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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诗词读

一纸乡书来万里
■ 阮忠

苏轼一生多次去过京口（今江苏镇
江）。他晚年北归时路过京口，在金山寺
写下那首著名的六言小诗《自题金山画
像》，对自己一生作了总结。此前，苏轼
在熙宁七年（1074年）去过京口两次：当
年正月，身为杭州通判的他去京口赈灾，
在京口待了近半年；十月去密州任太守，
路过京口，未作久留。

京口在历史上负有盛名，相传三国
东吴孙权在此置京口镇，隋朝时改置润
州，相沿至北宋，京口更名镇江府，今仍
称镇江。苏轼到京口后收到来自家乡的
书信，不觉顿生乡愁，于是填了《蝶恋花·
雨后春容清更丽》这首词。词前小序特
别说明“京口得乡书”。这一年苏轼近
40岁，距他于熙宁元年（1068年）回乡安
葬父亲、守孝后还京已五年有余。词中
所说的这封乡书不知作者是谁，但唤起
了东坡的怀乡之情。他提笔在词中写
道：

“雨后（一作‘过’）春容清更丽。只
有离人，幽恨终难洗。北固山前三面
水。碧琼梳拥青螺髻。

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
成归计。白首送春拚一醉。东风吹破千
行泪。”

苏轼这首词写在雨后，柳永的《八
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也写在雨
后。柳词开篇将“潇潇暮雨洒江天”描
述为“一番洗清秋”，让人想到苏轼说
的“雨后春容清更丽”正是雨洗的结
果，雨洗春色更加亮丽，催苏轼因春色
而生乡愁。《蝶恋花·雨后春容清更丽》
这首词下阕的“一纸乡书来万里”，又
是乡书启愁。离人的幽恨常因离别的
时间长、空间距离远更为凝重。南唐
李煜有词说“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
还生”；北宋欧阳修有词说“离愁渐远
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苏轼看远
方的北固山三面环水，江水平静流淌，
就像“碧琼梳拥青螺髻”。这句词通过
比拟的手法，描绘碧如琼玉的江水轻
轻梳理着如青螺髻般的北固山，充满
柔情和温暖，而他内心的乡愁却洗不
能消、驱不能去。

北固山是京口名山，相传三国东吴
孙权为联蜀抗曹，在险峻的北固山上设
宴邀请蜀主刘备观赏浩浩长江，刘备望
江兴叹。北固山闻名遐迩，还有赖于南
宋辛弃疾的两首登京口北固亭怀古词，
即《南乡子·何处望神州》和《永遇乐·千
古江山》。那时，辛弃疾欲抗金报国而郁
郁不得志，在这两首词中分别愤言“生子
当如孙仲谋”，感慨“千古江山，英雄无
觅孙仲谋处”，空有壮怀。苏轼不像辛弃
疾那样，经历过山河破碎的痛苦。他看
到北固山，没有回望历史，而是把它与长
江融为一首曼妙的歌，江水情深，反衬苏
轼难言的怀乡情思。

苏轼说，万里乡书问他何年真个成

归计？他没有回答，只是委婉地在词中

写道：“白首送春拚一醉”，以酒醉掩饰思

乡却不能还乡的痛苦，酒浓愁亦浓，然后

又说“东风吹破千行泪”，用千行泪揭示

内心的痛苦，无言胜有言。

苏轼于嘉祐元年（1056年）和弟弟

苏辙随父出川赴京应试，此后只回过

两次故乡：一次母亲程夫人病故，回乡

奔丧；第二次是父亲苏洵死于汴京，他
和苏辙扶柩回乡安葬。此后，苏轼没
有再回乡，死后葬在河南郏县的小峨
眉山。

苏轼有名言“此心安处是吾乡”，但
四川眉山是他的根，《蝶恋花·雨后春容
清更丽》这首词流露了他浓浓的思乡之
情。

“校内饮水机水质安全问题研
究”“民航业面临的困境及应对措
施”……翻看近几年海南华侨中学高
一、高二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课题，可
以看到这些课题的研究视角各有侧
重，选题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技创
新、社科、人文、艺术、体育、环保、金
融等多个方面。

据了解，研究性学习指的是学生
在教师指导下，从社会生活和日常学
习中选择、确定研究专题，从中主动
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目
前，海南多所中小学校充分整合校内
外资源，为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提供
了有效的平台和载体，并组织教师对
学生的研究进行指导和评价。

“通常情况下，学生们以自由分
组的形式开展研究性学习，具体内容
包括研究主题、研究方案、开题报告、
研究过程、结题报告、成果展示等。”
海南华侨中学教师郑紫丹介绍，研究
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内容，能让学生更
积极地投入研究，取得较好的学习
效果。

出于对海南典型物种雷公马的
喜爱，海南华侨中学学生赖晓璇和5
名同学以“海南雷公马背后的海南文
化”为题，通过调查问卷、实地采访等
方式了解海南人对雷公马的情感，深
入研究海南文化习俗等。“通过这次
研究性学习，我对本土文化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也产生了更强烈的情感共
鸣，这些都是日常‘刷题’无法获得的
宝贵经验。”赖晓璇说。

“基于学生的兴趣爱好，我们会
主动提供一些与本地发展密切相关
的课题供学生参考，鼓励学生自主发
现问题，确定研究性学习选题。”文昌
中学教研室副主任傅启地说。

文昌中学学生余唐宇以“文昌
市中学生睡眠现状、原因及对策”为
题，深入了解当地部分中学生“缺
觉”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建议。“类似
这样出色的学习性研究成果，会被
推荐参加海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傅启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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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有趣的校本课程，被许多学
生称为“宝藏课程”。屯昌中学近年来
开设了许多有新意、出新彩的校本课
程，同时挖掘“寻常见”课程中的新奇
元素，让校园生活更加充满活力。

麻绳编织“变废为宝”
大多数人看到矿泉水瓶、快餐盒

等生活中常见的废弃物，都会随手丢
进垃圾桶。这些废弃物，在屯昌中学
麻绳编织校本课堂上却能“变废为
宝”。

“先在瓶口内壁粘贴一圈麻绳，再
在瓶口绕上一圈花边，每段麻绳的线
头都要打上热熔胶进行固定，这样能
防止麻绳散开……”近日，该校美术教
师许程钊通过一个易拉罐，向学生示
范笔筒制作的单线缠绕法。每名学生
的课桌上，都摆着麻绳、尖嘴钳、热熔
胶枪、剪刀、美工刀、圆规及尺子等工
具。精心制作出一个精美又实用的笔
筒后，学生何慧雯高兴地说：“这有点
像升级版的‘变废为宝’手工课。”

学生张庆淳按照许程钊的讲解，
先在硬纸片上画出几条鱼的形状，再
剪出数段麻绳作为鱼鳞，然后将一段
麻绳打散制成鱼尾与鱼鳍，最后再将
小黑豆当作鱼眼。简单操作下来，一
件活灵活现的小鱼儿挂件就呈现在我
们面前。

两年前，许程钊在开设这门校本
课程前，着实费了不少心思。在他的
指导下，许多学生都掌握了笔筒、水果
篮、抽纸盒、挂件等多种物品的创意编
织方法。“麻绳编织校本课程的耗材多
是人们眼中的废弃物，我们希望通过
这门课激发学生‘变废为宝’的无限创
意，鼓励与引导学生把生态环保的理
念落实在行动上。”许程钊告诉记者。

古法扎染秀出新花样
古人如何给服饰上色，秀出新花

样？不妨一起去屯昌中学扎染课堂看
看吧。

“扎染很神奇。”一番忙碌后，该校
学生陈亦菲捆扎后的布料经染色剂浸

染后，几分钟内就出现了形似麻花、同
心圆、水波纹等图案，尽显青花瓷般的
淡雅之感。

“扎染课的内容主要分为扎结和
染色两部分。”扎染校本课程授课教师
冯璐介绍，扎染也称扎缬、绞缬、夹缬
和染缬，是中国古代民间一项独特的
传统工艺。创作者应先在脑海里构思
图案，再用橡皮筋将织物进行捆扎，然
后浸渗染色。其中的奇妙之处在于捆
扎折叠处不易上色，而未扎结处容易
着色，在视觉上就会形成变化多端的
色彩效果。

“老师，为什么扎染后，有些色调
不太均匀？”学生曾菁菁对此有点不
解。“要尽可能扎得紧一点，浸泡染色
需要15—20分钟。”冯璐告诉曾菁菁，
古代，人们会用茜草、红花、苏木、栀
子、槐米、蓝草等植物的根、茎、叶、皮
里的汁液进行染色，经氧化后再晾晒，
这样色调才能较为稳定，几乎不会脱
色。想让布料图案更丰富，除了要学
会捆扎，还要运用纱、线、绳对布料进

行缝、缀等后期加工。

“寻常见”课程出新彩
麻绳编织、古法扎染等新奇校本

课程颇受学生青睐。那么，“寻常见”
的校本课程，如何授课才更有趣呢？

“学陶艺，可以让学生找回儿时捏
泥巴的童趣，也能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
传承传统文化，学会塑造美。”该校陶艺
课教师王琦说。近日，他为学生讲解泥
条盘筑法这个古老的制陶方法，引导学
生收获了陶艺课程的“初体验”。只见
符诗涵等学生先将泥料搓成长条，再螺

旋式由下往上盘筑成型。他们不时用
小木片将接缝处的泥抹平。半节课时
间，一个略显粗糙的陶罐泥坯就能制
成。木刮片、修坯刀……通过10余种
大小不一的工具，学生们继续在半干的
泥坯上雕刻出各种纹样。

为了让陶艺课更“接地气”，王琦
还会带领学生到郊外挖土、筛泥，将
部分成品放进高温电窑烧制成型。
有时，他还会让学生在实训基地进行
露天烧陶，体验古人制陶的艰辛与乐
趣。

屯昌中学曾获评为“海南省美育
示范学校”。该校教研中心教师程兰
英介绍，截至目前，该校已开设麻绳编
织、扎染、书法、陶艺及茶艺等30余门
校本课程。这些“宝藏课程”让学生们
的校园生活变得更多彩。

屯昌中学：

“宝藏课程”为课堂添彩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海南乡村优质农产品怎么走出田
间地头？海南旅游市场如何变“流量”
为“留量”？导致青少年儿童肥胖的原
因是什么？这些看似与课堂学习毫不
相关的问题，近年来成为海南华侨中
学众多高中生踊跃参与的研究性学习
课题。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新一轮课
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新修订的课程方案
更加重视课程综合化。随着近几轮课
程改革的推进，中小学校不仅要设置学
科类综合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还
应倡导通过研究性学习等方式促进课
程融合，以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的综合
素质。

目前，我省中小学校在以上方面都
进行了哪些积极有益的探索，从而增强
课程内容与社会生活、实践经验之间的
联系？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
采访。

每年秋季学期，海南中学学生都
会盼望一场特殊旅行的到来，那就是
社会实践活动。从1999年起，海南
中学就开始开展“在行走中真看、真
听、真做”的学生综合实践活动，并将
其体现在学校的课程体系、教学设置
中。学生们带着课题走出校门，用脚
步丈量琼岛东南西北，在实践中绽放
青春活力。

“我们深入黎村苗寨，触摸黎族
陶器；前往琼海潭门中心渔港，记录
渔民出海过程……”海南中学毕业
生袁萌萌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实
践活动的路线和内容，“社会实践提
升了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我后来在大学开展田野调查
打下良好的实践和思维基础”。

海南中学有关负责人表示，社会
实践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让学生
在行走中进行关于理想、学习、成长
的思考，深入社会了解国情、社情，积
累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阅历。

近年来，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通
过实践活动，结合在地文化、本土资
源创建美育课程群。“目前，我们学校
正在探究将海南非遗文化融入小学
美术、音乐等校本课程群的路径，以
提升学生的艺术文化素养，引导学生
爱上传统文化。”海口市滨海第九小
学副校长廖夏婉说。该校将课堂

“搬”到骑楼老街、琼剧戏台中，通过
一场场诗词学习、琼剧扮唱、雕塑、绘
画等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尽情领略非
遗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我省许多中小学校在
课程实施方面呈现出积极有益的创
新探索。这些创新探索通过实施跨
学科的研究性学习、主题式的项目
化学习、社会实践等方式，不断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养和社会实践能
力。”省教育研究培训院有关负责
人表示。

与传统课堂教学不同，研究性学习的
学习方式不是学生被动记忆、学习教师传
授的知识，而是鼓励他们自主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进而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
法。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再是主导，而
是引导。

研究性学习的一大特点是研究性。
郑紫丹说，这就要求研究性学习的选题要
具备一定“研究色彩”。因此，海南珍稀鸟
类保护、中学生身心健康问题、共享书厅
建造、城市盲道布局设计等都进入了该校
高中生的视野。

《糖类和脂质与人类健康》，是海南华
侨中学学生刘筱羽和沈宸羽聚焦“青少年
儿童肥胖患病率增加现象”的研究成果。
他们运用文献分析法、动物实验法和问卷
调查法等研究方法，通过绘制思维导图、
进行小鼠实验、制作数据图表等方式，深
入了解肥胖背后的影响因素。

“深入的学习研究，能帮助中学生提升
科学探索能力、动手能力、问题分析能力、
论文撰写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等，为今后
的学术发展和创新打下坚实基础。”华中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刘金林说。

郑紫丹说，为了让学生的研究性学习
“更有研究性”，而非简单从网上下载资料
糊弄了事，该校每年10月开题，次年3月
中下旬提交结题报告，鼓励学生们充分利
用寒假开展课题研究，“此外，课题指导教
师还会分阶段制订实施计划，提醒学生及
时完成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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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

访谈调查

实地调研

文献研究

问卷调查

实验研究

海南华侨中学学生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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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麻绳编织作品。
本文配图由通讯员 林小丹 摄

学生展示古法扎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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