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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怀“绝技”的语文教师
川沙中学教师张森生在校园推广武术文化 为学生教授不一样的语文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校园 >>

■视窗 View

北京：小学研学不出京
中学研学不出境

日前，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加强全

市中小学研学旅行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记者注意到，征求意见稿提到，各

区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对辖

区中小学研学旅行活动的管理职责，指

导小学原则上不出京、中学原则上不出

境开展研学旅行活动。

学校组织开展研学旅行可采取自行

开展或委托开展的形式。学校自行开展

研学旅行的，要根据需要配备一定比例

教师和安全员，也可吸收少数家长作为

志愿者，负责学生活动管理和安全保障，

与家长签订协议书，明确学校、家长、学

生的责任权利。

学校组织出京研学旅行活动，应坚

持学生和家长自愿原则，不得将学生参

加出京研学旅行活动情况作为学校教育

评价的依据和标准，不得与学生升学、毕

业挂钩。

学校要加强研学旅行组织过程管

理，行前做好活动设计与安排，行中做好

活动组织与管理，行后做好教育效果的

固化与提升。完善研学旅行评价机制，

对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情况和成效进行

科学评价。不得以组织研学旅行为名开

展变相旅游，确保学生“游有所研”“旅有

所学”，避免“只旅不学”。

（据《北京青年报》）

宁波推行
校外培训机构学费险

记者从宁波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获

悉，宁波将推行校外培训机构学员预付

学费信用保险，学员及家长在给校外培

训机构预付学费时，可自愿选择是否购

买学费险，如遇事故造成培训机构无法

按照法律法规或培训服务合同约定退还

剩余预付学费，最高单科或可获得 5000
元赔偿。

根据宁波市教育局等部门发布的

《关于推行校外培训机构学员预付学费

信用保险的通知》，该险种适用于在正规

培训机构学习并签订正规合同的学员或

其监护人，有正规预付费票据，课时、培

训期限等信息明确。该险种坚持学员及

家长按需自愿投保，凡年满 18周岁且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均可作为学

费险的投保人，投保人或其子女可作为

学费险的被保险人。

该保险的责任限额为投保人实际支

付的预付学费金额。对于单一培训机

构，投保人可投保的最低责任限额为

1000 元，平均每科责任限额不超过 5000
元，保险期限最长不超过4个月。如保险

期限开始日起之前已发生风险的，保险

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据新华社宁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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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记者 刘文婷

2020年 12月 17日，中国单独申报

的“太极拳”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审通

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听到这个消息

时，川沙中学语文教师张森生难抑激动

的心情。

在川沙中学，包括太极拳在内的中

华武术已经成为张森生所执教的班级

学生共同的爱好。“我的武术是语文老

师教的”，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张森生

的带领下爱上武术，感悟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

解锁语文教师的
“隐藏技能”

张森生曾走遍祖国大江南北拜师

习武，学习了多种传统武术套路及武术

内功，如少林桩功、长拳、八极拳、苏根

生八宝金刚功、太极拳、形意拳，还曾勇

夺第十一届香港国际武术节赵堡和式

太极拳冠军，在 2017 年湖北丹江口举

办的第六届武当国际演武大会上荣获

太极推手表演金牌、赵堡太极拳优秀传

承人称号。

张森生喜欢和学生分享自己的这

项业余爱好。在他看来，无论是古代还

是近代，不少文人都有习武经历。从这

个角度出发教授语文，将带给学生不一

样的感受。“下课了，张老师从上课来不

及铺开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气’

与太极中的‘气’的相同处引申出去，分

析道家、儒家、法家理论中的‘气’和太

极的共同点，我们听得入迷了，都舍不

得离开教室。”高二学生周佳明告诉记

者。

“张老师的语文课气氛特别活泼，

旁征博引，给我们拓展了不少课外知

识。”语文课代表宋美霖说，好多次在课

上，张老师讲到兴头上，会为学生演示，

“全班学生都兴奋不已、目不转睛，我们

都喜欢这样的语文课。”

刚做教师的那几年，张森生就成功

带动了一些学生，每天一大早来到学校

和他一起晨跑，也有学生表示想跟他练

武术。从2002年9月开始，张森生在高

一、高二年级开设研究型课程《太极拳

与中国文化》，大受欢迎。不过他的武

术技能真正发挥实力，是在 2013 年。

那一年，川沙中学成为全市 17 所高中

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试点高中之一，因

为缺少师资，“文武双全”的张森生开始

兼任武术专项教师，教少林拳法和太极

拳。这些年来，川沙中学的武术课吸引

了大量的学生，武术也因此成了学校的

体育品牌项目。

让学生发现
武术的玄妙

“试了以后才知道，扎马步的功夫

原来那么难练。”学生宋美霖小时候有

过一段练太极拳的经历，后来因为学业

繁重而搁置。2020 年初，学校因疫情

中断了体育专项课选修。秋季学期伊

始，张森生决心开一个武术社团，继续

在校园推广武术文化。宋美霖毫不犹

豫地参加了，还担任了社长。如今，文

学与武术已经成了她日常生活中放松

身心、陶冶情操的法宝。

在武术社团课上，张森生特意请来

自己的老师和大师兄——中华武术会

的金根声老师和朱晓刚老师，为学生演

示赵堡太极拳套路和实战技法。“太神

奇了吧！”学生周佳明表示，通过练习，

他发现了太极之玄妙，“能让人很快静

下心来”。没接触武术前，周佳明总是

喜欢通过刷手机等方式缓解课业压力，

现在，他时常在需要放松时打上一段太

极。不过周佳明坦言，练习的时间还是

太少了，每次只能练十几、二十分钟。

这也是张森生所担忧的问题。在

他看来，武术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手段，

能增强中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文

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但现阶段，教

师、学生、家长还是将更多的关注点放

在升学考试的科目上。尽管如此，仍有

不少学生表示，等将来进了大学后，会

经常回校向张森生学习武术。“有这样

想法的学生还不少呢，男生女生都有！”

宋美霖笑着说。

带领学生探索
更广阔的世界

那么喜爱武术，为什么不干脆转

行？在张森生眼里，学科分类并不重

要，“很多人都挚爱着自己的第一专业，

我也不例外。”他认为，语文与中华传统

武术有很多相通之处。“如太极者，不动

为无极，已动为太极，无极生太极。太

极分阴阳，由阴阳演化为万象也。”他告

诉记者，自己之所以会喜欢上武术，和

高中时跟着体育老师学习的经历有关。

张森生的高中时代也是在川沙中

学度过的。20世纪 80年代，《少林寺》

《霍元甲》《武当》等一系列电影、电视节

目以及武侠小说的风靡点燃了无数孩

子心中的武侠梦。彼时在学校教体育

的李智若老师每天清晨都会带着学生

练习长拳传统套路（弹腿、梅花拳等），

张森生也深受感染。

有趣的是，李智若在川沙中学也曾

留下“体育老师教数学”的轶事。1977
年高考恢复后，面临师资短缺的问题，

李智若临时转型挑起了帮助学生复习

数学的重任，这对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入

师范院校的他来说并不算困难。“谁说

体育老师就只能教体育？”如今73岁的

李智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露出自豪的

微笑。

张森生想带学生探索更广阔的世

界。所以，他在武术课里也融入了不少

文学元素，除了介绍拳法，还讲解武术

的历史，从道家始祖老子、武当派祖师

张三丰，讲到近代中国武术的各个门

派，将历史、文化融于一体。他开设的

研究型课程《太极拳与中国文化》引导

学生探索太极文化与文学、历史、中医、

哲学等领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尽

管由于疫情原因，研究型课程只能在网

上进行，时间也有限，但仍有三组学生

获得校内优秀论文奖。

“纵使时移世易，古人不再，中华精

神却亘古不变。”宋美霖这样概括跟张

森生学习武术的感受。“武术并不只存

在于世外桃源，我们青年一代都有责任

把中华武术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周

佳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