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温铁路史，铸造中国梦
———新民晚报准双语学生记者见证铁路的“痕迹”

! ! ! !自上海于 !"#$年建成中国首
条铁路———淞沪铁路以来，中国铁
路史至 %&!$年已步入第 !'&年。从
蒸汽冉冉到高铁飞驰，中国铁路史
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时代
的车轮轰隆隆地向前行进着，闪烁
着铁路人付出的艰辛汗水和熠熠生
辉的集体智慧。为探寻百年中国铁
路史的足迹，发掘铁路事业的生命，
近期新民晚报准双语学生记者前往
上海铁路博物馆开展采访活动。

铁路史
诉说成长与发展
铁路博物馆虽然不大! 却把上

海乃至中国的铁路工业发展史娓娓

道来"展品中有一段铁轨残骸!上面

锈迹斑斑!感觉一碰就会化为灰烬"

据说这是淞沪铁路整修时! 一位工

人悄悄带回来的! 这根铁轨大约已

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

老旧的车站#古老的机车#斑驳

的铁路和珍贵真实的历史资料!无

不在诉说着一百多年来中国的铁路

发展史" 这其中有骄傲!有喧嚣!也

有煎熬"

!!!张江高科实验小学四"!#班 陶最

通过采访! 我了解到了中国铁

路的历史变迁" 从晚清沪杭铁路的

界碑! 到 "#世纪 #$年代制造的钢

轨$ 从旧社会完全依靠进口的蒸汽

机车! 到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铁

%和谐号&$从 "#%&年#"#%'年被日

军炸毁的老北站!到现在%高端#大

气#上档次&的新客站#上海南站#虹

桥站$ 博物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诉

说着中国铁路的发展史! 更映射出

近代中国发展的艰辛历程"

!!!七宝实验小学四""#班 柴晟浩

铁路人
传承文化与感动
从每小时只能开二三十公里的

蒸汽火车!到燃烧煤炭的内燃机车!

再到现在的高铁列车" "((余年的

中国铁路史! 佐证了中华民族的坚

毅发展与智慧'在采访中!让我印象

最深的是一位火车驾驶员的心声(

%明明逢年过节!我们却需要把旅客

送回家!再接下一批旅客))&听着

听着!我不禁有些感动"火车驾驶员

逢年过节也不能与家人团聚! 仍在

自己的岗位上忙碌地工作着"

!!!园西小学四"!#班 顾骏皓

我跟随队伍来到馆内! 复古的

设计让我仿佛置身于 "((多年前的

老火车站内!伴随着%叮叮&的火车

铃声!我开始了参观之旅"

中国铁路曾经饱受战火的侵

袭!屡遭破坏" 从 ")'*年的第一条

铁路到今天的%和谐号&列车!我感

受到了中国铁路浓厚的历史积淀"

但当我身处模拟驾驶室内! 感受列

车飞驰的时候! 我的内心真是非常

激动!这证明了我们祖国的强大#人

民的团结和科技的进步"

!!!万德小学三"!#班 瞿依凡

游走于铁路博物馆!我们仿佛

坐上了时光机! 先后到达晚清#民

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及改革开放四

个历史瞬间" 采访中!我发现我国

不仅有了先进的铁路技术!还有一

位位在岗位上辛苦付出的铁路工

作者! 是他们用自己辛勤的工作!

让我们每一次的旅途都平安舒适$

也更是因为他们在岗位上的刻苦

钻研!让我们国家的铁路技术在国

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并将取得更大

的成就'

!!!曹行中学七"##班 李奕聪

铁路魂
承载民族与团结
这座博物馆是中国近现代铁路

史的一个缩影" 短短一个半小时的

参观好似让我穿越了百年! 深深感

受到了中国铁路发展的脉搏" 从百

年前一根铁轨都加工不了! 到如今

我国高铁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走向

世界" 这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

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让我心

中增添了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

!!!澧溪小学四"$#班 薛琪玥

中国铁路史是中国人民不屈不

挠顽强抗争的历史写照" 从詹天佑

顶住列强要挟! 自主设计建造京张

铁路!到反抗军阀统治的%二七大罢

工&!无不体现出中国铁路人不惧强

权#誓死抗争的拼搏精神"

时光荏苒! 当年不屈的抗争精

神已经被如今推进铁路科学发展的

拼搏精神所替代"实践证明!这种拼

搏奉献的精神是铁路人必须永远传

承的宝贵财富"

一件件展品#一张张图片!在反

映中国铁路百年发展历史的同时!

也让人感受到中国铁路传承下来的

厚重文化" 这种文化是一种独特的

行业文化! 是每一位铁路人铭记于

心的思想源泉"

!!!川沙中学高一"%#班 黄思嘉

如果你错失参加上一期新民晚
报准双语学生通讯员培养计划，本
期机会就在眼前，咨询热线：
(%)%&*+*、(%)%&*$+。联系地址：静
安区威海路 +(( 号上海报业大厦
（原“文汇新民联合报业大厦”）,+
楼。“上海第一教育”微信公众号（微
信号：-./010）。

陈乐 言言

! 新民晚报准双语学生记者在老式蒸汽机车前的欢乐合影 陈大力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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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通讯

美丽中国梦 校园民族风
———第二届普教系统“一校一品”展演活动拉开帷幕

! ! ! !今冬的上海，注定热闹非凡。,

月 ,$日，由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
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
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承办的上海市第
二届普教系统“一校一品”民族文化
展示活动在大宁剧院展演。在“美丽
中国梦，校园民族风”的主题下，各
所学校都积极将校园文化特色与民
族优秀文化、古典精华相融合。为办
好家门口的好学校，各校还竞相亮
出校园文化“底牌”，将民族精神打
造成为校园之“魂”。

京剧$基因%注入校园
文以载道，化以美行。一曲红色

京剧《智取威虎山》将民族文化基因
激活，把校园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所有故事均始于 ,)")年，受到当年
盛极一时的“百乐京剧茶座”的影
响，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的领导们
萌生了在学校普及京剧艺术的念
头，之后学校又邀请到上海京剧院
的陆正红、庄顺海等“梨园名匠”向
学生传授京剧艺术知识。

%+年来，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
利用社区及家长资源，定期为学生
举办京剧讲座，组织学生观看京剧
演出。同时，学校还将京剧普及活动
纳入校本课程“老师伴我学”书系之
《体验京剧》：三至五年级的学生每
学年有三课时的短课程，培养学生
对京剧的兴趣，并利用音乐课、美术
课和综合实践课的资源，与京剧艺
术活动相整合，全方位渗透京剧文
化。此外，教师发现优秀的京剧苗子

后，会推荐其参加校级京剧社团，让
孩子参与到更高层次的学习中。学
校坚持与上海京剧院等单位合作，
每周两次共四小时，为有京剧艺术
潜能的孩子提供专业指导。俞家年、
庄顺海、严海鹰等一批上海京剧院
的老师对待京剧苗子可谓认真至
极，在指导中一字一句地教唱、手把
手地教动作。
京剧文化起源于校园，扎根于

学生，并承载着传统文化育人的深
刻内涵。红色京剧《智取威虎山》《平
原作战》《红灯记》《沙家浜》《杜鹃
山》等唱段回响在校园的各个角落。
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先后被授予市
京剧进课堂试点校、市艺术教育特
色学校、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
艺术传承学校等荣誉。

育少年$武%展民族$魂%

校园文化不是点缀，也不是悬
物，而是融化在优质办学中的血液。
长江第二中学的“血液”正是国
粹———武术。自 ,)))年以来，长江第
二中学以武术项目为媒介，以武立
德，让民族精神浸润孩子心田。
作为中华精魂，武术向来被视

为强身健体、伸张正义的民族象征。
长江第二中学积极开展武术普及、
表演、竞赛活动，并自主开发了武术
校本教材。学校充分考虑到学生能
力，在校本教材中纳入打、揭、劈、
盖、压、云等十余种棍法，兼具手臂
圆热，梢把兼用，以“身棍合一，力透
棍梢”为基础，创出“棍打一大片”等
技击特点。

目前，学校的武术项目有三种
形式，分别为武术运动队、武术社团
与武术普及。运动队分为三层梯队；
武术社团着力于培养学生兴趣，陶
冶武术情操；武术普及则是在班级
授课过程中，向学生们教授武术操，
使学生们学会基本的武术动作。经
过多年发展，学校已成为中国武术
段位制试点学校，中国武术联盟成
员学校、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实
习基地。
一校一品，一校一拳，一招一

式，武术文化已成为长江第二中学
的办学基因。育少年之“武”，展民族
之“魂”。武术不仅使学生具备坚强
的个性、谦虚的品质、强健的体魄，
同时也让学生从小体验国粹的文化
内涵，增强自信心。

留住皮影文化的$根%

校园文化不仅在于绵绵的心灵
长存，还需将文化本原“内化”为师
生的灵魂，是影响一生的精神财富。
文来实验学校的学生们继承了皮影
戏的“大笔遗产”。

作为“非遗进校园基地”，文来
实验学校于 %&&&年引入皮影，%&,,
年成立了“(2”皮影社团，学员从三
年级到初一不等，从零开始教学生
操演皮影。此外，学校教师还编写了
校本教材《光影里的快乐》一书，书
中既有即将失传的皮影演艺“秘
笈”，还有皮影创新等内容。在传承
的基础上，学校师生还创编《武松打
虎》等课本剧、《小耗子的故事》等童
话，宣扬国际主义的《血染的头盔》、
现代剧和传统剧目《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
在文来实验学校，中国古老的皮

影戏是可以用英文、沪语去演绎的。
两千年来绝无仅有的“三语皮影”让
观者莫不拍手叫绝，可谓一枝独秀。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带路”，文来实验
学校的学生经过传习，接受熏陶，把
中华传统皮影文化扎根心中。
文化立校，用传统民族文化接

校园的“地气”，让校园文化形成一
种特色氛围，达成一种约定俗成的
默契。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倾力
打造校园文化建设，“一校一品”已
成为培育未来明星的摇篮，学生放
飞梦想的舞台。

陈乐 言言

! 市第二届普教系统%一校一品&民族文化展示活动在大宁剧院举行 市教委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