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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的历程，见证了我们锡师附小
自强不息的辉煌，凝聚了许多老师辛
劳、智慧和期望，更承载了我们的信心
与骄傲。

张校长讲的附小史，让我们深深地
感到：附小是一片温馨的热土，把我们
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追求我们共同的梦
想；附小是让我们不断成长的摇篮，促
使我们奋勇前进、茁壮成长。

品今追昔，在张校长绘声绘色地演
讲时，台下的掌声此起彼伏，带给了同
学们太多的感动与震撼。百年历程，百
年深情。我感受到了“诚勇文化、乐学
教育、百年文脉、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
与气势，我为自己是附小人倍感光荣。

（指导老师：张瑜）

精彩的“大课程”活动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学前校区六（2）班

锡报小记者 过泓瑞

今天我们锡师附小举行了别开生面的
“校长讲校史”的大课程活动。

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校长从幕后走
了出来，开始了她的精彩演讲。张校长和
蔼的声音回荡在报告厅里,让同学们产生
了极大的兴趣。在讲到日寇抢掠老附小,
破坏我们学校的时候，她的声音充满了悲
伤；讲到附小开创时老校长和老教师们花
费了很多心血的时候，我们都感动得流下
了眼泪……就是这样情感交织让我们铭记
了校史，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学习环
境来之不易。

我们即将要毕业了，要告别可爱的附
小了，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再回来的，我一
定不会辜负老师们的期望。

（指导老师：程琛）

一堂特殊的课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学前校区六（2）班

锡报小记者 唐承杰

今天中午，我们六年级全体师生来
到报告厅，听一节很特殊的课——张校
长亲自给我们讲的一节校史课。

此次讲校史活动分为四部分：起
源、锤炼、积淀和现今，共讲了1913年—
2020年共107年的校史。当校长讲到
我校的八大名人时，我激动得差点跳了
起来。顾毓琇、秦邦宪这些耳熟能详的
人物，原来都是出自我校。当校长介绍
当年学校被轰炸，到后来重建等历史，
无一不让我感受到身为一个附小人的
自豪与骄傲。

（指导老师：程琛）

记一次“大课程”活动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学前校区六（2）班

锡报小记者 包馨文

作为附小的一员，一定要了解学校
的校史。今天我们的校长要给我们在
报告厅举行一次大课程——“校长讲校
史”。你知道为什么叫“大”课程吗？第
一，所有的六年级老师和同学都要来上
一节公开课；第二，有许多重量级人物
来讲课；第三，课堂内容独特。

演讲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顾
倬先生创办了锡师附小，这是一个培养
教师的地方，发表了一本名叫《儿童与
教师》的书。

这次讲座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学校
的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也让我受益
匪浅，我为我是附小学子而感到骄
傲，也为这是我在附小的最后一年而
感到不舍。

（指导老师：程琛）

听校长讲校史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学前校区六(6)班

锡报小记者 唐雨菲

这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下午队活
动课，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了报告
厅，听说是校长要给我们宣讲附小曾经
的历史。

在我们的注视下，张校长缓缓走上
台，开始了她的述说。她脸上洋溢着自
豪的微笑：“我们附小已经有几百年的历
史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校训是诚勇。
谁能说说诚勇的含义呢？”五班的一个男
同学自信地举了手:“我知道，是诚实勇
敢的意思!”张校长点了点头说：“说得很
对，这次我就带同学们走进诚勇的世界，
体会乐学教育的来之不易。”1913年9月
4日附小正式开学，首任校长顾倬老先生

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近百年来，附小虽
经历社会变迁，人事变动，但附小始终以
乐学教育为目标和动力，上下求索，孜孜
不倦，优良的校风、教学、学风，一脉相
承，代代相传。附小的老师努力地把学
生培养成具有积极人生态度及健全人格
基础的高素质人才。

听完校长的介绍，心中不禁感慨万
千：原来我们能在快乐向上的学习氛围
里学习，是历代背后老师们排除万难，不
断改革，奉献自己得来的。我暗暗在心
里下决心，以后要当一名有用的人，报效
祖国。

（指导老师：李敏霞） 我骄傲，我是附小人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学前校区六（1）班

锡报小记者 彭艺涵

“严家池畔，文昌宫旁,巍巍我校门墙
……”在动听的校歌声中，我们六年级学生
在报告厅听了一堂非同寻常的校史课。

张校长在掌声中走上讲台,面带笑容
为我们介绍了学校从1913年成立至今的
发展史。顾倬先生虽然家境贫寒，却痴心
教育，按照日本的一所学校蓝本，创办了附
小，让我内心充满了崇敬。当我听到昔日
的校园曾经被日寇洗劫一空，我感到十分
难过。得知第二任校长将一台破钢琴藏在
草丛里，凭借这台身经百战的破钢琴复校
复学时，我热泪盈眶。当时时局混乱，办学
艰难，但附小教师却不惧艰难险阻，坚定教
育信念。这不是诚勇最好的解释吗？没有
他们的坚持，哪来我们这所学校？

校史课在铃声中落下帷幕，我飞奔到
乐学广场上的汉白玉墙边，找到那架有珍
贵意义的破钢琴，耳边再次响起那首熟悉
的校歌：“严家池畔，文昌宫旁，巍巍我校门
墙……”

我骄傲，我是附小人！
（指导老师：张炜红）

一堂难忘的校史课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学前校区六（1）班

锡报小记者 蔡克齐

来了，来了！张校长来到了大礼堂，
她热情给我们介绍学校的历史。她声情
并茂地讲述着那一段段令人热血沸腾的
历史，说到激动处，手不时上扬，泪光闪
闪。我们听得格外专注，生怕落下一个细
节。我原本以为自己是了解附小的，因为
我能准确说出建校的首任校长——顾倬
先生，也知道学校创办于1913年。可现
在，我觉得自己太浅薄了，附小这所学校
的发展充满曲折与不易。我听到用一架
旧钢琴复校这段历史时，更是格外心潮澎
湃，这就是我们附小人，一群不惧困难的
附小人。

听完校史，同学们纷纷向校长提问。

我们班的华若辰同学向张校长询问了校
徽的意义。张校长低头看了看别在胸前
的校徽，又抬头一脸庄重地告诉我们：“校
徽上有三个元素体现附小特色。红色的
底色代表着附小人血液里流淌着红色的
基因。每个学生都要热爱祖国，忠诚于国
家与人民。银色的‘诚勇’二字代表着学
校的校训。诚信待人，勇于担当，是每一
个学生的责任。校徽外围写着校名与建
校日期1913，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记住母
校，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礼堂里掌声雷
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胸前的校徽显得
格外耀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肩上扛着沉
甸甸的责任。

还记得我们刚刚踏入附小的校园时，
我们还在老校园里学习。当年六年级的
大哥哥、大姐姐们在百年悬铃木下为我们
戴上了红领巾,那一刻，我还记忆犹新。
如今我们在新校园里已成为毕业班学子，
即将开启新的征程，恋恋不舍，却又满怀
憧憬。我们将会带上“诚勇”与“乐学”这
两个宝贝，传承附小的传统，走向未来。

（指导老师：张炜红）

听校史有感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学前校区六（7）班

锡报小记者 张誉铧

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报告
厅听校长讲校史。

她拿起了话筒，深情地为我们讲着
校史，从中我知道了我们学校是在1913
年由顾倬校长创办的，是他与老师们一
起商量，提出了“诚勇”这二字为校训，相
信顾倬校长一定是想让附小的学子诚实
勇敢。从1913年到现在，整整107年，我
们附小发展得太快了，现已有了两所分
校。每当早上我戴着校徽走进校门，我

心里都无比高兴我是附小学子；每当犯
错时，那大大的“诚勇”二字时刻提醒我，
要做一个诚实勇敢的人；每当看见那红
色的校徽，我总能记住我身上流着的是
红色血液。再过一年我就要离开附小
了，在最后一年里，我会努力学习，天天
向上，今天我以附小为荣，明天附小以我
为荣。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母校——锡
师附小。

（指导老师：王婧洁）

“大课程”听后感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学前校区六（5）班

锡报小记者 陈修闻

今天，阳光明媚，我们满怀着好奇和
期待的心情走入报告厅，第一次大课程
即将开始，亲爱的张明霞校长会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体验呢？

“同学们，你们了解自己的母校吗？”
伴随着张校长清脆的嗓音，大课程进入
正题，“锡师附小是顾倬老先生于1913
年筹建，于9月4日正式开学……锡师附
小一直提倡乐学教育，至今还在不断提
升 和 创 新 …… 我 们 的 校 训 是‘ 诚
勇’……”

在这次大课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诚勇”校训。我认为“诚”是赤胆忠
诚的信仰，是诚实守信的原则，是诚恳踏
实的作风，是诚朴谦逊的性格，是精诚团
结的氛围；“勇”是忠勇为国的理想，是迎
难而上的态度，是勇为敢当的责任，是英
勇顽强的精神，是勇于创新的追求，是沉
着勇敢的智慧……

我一定会永记“诚勇”二字，不辜负
我的母校——无锡师范附属小学。

（指导老师：万怡芳）

学习校史，让梦想长出翅膀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学前校区六（1）班

锡报小记者 强薇

听，学校的报告厅内传来阵阵掌声；
看，同学们身穿校服，正襟危坐，目光炯炯
有神。告诉你，那是我们附小六年级大课
程第一讲——“校长讲校史”开讲啦！

台上，张校长手持话筒、精神抖擞、
神采飞扬，从顾倬先生创办锡师附小，到
一首校歌的诞生、一架旧钢琴复校，再到
人才辈出、桃李芬芳，一个个故事仿佛让
我们穿越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当
听到顾毓琇、荣宗敬、秦邦宪、顾衡等杰
出人物曾是我们校友的时候，自豪感油

然而生。
回家路上，我兴致勃勃地跟妈妈讲

述校史故事，妈妈一路微笑，没有说话。
回到家，她从书柜里拿出了《百年树人》
一书，我迫不及待地翻阅着。书后是一
张张珍贵的照片，那是我们百年校史中
涌现的杰出校友，有著名的国家领导人、
学者、医生、运动员……读着、看着，我仿
佛看到我的梦想正长出一对翅膀，向我
在招手：“跟我来，加油吧，强薇！”

（指导老师：张炜红）

百年历程，百年深情
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学前校区六(4)班

锡报小记者 杨蕊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