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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艺”课程谱华章 科教兴国梦飞扬
—— 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北区校创新教学风采巡礼

□ 本报记者 林爱民

□ 张锦妹

坐落于巍巍唐子城边、悠悠蜀冈

之上的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北区校(以

下简称：维扬实小北区校），因践行“做

中学”理念和“1+5+x”特色课程而闻

名苏北。近年来，学校在校长李文富

的带领下，以“五艺”课程为标杆，以社

团教学为名片，在青少年特色教育领

域收获累累硕果，为科教兴国事业添

砖加瓦。

“五艺”课程是标杆

“1+5+x”课程中“1”指依照教育

部计划和国家课程标准，严格制订执

行课表，认真实施国家课程。而“五

艺”课程为植根于扬州传统“五艺”（工

艺——扬州灯彩、布艺——布绒玩具、

园艺——扬派盆景、厨艺——淮扬美

食、农艺——农科技艺）以创新理念开

设的特色校本课程。“5”同时兼有“五

做”之意——做家政，做手艺，做运动，

做礼仪，做公益，学校有扬州市独家

“梦想工场”五间——传统手工艺、农

艺、科技、布绒玩具、劳动与技术体验

馆。“x”即供学生自由选择的合唱、管

风琴、篮球、足球、围棋、科幻画、国画、

烹饪等48个幸福社团。

学校还特设“创客基地”，凭借临

近五龙亭玩具城的独特地理优势，从

玩具小样基础设计到加工销售都由

学生自主完成，布艺社团辅导员还自

行研发编写了《玩具总动员》这一校本

课程。

社团教学为名片

经过数年独立办校的历练，如今

的维扬实小北区校社会声誉日渐提

高。提起她，同行们首先想到的是在

区内首屈一指的社团教学。

每周五下午二、三节课在悠扬的

乐曲声中，学生们打破班级依个人志

趣走进各功能室选学个性化菜单课

程。社团规模由2012年的18个发展

到而今的48个，其中精品社团13个，

队伍仍在逐年壮大。

2017年，该校机器人社团与翰墨

丹青社团荣获“扬州市精品社团”桂

冠。机器人社团由该校微机老师顾

卫华担任，除规定的上课时间，她常

常不计报酬、加班加点地为选手们训

练、热身。自2014年以来，每年参加

全球、全国各级各类赛事，均取得了

喜人的成绩。翰墨丹青社团由学校

美术教师张锦妹担任。数年来，她专

注精进，勇于创新，每年都被学校评

为“最美蒲公英教师”“科研创新领衔

人”，勤于钻研，善于学习。她心中更

有一片大爱，将个人所学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社团学员，给学员们讲述画家

故事，教给学员们水墨技法，培养他

们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帮助少年儿童

树立正确的三观。

特色课程结硕果

维扬实小北区校今日的成绩非一

蹴而就，得益于平日点滴积累。

学校一贯倡导重视学生生活实

践体验，在“做”中领悟事理。数学课

不见了老师的“满堂灌”，取而代之的

是学生们用三角板玩游戏，数学课还

有个名字叫“数学实践”。语文被称

为“生活语文”，英语课堂则上演“情

景剧”，音乐课是乐队合奏，体育课是

节奏与力量的融合，美术课是师生合

作的万花筒，科学课是头脑风暴碰

撞，劳技课是智慧的编织，思品课是

话剧表演……所有学科都设计得别

出心裁，老师成了“魔术师”“剧务”

“导演”“演员”……学生发现问题、提

出假设、动手操作、记录信息，再用实

验结果来证实或推翻假设，思维上的

“惰性”卸载了，“求新求异”的思维活

跃了。

维扬实小北区校将科技创新作

为全面贯彻的教育方针，开展了系列

科技教育活动。专设机器人课程、电

子技师、科幻画、智力七巧板等课程，

“小发明、奇思妙想、小实验、问题银

行”的月赛也成了孩子们最期待的活

动，以比赛为抓手，以创新人才培养

为模式，“科技之星”层出不穷，荣誉

也接踵而来。在刚刚落幕的环球自

然日贝林书画赛中学校39个代表队

全体获奖，有5名学生进入一等奖的

前10名，暑期他们将代表江苏赛区参

加在武汉举行的贝林全球总决赛。

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智力七巧板先进

集体”“全国机器人大赛一等奖”“江

苏省‘金钥匙’科技竞赛先进集体”

“江苏省电子技师认定先进集体”“江

苏省英特尔求知计划先进集体”“江

苏省科技教育特色学校”等荣誉和称

号，最令师生们引以为豪的是去年11

月在世界教育机器人锦标赛（WER）

大赛中斩获了团体一等奖，囊括四枚

金牌。去年上学期，扬州市科技馆与

学校洽谈，双方在资源整合、科普传

播、科普宣传、馆校交流、志愿者服务

等方面长期达成合作模式，共同谱写

科普育人的新篇章。

花开盛世，笔走千年。维扬实小

北区校师生们胸怀祖国、意气风发，放

飞教育理想，这座年轻而有活力的学

校正以她最美姿态与中国梦齐飞。

（本文配图由扬州市维扬实验小

学北区校提供）

河南卫视热播节目《华豫之门》鉴宝专家高明利（左）对匠窖坊给予高度评价

写在前面 栀子飘香的七月，迎来

了中国共产党的第 97 个生日。扬州市

维扬实小北区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科

教兴国”的战略使命，不忘党和人民的

嘱托，秉承“做中学”校训，以“五艺”课

程为抓手，全面提高少年儿童的核心素

养，现将阶段性的教育成果作一汇总，

以展示其丰富多彩的教学风格。

□ 本报记者 林爱民

□ 李 超

中国是白酒的故乡，制酒历史源

远流长，品种繁多，名酒荟萃，享誉中

外。然而，近年来随着成本的提高及

工业酿酒的盛行，传统古法酿酒日渐

式微。韩旭，河南铭正实业公司董事

长，一个跟酒打了半辈子交道的“玩酒

人”，同样醉心于他的美酒文化。

作为一名儒商，韩旭长期以来关

注和支持书画艺术事业，担任南京汉

风书画院常务副院长，也是南京汉风

书画院河南分院院长。因为爱酒更懂

酒，励志传承振兴古法酿酒工艺的他

用心打造和经营着匠窖坊这个品牌和

平台，执着地守护着精酿美酒、传承文

化的目标和信念。不久前，围绕着品

酒话题，记者对韩旭进行了专访。

与美酒结缘
爱酒品酒更懂酒

河南周口，一座有着6000多年文

明史的文化古城。太昊伏羲氏在此建

都，炎帝神农氏播种五谷，开创了中华

民族的远古文明，韩旭的家乡便在

此。自古好水酿好酒，古宋河水系、沙

河水系、颍河水系汇集周口，清澈甘甜

的水源，不仅孕育了周口数千年的历

史，哺育了一代代的周口人，还成就了

很多知名白酒，如豫酒“六朵金花”之

一的宋河酒业，再如四五老酒、陈州府

酒、林河酒、张弓酒、匠窖坊酒等在当

地均享有盛名。韩旭年轻时，就在周

口市一家专门从事纯粮古法酿酒的白

酒厂工作。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他秉

承着朴实无华、脚踏实地的劳动人民

传统，更在耳濡目染中掌握了能工巧

匠古法酿酒的传统技艺。

在酒厂勤奋刻苦、潜心学习 15

年，韩旭没有按照命运的安排成为一

位酿酒大师，而是不甘于贫困生活的

现状，怀着一颗突破上进的心，毅然决

然地辞职下海。走出了贫瘠的家乡，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投身到体育

设施制造行业中的韩旭，经过多年的

商场打拼，凭借着汗水和智慧，终于在

行业中小有成就，完成了原始资本积

累，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事业成功，家庭幸福，融入韩旭

血液中对美酒的痴迷情愫再次萌

动。和许多企业家喜爱文玩书画的

爱好不同，韩旭唯独对品酒情有独

钟。在他看来，白酒品质的好坏，直

接关系到饮酒人的身体健康。因此，

他一直致力让朋友们喝好酒，喝对

酒。而无论是辨别真假白酒的技巧

和经验，还是对美酒独到的见解和剖

析，韩旭都了然于心，更成为圈内知

名的品酒专家。

品读酒文化
喝好酒更要健康饮酒

在韩旭看来，酒，自古有人欢喜有

人愁。白酒成为中国人饮用的主要酒

类。酒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

史中，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

食烹饪、养生保健等各方面在中国人

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与中国酒

文化一样久远的是中国酒桌上的劝

酒、酗酒等丑陋文化，称之为中国酒桌

文化，是酒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畸

形陋习。酒又同时融于人们的精神生

活中，是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同时

中国也是酒的故乡，根据考古发现，酿

酒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

以前，历史悠久。

韩旭认为，酒，从好的方面来说，

“酿成春夏秋冬酒，醉倒东西南北人。”

酒文化的核心是“酒民文化”。人的酒

行为更为普遍，酒与人的命运更为密

切，酒广泛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古往

今来好酒之人赞叹不已：如帝王将相、

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等，把酒说成“琼

浆”“玉液”“甘露”等，于是“酒香不怕

巷子深”，使人垂涎三尺，欲罢不能。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对文

学艺术家及其作品产生了巨大深远的

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

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

美。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

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

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

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

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

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

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

意所如。”“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

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泰山之形。

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

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这种

“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

型体现。

在长期潜心研究中，韩旭还总结

了一套关于健康品酒的心得经验。

首先是观酒体，品质好的酒，酒体纯

净，晶莹剔透，无杂质；其次是闻酒

味。如果酒味醇正，不刺鼻，闻起来

舒适，甚至是一种享受，那就是好

酒。如果端起杯就有一种强烈的刺

鼻感，那酒肯定不行；再次是用手

搓。把少量的白酒放在手上搓，质量

好的白酒搓起来很细腻，如同上好的

护肤品，干了之后能在手上闻到酒

香，且这种香味会持久。即使当时喝

醉，酒醒也不会觉得难受，而且醒酒

的时间短。质量差的酒搓起来会感

觉干燥，干了以后在手掌上留下难闻

的味道；最后是喝的感觉。品质好的

白酒，即使是高度数的酒，喝下去喉

咙虽然会有灼烧的感觉，却并不觉得

刺痛，只觉得热血沸腾，酣畅淋漓。

而品质差的酒，会让人感觉喉咙有明

显的刺痛，喝醉醒来，也头疼欲裂，非

常难受。

自从酒出现之后，作为一种物质

文化，酒的形态多种多样，其发展历程

与经济发展史同步。酒作为一种精神

文化，它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

术乃至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诸

多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饮酒不是

就饮酒而饮酒，它也是在饮文化。韩

旭认为，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对于所

有爱酒人士而言，必须要真正懂酒，并

懂得科学健康饮酒，才能真正将酒文

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本文配图由扈志新提供）

品 传 统 佳 酿 传 美 酒 文 化
—— 记河南铭正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旭

河南铭正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旭

扬州市维扬实小北区校校长李文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