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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声声，走近你我，这里是吴
语melody，吴语美乐地！”在无锡市
立人小学，每周的吴语melody又开
课了。吴语分享人“淡然老师”蒋志
新坐在学校录音室中，开始了新一期
吴语音频的录制。

立人小学《吴地文化——浸润于
校园的校本课程建设》研究开始于
2015年，目的是保护和传承传统文
化，丰富和扩充校本课程，使学生在吴
文化环境中汲取养分。“还有一个重要
的原因，”该校校长陆玲介绍说，“我们
学校的新市民子女非常多，开展吴文
化的课程研究学习，能够帮助他们以
更开放、积极的心态接受吴地文化，同
时也能增进这些孩子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

据悉，立人小学以传统的吴地文
化为养分，创新吴地游戏，寻访吴地名
人名胜，学习吴地语言，真正把吴文化
的传承融入到校园学习中。采访当天
这节“吴语 melody”学习的词汇是

“白相”，淡然老师先用普通话解释了
一遍词语的意思，再用无锡话缓慢重
复“白相”这个词。学校为了推动吴语
的传承，每周还设置了“吴语日”。“这

一天里，老师和本地孩子讲吴语，本地
学生教外地老师说，外地孩子学会了
回家还会教爸爸妈妈说。”学校吴文化
研究课题中心组成员钮佳栋介绍。

吴地游戏课题组在课程开发时，
对课程内容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筛
选，最终选取了40个适合低、中、高年
级进行活动的游戏，编入《吴地游戏校
本教材》。钮佳栋表示：“学校最后选
定打陀螺、斗鸡、滚铁环、掰腕子四种
游戏，教师利用大课间、体育课、体锻
课时间带领学生了解游戏内容，让孩
子们真正走进游戏。”

结合吴地特色创设相应的环境，
学校构建了颇具吴地特色的“吴文化
一条街”，展示了彩泥捏制的美食、手
绘的油纸伞、版画国画绘制的扇面等
物品。走廊、楼梯等处也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张贴了吴地的人文故事和地方
知识，方便学生了解和学习吴地文化。

随着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校
持续丰富节日课程的内容，逐渐将元
宵节、冬至、春节等传统节日的教育纳
入到吴风越俗校本课程，并且立足茶
乡地域特色，带领学生们走进茶村体
验采茶、制茶、品茶，让他们感受博大

精深的茶文化。
陆玲表示，立人小学吴文化的课

题研究已经进行到2.0版本。2015年
开始的《吴地文化——浸润于校园的
校本课程建设》的研究实践已营造了
一个浸润式吴文化学习氛围，今年新
开的课题《以吴文化为核心的立人校
本课程深化研究》将把吴文化的研究
变成立体的研究课程，每一门学科都
会以吴文化为中心，制定属于立人小
学特有的吴文化教育方法。

（陶粼璐/文、学校供图）

近日，无锡市玉祁中心幼儿园开展
了同主题背景下的巡馆游馆活动，并将
课程实施内容呈现在幼儿园大厅。大班
有《中国娃》主题背景下的“水墨”“黄梅
戏”“青花”“文字”等博物馆，中班有《丰
收的秋天》主题背景下的“果蔬”“五谷”
等博物馆。孩子们借助照片、活动单、作
品等多种方式呈现自己在主题中的探究
经历、问题发现和想象创造，透视主动学
习之下，自己在博物馆课程经历中的成
长与发现。

围绕班级博物馆核心目标，孩子们
自己规划精彩的体验活动，布置巡游馆
环境，制定寻访标识，通过“投票”或“竞
选”产生导游和助教，为迎接即将到来的
小客人们积极准备着。与此同时，小客
人同样有条不紊在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学
习，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参访馆、设计自
己的参访流程和路线、制作自己的“寻访
日记”等，期待接触不一样的主题，不一
样的世界。

“水墨馆”内，小客人们在齐白石、李
可染等大师作品的熏陶下，感受水与墨
酣畅淋漓的艺术美，探究浓墨淡墨两相
宜的交融韵味；“青花馆”中，白泥上勾勒
青花、碎花布上缝制旗袍、油纸伞上描绘
春景，幼儿玩得不亦乐乎；“五谷馆”里更
是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做莜面鱼、煮

红薯、剥豆豆、磨豆浆……孩子们积极投
入，主动参与，不懂就问、不明白就看、不
会就操作，小馆主则是一个热情的分享
者，把自己的探究与发现以他们的方式
向小客人们交流传递，在合作中获得共
长。

据悉，巡馆游馆活动是玉祁中心幼
儿园班级主题博物馆课程实施中的一个
环节。活动中，教师从儿童的视角研究
课程的价值与目标，思考课程的建构与
推进，通过富有内涵的课程实施，激发孩
子们主动参与、积极思考、持续探究，促
进深度学习。

（刘萍/文、学校供图）

有这么一个故事：“真相曾
被村民多次拒之门外，因为她的
直白和冰冷吓到了村民。寓言
把角落里瑟瑟发抖的真相带回
家，用故事装扮并给予真相以温
暖，再次送她出门。身着故事外
衣的真相受到热情的欢迎，在村
民家中烤火并与村民共进晚
餐。”《故事思维》里的这则“故
事”，道出了“道理”和“故事”的
关系：讲故事比讲道理更能打动
人，讲故事比单纯说教更能影响
人，讲故事比喊口号更能激励
人，讲故事比直白的陈述更能感
染人，讲故事比残酷的事实更能
接近人，讲故事比生硬的规定更
能规范人。

在学校里，教师也可以通过
讲故事向学生传递信息、达成分
享、建立信任、密切关系、激发情
绪、形成合力，用故事打破单向
度的沟通、管理和控制，从而有
效地、柔和地、平等地开展教学
工作。教师也可以通过有意识
地记录故事、创编故事、更新故
事，不断训练自己的思维和表
达，运用故事影响他人、解决问
题、创造共同体，把故事变成自

己无形的力量。
做一个会讲故事的老师。

除了讲故事时候语言的技巧之
外，最重要的是要有故事，把“故
事口袋”随时随地带在身上，积
累大量的故事。低年级积累一
些童话故事，中年级开始还可以
积累一些偶像的故事，影星、球
星都是很好的素材。高年级的
老师对马云、乔布斯、霍金、任正
非……这些人一定要知道几件他
们的小故事，关键时刻很管用。

做一个会写故事的老师。
写故事要有足够的案例沉淀。
好故事一定来自有心的教育实
践和观察，来自于对于美好教育
的追求，对良好的教育、对孩子、
对自己还有追求的老师，才会拥
有好故事。其次，怎么把挑选的
故事讲出来，直接关系到故事效
果。这种技巧，要从大量的阅读
和实践中去积累和操练。所有
的故事，都是按照时间线发展
的，捏住哪个点开始捋，怎么捋，
哪些要藏，哪些要剪，哪些要提
前，都得仔细推敲。

（无锡市新吴区坊前实验小
学 陈秀红）

吴地游戏、吴地方言、吴地故事……
无锡这所学校把吴文化传承融入校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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