式，向
大家展示了他们学习闽南语的成果。

“我是江西人，自幼在晋江长
大。经过三年的学习，现在我已经学
会了很多闽南俗语，特别有趣。同
时，在学习闽南俗语的过程中，我也
明白了许多道理。”龙湖镇大坡小学
学生谢梓萱告诉记者，学校每周都会
教他们一句闽南俗语，并借用大课
间、早读等时间，教授学生闽南语。
久而久之，他们这些“小小新晋江人”
都掌握了不少闽南语，大家平日交流
有时也会尝试用闽南语。

从“听不懂”到“人人会说”，大坡
小学用多年的努力破解了闽南语传

承难题。“闽南方言的传承意义重大，
不仅促使本地生更加深入去挖掘闽
南俗语的一些元素，也让‘新晋江人’
在学习中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加
了解晋江这片热土。”龙湖镇大坡小
学校长吴天色说。

融入日常教学
拓宽普及面

晋江确定 70所闽南语文化传习
试点校的举措引发关注。位于英林
的南湾中学第一时间“毛遂自荐”，申
请加入。记者了解到，连日来，晋江
又新增了 9所试点校，越来越多学校
加入了闽南语文化传习的队伍中。

南湾中学的闽南语文化传习实
践已有五年，学校成立了闽南话与
古诗词朗诵社团，将闽南语与初中
语文教学相融合，开展得有声有
色。而这得益于学校拥有一位“宝
藏”老师——对闽南语文化颇有研究
的施永瑜老师。

“与其他学科一样，师资也是推
进闽南语文化传承的重要抓手。通
过老师的带动、引导，学生学习闽南
语更有激情与方法。”施永瑜告诉记
者，他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及每
学期语文学习重点，创编了校本教
材，寓教于乐，吸引了越来越多学生

加入社团。目前，学校闽南方言学习
以社团形式进行，受众面仍有限。今
后，学校计划建设一个闽南语文化展
厅，同时鼓励所有语文老师一起行动
起来，带动更多学生学习闽南语。

不同年龄段学生学习闽南语的
方式有所不同，其中，闽南童谣是晋
江绝大多数幼儿园传承闽南方言的
重要载体。

早在 2014 年，安海镇苗苗中心
幼儿园就启动“闽南童谣进校园”行
动，丰富多彩且趣味性强的闽南童
谣就深受孩子们喜爱。10年的探索
实践，苗苗中心幼儿园的闽南童谣
教学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他们将
古镇安海的风俗民情编写成童谣，
打造园本特色课程，孩子们在念唱
童谣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到民
俗活动的魅力。

“我们将闽南与童谣的开展纳入
幼儿的一日生活学习当中，班班开展
至少两周一次的闽南童谣集中教学

活动，我们还在早操区域、户外游戏
和课间休息等环节巧妙穿插闽南童
谣，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
学唱闽南童谣，感受闽南文化的精
彩。”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园长陈
雯雯说，接下去，幼儿园将持续开展
闽南童谣课程，创新师生的闽南语
学习方式，从教师、幼儿园、家庭三
个方面开展多形式的闽南语传习活
动。同时，利用微信视频号、公众号
等渠道，开设闽南语文化传习专栏，
宣传、展示幼儿园闽南语文化传习活
动及成效。

“闽南语文化的传承需要学校、
家庭、社区等多方力量共同协作，很
欣喜看到晋江不少学校都已经动起
来了，通过氛围营造、举办活动和比
赛等方式，学习闽南语，传承发扬地
方语言文化。我们期待着闽南语文
化之花在晋江尽情绽放，为这片热土
增添更多的文化魅力。”晋江市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连日来，晋江多所高中
学校相继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成人礼暨高考动员大会，
为即将踏上高考征程的高三学子加油鼓劲，共同见证
他们的青春与成长。

活动中，各校以各具特色的方式传递祝福与鼓
励。晋江市平山中学的学弟学妹们亲手制作了上千
枚祝福书签，为学长学姐们送上最真挚的祝愿。学
校还特别设置了祈愿区，高三学子将自己的心愿条
系于枝头，红绳随风摇曳，寄托了他们对未来的美好
憧憬。

家长也到场见证了孩子成人的重要时刻。在南
侨中学，家长们亲手为孩子们戴上成人礼帽和纪念胸
章，扶正流苏。同时，他们还与孩子互换家书，将满腔
的祝福与期望化为文字，传递给孩子。

距离2025年高考仅剩不到100天，晋江各学校纷
纷采取各种形式为高三学子加油打气。英林中学举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向大学出发”徒步研学活动，学
生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勇敢挑战自我，一边徒
步一边欣赏家乡美景。当他们到达终点——福州大
学晋江校区时，不仅提前感受了高校氛围，还为冲刺
高考积蓄了满满的正能量。

毓英中学则为高三学子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
物——寓意深远的启航书签。每一枚书签都承载着
学校对未来的期许与鼓励。当学生们接过书签时，
脸上洋溢着自信与期待，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柯熹尧（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六年2班）

常言道：“登牛山，走牛运，做牛人。”这句充满神秘
色彩的话中提及的“牛山”，就是石牛山。不久前的一
天，我与父亲满怀憧憬，踏上了探索石牛山的奇妙之旅。

亚洲第二长的索道缆车缓缓攀升，脚下是翻涌的绿
浪。铁索与滑轮摩擦的轻响中，我看见晨雾如白纱缠绕
山腰，远处梯田像巨人的指纹，农舍升起袅袅炊烟。突
然，一声清越的鸡啼破空而来，惊起竹梢的斑鸠，扑棱的
振翅声在山谷回荡。

景交车在“之”字形山路上跳着“华尔兹”，每处转弯
都让我紧攥扶手。当石壶祖殿的金顶在松涛中闪现时，
檀香已随风飘至。殿前双池恍若仙境：锦鲤群游弋如流
动的彩绸，红鲤领头摆尾，金鳞次第相随；睡莲枕着碧波

半开半阖，晨露在花瓣上滚成水晶，惊起池面细碎银光。
攀上青石阶，金牛昂首立于崖畔，阳光在牛角凝成

金芒。我们绕牛三匝，掌心抚过温热的铜纹，山风突然
掀起父亲的衣角，让他口袋里的硬币，叮当滚入石缝。

“看，金牛收买路钱呢！”父亲的笑语引来游人莞尔。
真正的考验在天空之心玻璃栈道。悬空的透明廊

桥下，岱仙瀑布如银龙直坠深潭，水雾漫上玻璃结成细
珠。我僵立入口，看父亲从容走过，他的剪影与飞瀑重
叠，竟像踏云而行的仙人。他带回的瀑布照片让我恍见
李白笔下“银河落九天”的盛景，轰鸣水声犹在耳畔。

归途夕照染红山脊，石牛轮廓渐隐暮色。我摩挲着
拾来的枫叶，突然懂得：所谓“牛运”，或许就是这般与自
然相契的感动，是父亲掌心的温度，更是中华山河馈赠
给每个攀登者的精神图腾。 指导老师 王碧花

黄伯森（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六年1班）

每年春节放烟花,我家总会上演一场乐陶陶的“高
甲戏”。

爸爸左手拎一个“缤纷青春”，右手拿着打火机，
俨然一个“武生”模样。只见他迅速点燃手中烟花，
烟花发出了阵阵嘶嘶的声音。我们躲在门的后面，
屏住呼吸。爸爸微蹙眉头，绷紧肌肉。突然，他甩起
手腕，烟花也在这一刻喷出火焰，爸爸就这样站在两
束火光之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生怕下一秒爸
爸就变成了“火人”。最终，“武生”顺利完成了表演，
虽然有点惊险，但大家从爸爸红红的脸上感受到了
放烟花的乐趣。

紧接着，“花旦”堂姐上场了。她手上拿着一箱彩菊
风火轮烟花和一根香，以及打火机。只见堂姐麻利地摆

好了她的“彩菊阵法”，又用兰花指捻起点着的香，快速
点燃其中一个烟花,一点不失花旦的麻利和俏皮。

“咚咚……”脚步声响起。大家扭头一看，原来是
“净角”大堂哥上场了。我们一看大堂哥的装备，竟是一
个“爆跳珍珠王”，这可是声音巨大的鞭炮！我和弟弟捂
好耳朵，躲在伯母身后。大堂哥淡定地点燃了鞭炮，又
迈着方步回到了“安全区”。“噼噼啪啪”，巨大的响声冲
破云霄，也让所有人感到了快乐。

轻快的脚步声响起，我手提一个“孔雀开屏”，快步
走上院子；放下后，立刻左手捂耳，右手拿打火机。打火
机声音刚响，我便立刻逃走。可是，过了好久都还没动
静，我回头一看,原来刚才过于紧张了，烟花都没点燃。
大家忍不住捧腹大笑，说我就是一个“丑角儿”！

一场烟花，让春节更加其乐融融。
指导老师 吴惠茹

姚庆煜（晋江新塘沙塘中心小学四年1班）

寒假的一天，我翻开《月亮的果子》，仿若踏入了一个充满
奇幻与哲思的世界。这本书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段追寻
月亮果子的奇妙旅程，给我带来了一场心灵的洗礼，让我对梦
想、人生有了全新的感悟。

书中的主人公怀揣着对月亮果子的向往，毅然踏上征
程。一路上，荆棘划破皮肤，狂风阻挡脚步，黑暗笼罩前路，可
他从未放弃。这让我不禁反思，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过梦想，或
是成为科学家探索未知，或是成为画家描绘世间美好，又或是
成为作家书写动人故事。但在岁月的消磨下，在现实的挫折
前，有多少人能像书中主人公一样，始终坚守心中的梦想？很
多时候，我们仅仅因为一次考试的失利，就对未来的学业之路
丧失信心；仅仅因为工作中的一点小摩擦，就放弃了曾经渴望
的职业理想。我们总是轻易地向困难低头，轻易地抛弃自己
的梦想，转而抱怨生活的平淡与无奈。

书中描绘的月亮果子，象征着那些遥不可及却又无比美
好的事物。它告诉我们，即使最终可能无法真正触碰到梦想
的果实，但在追逐的过程中，我们所收获的成长、勇气和坚持，
远比结果更为珍贵。主人公在追寻月亮果子的路上，学会了
与自然对话，懂得了生命的坚韧，也明白了友情的珍贵。他在
困境中磨炼，在挫折中蜕变，这种成长是无法用物质衡量的。
就如同我们在为梦想拼搏的过程中，每一次努力学习新知识，
每一次勇敢地克服困难，都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变得更加优
秀、更加坚强。这些宝贵的经历，会成为我们人生中最璀璨的
财富。

读完这本书，我仿佛被注入了一股力量。它让我明白，梦
想是人生的灯塔，无论前方道路多么崎岖，我们都不应放弃追
逐。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我们要像书中的主人公
一样，勇敢地迈出脚步，向着心中的“月亮果子”前行。哪怕会
受伤，哪怕会失败，也绝不后悔。因为只有经历过风雨的洗
礼，我们才能真正领略到梦想的光芒，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绽
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指导老师 吴惠娜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2月26日上午，2025年晋
江市德育工作部署暨“大思政”教育体系建设推进会在
晋江一中召开。

会上，晋江市教育局德育科围绕“大思政课”建设
机制、德育物化机制、职业生涯教育、闽南方言传习、家
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劳动教育载体、心理健康教育
机制、研学实践教育规范、德育队伍建设等进行具体部
署。晋江市进修学校德育教研室聚焦大思政教育、劳
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教育、家庭教育等板块，展
开2025年德育教研工作重点介绍。

会议表示，德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层级同向
发力、同频共振，德育干部应注重处理好与教务口、各
学科、班主任、生管队伍、“一把手”的 5对工作关系。
德育应做到实化、物化、特色化、有氛围感，推动德育工
作载体多元化、抓手具体化，加强工作方式创新化，育
人氛围情境化。同时要聚焦德育薄弱环节，抓住各板
块工作重点，明确实施路径，进一步系统、完整推进德
育工作。

当天，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林慧、南侨中学陈晴莹
还分别带来福建省中小学学科德育精品课展示。晋江
市第一中学、晋江市毓英中学、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代
表则分别进行学校推进课程思政经验分享、德育工作
体系一校一案分享、家长学堂课程建设等交流分享。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江市教育局联合
晋江市市场监管局、公安局、卫健局等部门，开展春季
校园食品安全联合执法检查行动。

此次行动分四个检查组，通过“四不两直”实地
走访、陪餐交流、口头问询、检查台账等多种形式开
展现场执法检查，对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员及食品安
全总监的配置与职责履行、食品安全日常管理机制
的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材采购与储存、环境
卫生、餐具消毒等环节进行了细致检查。同时，针对
去年 10月以来接收的投诉举报件进行了“回头看”，
确保学校主体责任的落实与管理体系的完善，筑牢
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推进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建立健全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机制，推动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走深走实，让广大师生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2月28日下午，晋江教育
“守耕讲堂”第 8讲开讲，特邀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经济
学教研部副主任林鹭航教授围绕“以新质生产力推动
福建新型工业化”作专题讲座。

林鹭航教授从新质生产力的三大逻辑及生产要素
说起，介绍了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历程和必要性；通过德
国“工业 4.0”模式、美国“硅谷模式”、浙江乐清“三模
式”锻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样板三种国内外模式的比较
借鉴，指出福建新型工业化的优势机遇及面临的问题
挑战，提出推进福建新型工业化的路径和重点，包括新
型工业化本身怎么做、各方如何配套等。

此次讲座让与会人员对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
内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将新质生产力的理念融入
教育教学工作中起到引导作用。

让闽南方言“潮”起来
晋江校园掀起学闽南语热潮

为青春喝彩 为高考加油

小记者作品选登

乐

石牛山奇遇

教育新闻

晋江推进
“大思政”教育体系建设

晋江教育“守耕讲堂”
聚焦新质生产力

晋江多部门联合开展
春季校园食品安全检查

月亮的果子

日前，晋江正式实施中小学（幼儿园）闽南语文化传习行动，确定了70所学校作为
试点，传承和保护闽南方言，并将其纳入今年为民办实事项目。随之而来的是，闽南语
文化迅速成为热点话题，晋江各校园刮起了一股学习闽南语的热潮。

本报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

沈锦伦（晋江安海庵前小学六年1班） 指导老师 曾奕恒

家长为学生佩戴成人礼帽。

南湾中学学生学习闽南语。

校园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