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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可新 赵佳璐 范海沛

红五月朗诵会

放飞梦想，放歌祖国
和风煦暖，榴花怒放。5月18日下午，在

省实验东校区礼堂内，在鲜花与掌声的包围
中，该校东校区举办的第九届红五月朗诵会
隆重举行，莘莘学子以诵读的形式，完成了
一次关于青春、关于梦想的“ 远行”，展示
了同学们的青春风采和当代青年的砥砺奋进
精神以及筑梦中国、祝福祖国、走好新长征
路的深广情怀。

本次红五月朗诵会以精彩的原创诗文为主
线，以诵读国学经典、传承优秀文化为重点，
分为三个篇章———

“ 砥砺青春”，讲述了中华民族从衰落走
向复兴的艰难历程，以青春回报时代，以梦想
开创未来。作为开场的第一个节目，《 青春礼
赞》仿若绽放着七彩光芒的乐章，讲述了青春
的各种美好，优美的旋律营造了诗一般的氛
围。《 青春正飞扬》是一首嘹亮的青春颂歌，
同学们以最美的声音赞扬青春的辉煌。刚毅、
自信的脸庞，映照出胜利的曙光，紧握那一滴
汗水，任泪水在脸上流淌。《 以梦为马，不负
韶华》以细腻的笔法描绘出了少年们不畏艰
险，乘风破浪的进取精神。眼前处处青山绿
水，道旁鲜花含苞待放，只待少年背起行囊即
刻起航，方不辜负韶华好时光。《 满江红·砥砺
青春》讲述了从古至今中华民族艰难的复兴之
路，以精彩的朗诵表达了自己要重振中华的愿
望。校园参天树，窗下书声朗，物华天宝，学
子多倜傥！

“ 逐梦远航”，歌颂了当代青年们在火热
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的进取精神。《 仰望》
以简洁有力的朗诵抒发了对伟大祖国的敬仰和
爱慕之情。《 风雨追梦》描绘出了祖国旖旎的
自然风光，赞扬了其勇于开拓、追梦远航的拼
搏精神。《 泱泱华夏·其灼其煌》以诗意的笔
触、饱含深情的朗诵表达了对祖国富强、繁荣
的美好祝愿。青山不老，亘古辉煌，数载千
秋，谁勘栋梁，愿报国志，试翼远航。《 长江
赞》慷慨激扬，同学们出彩的朗诵不仅是对长
江的赞美，更是对中国民族这东方雄狮的颂
扬。高一级部4位老师联袂朗诵的《 五月的美
好》将老师们的全心付出和无私奉献化作一首
情真意切的诗，春蚕蜡炬令人敬，丹心热血沃
新花，老师们饱含深情的朗诵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热烈掌声。

“ 祝福中华”，愿华夏之魂铸就中国梦，
愿中华儿女逐梦永向前。“ 东校之声”广播站
献上了精彩的朗诵节目《 筑梦中华》，忆往
昔，峥嵘岁月，光阴婆娑，看今朝，少年意
气，挥洒山河。《 天香》从古老大陆上的一株
牡丹写起，芙蓉静少情，牡丹真国色，这株牡
丹目睹了祖国的沧桑，更见证了祖国的富强。

《 中华祝福您》则以最诚挚的敬意表达了对祖
国母亲的祝福，愿我们的民族坚韧顽强，愿我
们的国家繁荣辉煌！

红五月朗诵会始于2009年，今年已是第九
届，由该校东校团委主办，高一语文组、“ 东
校之声”广播站承办，高一级部、团总支、音
乐组、记者团协办，整个朗诵会的策划、主
持、剧务、PPT与视频制作、节目彩排全部由
学生在学长的指导下自主组织完成。这种以学
生为主体的举办方式，不仅让同学们收获了登
台表演的喜悦，更锻炼了学生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
活动中收获体验、陶冶情感、快乐成长。

传统文化引领

彰显学校德育特色
而此次诵读只是山东省实验中学围绕“ 传

统文化引领”所开展的衍生活动之一。多年
来，该校始终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为着力
点，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由浅入深、由表及
里，不断实现为校园文化建设“ 点睛”，为德
育实效“ 增色”，为学生的人生底片“ 添
彩”，培育有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现代“ 实验
人”。

以精神引领为先——— 一方面，该校让彰显
传统文化底蕴的校训成为实验人的精神指南，
2016年9月1日，开学的第一天，高一的新生们
正在上他们在山东省实验中学的第一课———

《 解读实验文化精髓》，实验中学的校训是
“ 博学日新，德行天下”，融合了儒家文化底

蕴与时代特点，要求师生终身学习，具有渊博
而精深的知识；每天都要进步，具备创新的精
神和能力；以德作为为人、处事、做学问的第
一准则。校训不是空泛的文字，而是实验人代
代相传的精神指南，是具有鲜明实验特色的丰
厚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让修身立德成为实验
人的行动指南，学校特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
德性修养的精华，开展实验学子“ 修身”行
动，确立诚信、尊重、责任、公平、仁爱、礼
仪、创新、坚毅八大修身目标，每学期通过主
题教育和修身实践体验活动，使民族文化精髓
熔铸为学生的文化人格。

以同伴引领为要——— 每年开学时，前来报
到的高一新生都会在身披绶带胸佩学长证的学
长的引领下，进行着入校的各项程序，并倾听
他们讲述如何开始入校第一天的生活，学生组
成学长报告团，从“ 高中学习与时间规划”

“ 宿舍生活与团队打造”“ 社团的选择”“ 学
生组织与活动策划”等各个方面向新生展示高
中生活的丰富多彩，教练太极拳、班务常规、
宿舍卫生、跑操带队、活动组织等也都少不了
学长的身影，学长制破解了学校文化传统传
承的难题，使良好的校园文化在历届学生中
传承，并以其教育的实效性、参与的多元
性、受众的广泛性引起教育界的关注，学校
的《 高中推行学长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
果，被评为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

以课程引领为核心——— 2016年10月13日，由
天津音乐学院李凤云古琴传习室李秋霞老师和
该校语文组李鸿杰老师合作开发的《 琴歌———
中国古代琴曲与文学》校本课程正式开课，既
有对古琴琴艺的传承，使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
止步于文字上的道德说教，更是结合了中国古
典文学诗文名篇的解读，使古典诗文名篇不局
限于文字的解说，此外，该校还设立了《 京
剧》《 国学》《 工艺烙画》《 中国社会风俗

史》《 剪纸》等传统文化校本课程。《 京剧九
讲》《 汉字九讲》《 陶艺》《 国画》等8门富于
民族特色的校本教材已正式出版，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通过课堂教学的主渠道融入学生的知识
链条。

以家校引领为动力——— 2016年5月，山东省
实验中学“ 爱能赢”父母大学正式开课，这是
学校面向家长举行的家庭教育公益性系列课
程，也是学校实现全员育人、家校合作的重要
方式，与分散举办的家庭教育讲座相比，山东
省实验中学父母大学突出课程化、专业性和规
范性，课程内容有提升孩子幸福能力、不会
爱、爱变害的“ 八把刀”、会爱才是真爱、做
孩子喜欢的父母、我是一切的根源、倒过来更
精彩、负面情绪是毒药等多个主题，学校将家
庭教育融入学校制度建设中来，使学校教育与
家庭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全员育人，共促学
生成长。

以活动引领为特色——— 从2002年起，太极
拳在全校推广，如今，人人会打太极拳，课间
全校合练，已成为实验中学的一道风景，与此
同时，该校每年的校园体育节都要举办以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为主要内容的校园体育节，跳
绳、踢毽子、抖空竹、竹竿舞、拔河等项目成
了常规项目，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深入人心，传
统文化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传
统文化社团在该校也纷纷成立，目前，在学校
现有的40多个学生社团中，传统文化社团占到
了近三分之一，国学社、雅风社、汉服社、舜
泉历史学社、书画社、陶艺社、民乐社等传统
文化社团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成立于2007年5
月的兰亭书社，以“ 品读国学经典、感悟圣贤
智慧”为社团宗旨，让学生在欣赏、书写的同
时，感悟文化经典所蕴含的深刻哲理，荣获济
南市首届学生社团大赛“ 十佳社团”称号、第
一届中华学子青春国学萃活动“ 全国优秀中学
生国学社团”称号；而成人礼已经成为该校国
际部毕业生的一项传统项目，在济南府学文庙
已经举办了三届，毕业生穿汉服、行古礼，亲
历传统文化魅力，祈福朝圣、留存记忆、感恩
师长，在父母、中方老师和外教们的见证下，
完成了成长历程中的一场特殊仪式；该校还隔
年举办一届新年民族音乐会，京剧联欢会已经
举办6届，2004年民乐七重奏《 打春》荣获“ 全
国首届中小学艺术展演活动”一等奖第二名的
好成绩，2007年民乐小合奏《 醉翁戏鸟》荣获
第二届全国中小学艺术展演一等奖，2010年鼓
乐合奏《 滚核桃》荣获第三届全国中小学艺术
展演活动一等奖，成为全省三次蝉联艺术展演
一等奖的唯一学校。

核心提示：红色五月，青春激扬。5月18日，以“ 传承经典·
砥砺青春·逐梦远航”为题，山东省实验中学举行了第九届红五月
朗诵会。本次朗诵会紧扣主题，以精心制作的视频、气势恢宏的
音乐和激情昂扬的朗诵展现了青年人的担当和信仰。近年来，山
东省实验中学审时度势，以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作为校园

文化的底蕴，构建传统文化引领课程，并作为学校德育课程体系
的主线，取得了明显成效，先后荣获“ 济南市首批校园文化建设
示范学校”，文化部授予的“ 京剧艺术传承基地”，济南市“ 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先进单位，教育部授予的第一批“ 全
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传承经典 砥砺青春 逐梦远航

山东省实验中学：培育有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现代学子

合格父母大学结业典礼现场 班级特色展示

□田可新 赵思童

核心提示

为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推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活动

深入开展，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道德模范巡

讲活动，近日，济南市道德模范——— 王德萍

到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巡讲。王德萍老师

的精彩报告，以饱满的热情，体现了纯洁高

尚的道德品质、善良真诚的为人处事、默默

奉献的无私情怀、弘扬正气的责任担当、经

年累月的持续付出、恪尽职守的实干实绩，

深深震撼着在场每一位师生。报告会在学生

中引起强烈共鸣，许多同学表示：“ 在今后

的学习生活中，要力所能及地去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脚踏实地，做社会道德文明新

风尚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19岁那年，对特教一无所知的她来到了

“ 济南特殊教育中心”，成为了一名特教老

师。踏进校门，她一下子就愣住了。眼前的

盲生，跟自己在幼儿园实习时面对的天真烂

漫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她难以接

受。就在她发愣的时候，一个低视的学生带

着其他全盲的同学围拢过来。“ 新老师来

了！”“ 是吗？新老师长什么样？你帮我们

看一看。”“ 太好了，终于有老师教我们音

乐课了。”一个盲孩子摸到了她的手，怯怯

地说：“ 老师，您会留下来吗？”她的心一

下子被这些孩子牵住了。“ 他们比别人更需

要我，我要留下来。”这个决心一下，24个

春秋，她再也没有与学生分开过。她把满腔

的热情奉献给了特殊教育事业，她把浓浓的

师爱撒向每一个学生心田。学生们喜欢上她

的课，喜欢听她说话，喜欢听她的笑声，更

喜欢抚摸她的脸庞，想象她的模样。她说，

看着孩子们的人生充满阳光，自己的人生也

因此而变得充实而有意义。她就是济南特殊

教育中心教师——— 王德萍。

是什么让王德萍默默坚守在特教战线二

十余载？是什么让王德萍走进了这群容貌并

不可爱、问题多多的盲孩子的心田？是爱。

它如涓涓细流，它随心所至，无处不在。

爱，是给予学生快乐的源泉。刚进校的

时候，学校条件差、规模小，学生们的生活

相对较闭塞、单调。年轻的王德萍，拥有火

一般的热情，承担了全校的音乐课、手工

课，还兼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那时的

手工课没有教材，她四处求教，边学边教，

手把手地教学生折纸、穿针引线、捏泥工、

编制毛线……一遍不会两遍，两遍不会三

遍，直至学生学会为止。音乐课上，她用学

校那时唯一的一架脚踏风琴，教学生唱歌、

听音辨音，教学生用盲文记谱、识谱。为了

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她在学生中成立了合

唱兴趣小组、风琴兴趣小组、手工兴趣小

组，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活动。老旧的校

园里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时，她住在学校

的集体宿舍，虽然条件极其简陋，但工作因

此方便了很多。对她来说，工作分不清什么

分内分外、班上班下。下班后，学生喜欢找

她聊天，跟她学唱歌。每逢节日，她总会组

织庆祝活动，虽然很忙很累，但学生们的笑

声是最好的奖赏。同事们望着她快乐而忙碌

的身影，感慨地说：“ 王老师好像有使不完

的劲儿。”“ 王老师走到哪里就会把歌声、

笑声带到哪里。”可同事们并不知道，她那

时也只是父母眼中一个没长大的、备受宠爱

的孩子。她也时常想家。但在学生们面前，

她总是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因为她相信快乐

会传染。

爱，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她带的第一个

班，学生年龄虽然已是八九岁，但他们连家

门都没有出过几次，来到学校这个完全陌生

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助，王德萍拉着学生的

手，带他们熟悉教室、宿舍、餐厅等学校的

每一个角落。拉着学生的手，带他们去餐

厅，教他们怎样把饭菜吃到嘴里；带他们去

热水房接水，教他们怎样通过听声音来判断

杯子里的水是否已满；带他们去宿舍，教他

们怎样摆放物品既整齐又容易找到。在一次

一次练习中，学生把老师装在心里。小孩子

住校，难免会尿床、尿裤子，父母不在身

边，怎么办？作为班主任，她责无旁贷。更

不必说，天冷了，提醒学生加衣服，生病

了，给学生端水喂药。学校成了学生的家，

老师就是他们的爸爸和妈妈。对有疾病或特

异体质的孩子，更是倍加关注。身患癫痫的

小明(化名)同学，至今难忘自己犯癫痫时，老

师同学奋力相救的情景，每年教师节总是给

王德萍发来短信——— 老师，是您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祝您节日快乐！

爱，是点燃学生心中希望的灯，是对每

一朵花开的等待。爱是无穷的动力，让她和

学生一起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学生在学习

上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学习盲文。而王德萍2012

年接的这个班，刚开始，有三个孩子根本无

法进行正常学习。欣欣极其任性，拒绝接受

老师的一切要求和帮助，老师说什么，都会

换来“ 不行”“ 我不会”“ 我不学”，王德

萍走近他，想摸摸他的手，却被他一把推

开；毛毛因为常年不与人交流，性格孤僻，

言语出现障碍，课堂上，渴了、饿了、困

了 、 想 尿 尿 了 ， 只 要 不舒服 就 喊 一 个字

“ 要”，进而哭闹不止，甚至爬上桌椅；壮

壮，虽然名字叫壮壮，其实他不仅全盲，智

力发展迟缓、浑身柔软无骨，走路都走不

稳。盲文教学计划根本无法实施。王德萍只

得先从教儿歌入手，慢慢培养学生遵守课堂

常规。每一节课，学生都状况百出。每一天

下班时，她都精疲力尽，嗓子沙哑。功夫不

负有心人，孩子们终于能坐住了。可是，学

习盲文非常枯燥，米粒大小的盲点，变换成
56个拼音字母，要记住它们的点位、符形，

谈何容易？何况还要学会上板，在每一方里

找准每一个点位用力写下去，在反面形成一

个个凸起的点，写完后，卸下板，把纸反过

来，再摸读出这些点位，更不是一日之功。

为了提高学生手指触摸能力，她用玉米粒、

黄豆、绿豆等实物，自己制作各种教具，为

了激发学生的兴趣，她把枯燥的点位编成儿

歌，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她设计各种小

游戏、小比赛。她用足够的耐心陪伴着他

们，等待他们一点一点地进步。学生终于能

读会写了。就在二年级的下学期，壮壮，这

个多重残疾的学生也能用软软的小手摸读出

盲文了：“ 12点b，35点a，b—a—ba……2点
b，35点a，b—a—ba……爸爸……”一时间，

王德萍和孩子的妈妈已激动得泪流满面。

为了让学生正确面对自己的残疾，她用

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用心发现学生的优

点，将其放大、放大、再放大；挖掘学生的

潜能，激励他们努力、努力、再努力，让学

生一点一点变得自尊、自信、自强。“ 别人

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这是她经常鼓励

学生的话。学生在攻克单人跳绳、三人跳

绳、跳大绳、溜旱冰等一个个难关的过程

中，这句话一次次得到了验证，这句话也渐

渐刻在了学生心中。

“ 教育是一扇门，推开它，满是阳光和

鲜花，它能给孩子带来自信和快乐。”作为

特教老师，他们无力改变学生身体残疾的事

实，但王德萍愿意做一个点灯人，用爱点燃

学生心中的希望之灯，让他们感受温暖、汲

取力量，勇敢面对风雨人生。这就是一名共

产党员，一名普通特教老师朴素的情怀。

◆相关链接

王德萍简介

王德萍自1992年7月一直在济南特殊教育

中心任教，主要担任盲生班级班主任和语文

教学工作。20多年来，她与无数个特教人一

起，坚守在特教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她

相信如同温暖的阳光终会融化坚冰一样，老

师的爱一定能叩开盲孩子紧闭的心门，温暖

学生的心灵，使其健康地成长。她始终坚持

把饱满的热情、亲切的微笑、生动的语言带

进课堂，引导学生在老师创设的情境中，体

验文中的情感，感受真善美，快乐地学习。

她的付出，赢得了学生的心，得到了家长的

认可、同事与领导的赞扬，曾被评为“ 济南

市学科带头人”、“ 全国优秀教师”、“ 济南

市第四届道德模范（ 敬业奉献模范）”、“ 济

南市优秀党员”，光荣当选“ 中国共产党山

东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王德萍（ 左一）和孩子们在一起 王德萍（ 后）在教学中王德萍在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宣讲

济南市道德模范王德萍：用爱点燃学生心中“ 希望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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