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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资讯

家庭教育·新闻

长沙小学毕业季：写对联寄语，拍短片离别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雪炎  供图 / 受访者

又到毕业季，小学生们除了拍各种“花式”毕业照，还能玩出哪些
新花样？在长沙县泉星小学 58 班，同学用对联写下对老师、同学的毕
业赠言，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在长沙市育才小学 1703 班，一部小
学生自制的《1703 纪念录》短片，成为了大家最珍贵的回忆……近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近这群长沙小学生，聆听他们的“花样”毕业故事。

写“对联”送寄语，用平仄倾诉离别
“六载如奇梦，一时已惘然。”盛夏

七月，长沙县泉星小学 58 班的毕业生

罗序家提笔写下了这副对联，送给老师

和全班同学。

一时间，写对联当作毕业寄语赠师

友在班级里蔚然成风。

“纠错你如涂改液；贴心我像透明

胶。”“少买辣条防冒痘；多喝牛奶促长

高。”“与君相知，觉如父如兄如友；至

此将别，遵有情有志有恒。”……花花

绿绿的同学录上，写满了或平仄相合、

或顺口有趣的“对联”，这其中有对同

学的不舍，有对老师的感谢，有和好友

的戏谑玩笑，也有对未来的约定和期盼。

“写对联对我们来说既有趣，又能

够很恰当地表达情感。”如今已经成为

对联“头号粉丝”的罗序家说，这次同

学们用对联写毕业赠言，正是效仿他们

的“对联”启蒙老师刘思理。

原来，在 2022 年初的寒假，班上

的每一个同学都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春节

礼物——用“嵌名联”+“春联”的形

式撰写的期末评语，而这份礼物就来自

既是班主任又是语文老师的刘思理。

“我自己很喜欢对联，一直想尝试

用对联来给同学们一份不一样的礼物，

没想到真的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一颗喜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刘思理回

忆，当时为了完成给班上 45 名同学分

别定制一副“嵌名联”，他花了足足半

个月，最后几副甚至是在要发放寒假通

知书的那天早晨去学校的路上灵光乍现

想到的。

个性化定制的“嵌名联”成功激起

了大家学习对联文化的兴趣，有几名同

学甚至主动来请教，由此，刘思理开始

有意识地引导孩子们学习与对联相关的

文学知识。

从四年级刚接手这个班开始，刘思

理就曾有意无意地给学生讲述对偶等修

辞手法，也常在班级里开展“飞花令”“对

对子”等文字类游戏，逐步引起了学生

们的兴趣，也打下了一定基础。

到了五年级，刘思理开始系统地教

授对联的基础理论，从基本要义到较难

的平仄韵律，学生们都学得津津有味。

“刚开始，老师教我们学写集句联，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把诗句打乱，组接成

新的作品，特别有趣。”罗序家说，学

写集句联的那段时间，他发现自己掌握

的古诗词越来越多，对诗文内容的理解

也更加准确。

六年级之后，刘思理逐步增加难度，

改为出一个话题或主题，引导学生自主

创作。

起初，因为迟迟想不出好对子，不

少同学开始打退堂鼓，刘思理便从生活

中的小事入手，鼓励同学们从真实生活

中获取灵感来源。

“有一次，老师出了一个桂花的题

目，我们左思右想想不出来，他便在第

二天上课时带了几枝真桂花来，花香飘

满了整个教室，我们也逐渐有了灵感。”

罗序家说，在老师的引导下，他们不仅

学会了在生活中找寻对联的灵感，还把

学习到的对联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学

习对联之后，春节贴春联，我们家再也

不会贴错上下联了；还有去古镇旅游，

看到一些古文对联，我也更容易就能理

解其中含义”。

“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在孩子童年阶段，尽我所能，让他们有

意识或无意识地接触传统文化、学习传

统文化是我一直要坚持去做的事，也是

我能给孩子们最好的毕业礼物。”读着

学生写的对联毕业赠言，刘思理表示很

感动也很欣慰，他希望，这些对联赠言

能如夏日午后的蝉鸣一样，平平仄仄、

抑扬顿挫，点缀学生的一生。

桑植县妇联开展家庭教育
“第一课堂”首场公益巡讲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尚香君 
陈晓莉）“什么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

基本方法是什么？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7月5日，张家界市桑植县妇联

走进河口乡开展家庭教育“第一课堂”

首场公益巡讲。

7月至 12 月初，在张家界市妇联

的领导下，桑植县妇联将在全县23 个

乡镇开展家庭教育“第一课堂”公益

巡讲。宣讲讲师围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湖南省家庭教育

促进条例》，结合相关实例，剖析现在

孩子容易出现的问题，并给家长们支了

许多教育妙招。桑植县妇联工作人员、

宣讲讲师与参会人员就家庭教育指导

方面展开讨论，针对现场参会人员提

出的在家庭教育遇到的问题，给出建

设性和科学性的建议。

在此期间，桑植县妇联还就暑期

安全行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整治农

村滥办酒席推进移风易俗、妇女儿童

工作等内容进行宣传培训，进一步强

化引导家庭增强避险防灾和自救能力。

拍独家记忆，用镜头描绘成长
马上小学毕业了，想对这六年说什

么？六年来最感谢谁？最后想对同学们

说些什么……这是长沙市育才学校六

年级毕业生张怀若熹独立创作的视频

《1703 纪念录》的开场白，从创意、采

访、拍摄、剪辑……短短 6 分钟的视频，

却成为了1703 班最珍贵的“独家记忆”。

“小学时光很美好，发生过很多有

趣的事情，我创作这个视频就是想给

我和同学们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张

怀若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今年

2月份开学后，她就萌生了制作视频的

想法，从开始构思到收集素材，直至

整理剪辑成片，她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

间。

从镜头对准一个个同学做采访，到

多个过往片段电影般闪过，再而画风

一转，开始了六年来班级里呼声最高的

“热梗”回顾，最后小学阶段同学们各

种时期的照片徐徐放出，煽情又不失

笑点，张怀若熹用自己的镜头呈现出了

一个立体多面的1703 班。

“我最喜欢的片段是‘阳光开朗大

男孩’，这里面我自己夹带了一点‘私

货’。”张怀若熹说，从小喜欢各种动漫，

创作人物角色是她的一大爱好。在这

次的短片中，她以班级里的一位男生

和女生为原型，特别设计了“王子”和“公

主”的角色，再配上《阳光开朗大男孩》

的音乐，给短片增添了不少叙事感和

喜剧色彩。

为了制造这份“独家记忆”，张怀

若熹还在短片中加入了班级“热梗”前

三的呈现。为了选出最具代表性、呼声

最高的“热梗”，张怀若熹还郑重其事

地在班级里进行了一场“热梗”投票，

一个个“专有名词”的背后，都刻着

1703 班一段段有趣且珍贵的回忆。

其中最花心思的还是接近片尾部分

同学们不同时期的照片对比。张怀若

熹说，很多人现在和刚读小学时长得

完全不一样，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去比对和确认，但这个过程也很有意

义，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也让同学

们之间的感情更进一步。

“她为这个短片付出了很多，我看

了也觉得很感动。”张怀若熹的妈妈说，

为了制作这短短 6 分钟的视频，女儿

着实花费了不少精力，“有时候看她剪

辑视频到深夜，为了选出一个最合适

的配乐试听几十遍。我问过为什么她

在视频里面采访了很多同学，自己却

一秒都没有出镜，她没有正面回答我，

只是说自己很享受记录大家的过程”。

“这应该是她长这么大以来，第一

次真正带上自我意识地感受离别。”在

妈妈眼里，年仅 11岁的张怀若熹看起

来大大咧咧的，但内心却丰富又细腻，

她会记得很多同学的喜好，留存了很

多同学的照片、影像，也会在临近毕业

时偷偷不舍和难过。

“拍摄和整理视频素材的过程，我

才发觉时光过得真快呀！”从四年级转

学到育才小学 1703 班，张怀若熹和大

家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过

两年，但在这期间，她感受到了很多来

自同学和老师的善意。对于张怀若熹

而言，制作这个班级纪念短片，更像是

一封没有落款，但饱含深情的书信。

“我真心地希望，毕业之后的某年

某月，同学们看到这个短片，还能再

想起我，想起我们一起的小学时光。”

采访结束，张怀若熹笑着，补上了视

频里她没来得及说，却是最好的毕业

“彩蛋”。

同学一起拍摄毕业短片留影。

学生写给刘思理的毕业对联赠言。

泉星小学 58 班对对子
大比拼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