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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成群结队地在珊瑚丛中穿来穿去……”11月19日下午，位于邵宅村文化礼堂的瑞安老年大学塘
下分校三楼教室里，传出琅琅读书声。在四楼教室里，另一群人正低着头，用铅笔在田字格本上认真地
写下一撇一捺。读着这小学课文，写着铅笔字的不是小学生，而是一群中老年人。

每周一到周六，该文化礼堂的几个房间里都会坐满这样的学生。他们主动交学费，请老师教他们
识字。

8 TANGXIA NEWS今日塘下·新塘下
2014年11月21日 / 星期五 / 责任编辑 / 潘孝青 张 翔

这学期，鲍田中学少年

宫又新增了 3 个社团，分别

是太极拳社团、街舞社团和

篆刻社团，学校还请来 3 位

外聘的专业老师授课。

下午15时20分，下课铃

一响，学生们象欢快的小鸟，

“飞”进了社团教室。王丹丹

是一名初一学生，听说这学

期开了篆刻班，她毫不犹豫

地报名了。“之前学过书法，

觉得篆刻和书法有相似又有

不同，我想来好好体验下！”

篆刻老师陈俊雅说，篆刻能

陶冶情操，锻炼耐心，修身养

性，能塑造学生的沉稳性格。

操场上，动感的舞曲引

来学生围观，40 来名学生跟

着老师的动作像模像样地跳

了起来。叶益耿告诉记者，

街舞社团是这学期最热门的

社团，报名人数最多，最后只

得通过选拔的方式限定人

数。“跳街舞真帅！还能锻炼

身体。”初一学生戴雨铭说。

“现在少年宫共有10个社

团，我们打算陆续增加织毛衣社

团、葫芦丝社团等。”叶益耿说。“我学会网上购物了！”“我

会用微信和朋友交流了！”“公交

站牌上的字终于看懂，不怕坐错

站了！”“我通过驾照理论考试，

顺利拿到驾照了！”说起识字带

来的好处，学生们你一言我一

语，激动地聊开了。

黄爱红是塘下霞林村人，

经朋友介绍来这里学习，现读

三年级。“我朋友在这里读了 5

年 ，之 前 她 是 家 庭 主 妇 ，识 字

后，干起了保险工作。”黄爱红

说，前段时间她想只身去北京

看女儿，丈夫说她大字不识，不

放心，她不服气地说自己现在

怎么也有三年级水平。果然，

在北京，她轻松看懂了登机牌

和公交车上的字，不仅顺利找

到女儿的住处，还每天给 3 岁的

孙子讲故事呢。

虞成华今年 49 岁，是刚来

报到的新生。获悉教室里已没

有多余位置，她着急地说：“老

师 ，没 位 置 让 我 站 门 口 听 也

行。”张文娟见她这么积极求学，

便让大家挤挤，腾出了个位置给

她。“小时候没机会学习，长大因

为不识字吃了不少亏，现在有这

样的机会，我可得好好学。”虞成

华说。

赵典乃是这帮学生里唯一

的男同学，现读二年级。现在他

担 任 赵 宅 村 老 人 协 会 主 任 一

职。“不识字太不方便了，工作中

总遇到困难，听说这里有读‘小

学’的老年大学，我就报名了。” 篆刻社团篆刻社团

邵宅有个读‘小学’的老年大学
来求学的大多是老板娘，自己交学费，自己请老师

上课期间，有位老人总会站

在教室门口，安静认真地观察

着，并不时在本上做记录。他是

该老年大学塘下分校的校长，名

叫董祥田，虽然已 79 岁高龄，但

他仍坚持从市区过来检查学生

的上课情况，并清点人数。

“我们的老年大学已创办15

年，以前以医疗保健等课程为

主，学员有 200 来人。七年前，

每个村开办了老年电大，不少老

人都回村里学习，学员只剩 40

来人。本想结束办学，但剩余的

学生学习热情高涨，纷纷提出愿

意交学费，希望能开展扫盲班。”

董祥田说，现在每学期他们交

400 元学费，主要用于场地租赁

和教材采购。

2011 年，董祥田租下场地，

找来 4 名退休老师，开设了 5 个

班，分为一年级到五年级，并买

来小学教材、铅笔和本子，教老

人们识字。“现在学生有 100 来

人，一年级学生最多，有 40 来

人，只要学生自己觉得学得不

错，就能升上去学习新教材。”董

祥田告诉记者，学生中有不少是

企业或开店的老板娘，因为不识

字，工作中遇到许多不便。

“这帮学生学得很认真，也

很聪明优秀。现在越来越多的

中老年人加入到这所‘大学’中

来，我和几位老师的办学热情也

越来越高。”董祥田说，只要学

生愿意学，他们会一直办下去。

很多学生是老板娘

老师教识字还用上了微信

“我的学生个个聪明！”说起

各自班里的学生，老师们都不约

而同地如此评价。当问及继续

教学的原因时，她们又给出了相

同的答案：舍不得这帮学生，被

他们的学习热情所感动。

在授课中，老师们各有自己

的高招。

该校教师戴常青今年63岁，

教二年级。下午上课的时间是

13时30分，但她总是11时30分

就到教室，写好板书等待学生。

“上课时间短，但教的内容多。我

得早点写好板书，这样就能在课

上多讲点内容。”戴常青说。

戴常青不仅教学生识字，还

会在放学后教他们唱歌。“我喜

欢唱歌，就教大家一起唱，最近

我 们 在 练《谁 不 说 俺 家 乡 好》

呢！”戴老师笑着说。

陈继月在 4 位教师中最年

长，今年已 71 岁，但上课时她吐

字清晰，声音洪亮。“教书是我一

辈子的爱好，在古稀之年还能教

这么一帮可爱而特别的学生，是

我的幸运。”她说。

“双语教学”是陈继月的教

学特色。“上课得将课本内容与

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讲，有时还得

一半瑞安话，一半普通话。”陈继

月说。

在这 4 位老师中，张文娟和

吴玉笃是亲戚。在教学方法上，

她们各有妙招。

每次上完课，张文娟都将生

字录音，并打出对应的生字，发

送到班级的微信群里，让学生识

字与跟读。“上课时间紧，怕学生

吸收不过来，就想出这招，现在

不都流行微信嘛，正好派上用场

了！”张文娟说，她还会在朋友圈

里分享生字的速学方法等。

吴玉笃也建起了自己的班

级群，有啥消息都往群里发。“我

的学生个个都很优秀！象付秀

丽、陈凤妹、谢爱仙……”提及学

生时，吴玉笃兴奋地报出了一连

串的名字。

学生的生活变得更丰富

张文娟老师授课现场

鲍田中学少年宫
获中央专项资金扶持
新增三社团，鼓励学生“学艺结合”

■见习记者 张洵煜/文 通讯员 陈成杰/图

11月19日下午，又到了鲍田中学每两周一次的社
团活动时间。校园里弥漫着艺术气息：音乐室里传出悦
耳的合唱声，体育馆里学生跟着动感的旋律跳着健美
操，“小摄影家”在操场上捕捉街舞社团成员的舞姿……

自 2012 年被授予“瑞安市乡村少年宫”荣誉称号
以来，鲍田中学以少年宫为载体，积极开展太极拳、创
意美术、篆刻等各项社团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喜获中央专项资金扶持
鲍田中学坐落在塘下凤

凰山山脚下，创办于1969年，

现有学生1405人。该校少年

宫是塘下唯一的乡村学校少

年宫，近日还被确定为“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

校少年宫项目”。据悉，浙江

省共 101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

入选该项目，我市仅有陶山镇

中和鲍田中学两所学校入选。

“我们将谨遵指示，把中央

下拨的资金用到位，用出最好

成效。”鲍田中学校长叶益耿说。

“城市里一般都有青少年

活动中心，但乡村因条件限

制，没有专门的供未成年人课

余活动的场所。”叶益耿表示，

没有艺术，生活将缺少色彩，

今后学校将以少年宫为载体，

开放更多的社团，组织更多的

活动，让师生不再藏身于题

海，实现“学艺结合”。

凤凰影社里飞出“小凤凰”
走进校园，宣传栏、教学

楼走廊、教室里的一幅幅摄

影作品引人注目。它们是该

校师生用相机记录的生活点

滴，也是凤凰影社成立 3 年

来的累累硕果。“凤凰影社是

我们少年宫活动的‘拳头产

品’！”叶益耿笑称。

据了解，凤凰影社成立

于 2011 年 8 月，由该校爱好

摄影的老师刘峰担任社长。

目前凤凰影社共有社员 70

余人，其中教师社员23人。

在刘峰的带动下，校园刮

起了“摄影潮”，越来越多的人

拿起相机。乡野阡陌、校园小

径、每年的校艺术节、体育节

等都留下了学生采风的身影。

凤凰影社还定期出摄影

报，将学生的优秀摄影作品

发表在报纸上。教师分社多

次组织社员奔赴西藏、象山

等地开展采风活动，学生分

社定期开展社团活动，到陈

岙、平阳坑等地采风。

温州首个摄影教育基地、

“浙江省视觉艺术创作优秀群

体”……种种荣誉肯定了鲍田

中学少年宫摄影社团的成绩。

如今的凤凰影社不仅对

校内学生开放，还对校外的

“小凤凰”们开放。每周末，一

些他校的学生也会扛着相机

慕名而来，加入到学习摄影的

队伍中。不少学生社员脱颖

而出，频频获奖。叶胜佳获第

十三届理光杯“我是中国小记

者”摄影大赛铜奖；施子依、刘

行获2013第三届中国新闻摄

影年赛青少年组铜奖……

新学期新增3个社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