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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2.7米，宽0.68米，车水马龙、人
物百态活灵活现……12月21日上午，
记者专门来到昌吉州美术馆观赏剪纸
作品《清明上河图》，其作者是昌吉市
第五小学四年级学生孙雨轩。展开的
剪纸作品覆盖了展厅内的大半个墙
面，看着自己花费两个多月制作的剪
纸，孙雨轩眼里满是自豪。

孙雨轩与剪纸的缘分始于7岁那
年。“学校有很多特色社团，孩子想报
名参加，我们特别支持。”孙雨轩的母
亲马娇娇告诉记者，她平时在家就会
做些手工编织的艺术品，孩子受到熏
陶，在学校开设的60多个社团中选择
了剪纸社团。

2017 年，昌吉市第五小学成立剪
纸社团，在美术教师于艳的带领下，剪
纸社团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校内外
的焦点。她不仅向学生传授剪纸技
艺，还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们阐释剪纸
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在于艳的耐心指
导下，孩子们的剪纸作品越来越精美，
也越来越具有创意和个性。

起初学习剪纸是艰难的，由于掌
握不好下刀的力度，孙雨轩经常受伤，
创可贴是她工具包里必不可少的物
品。然而，孙雨轩并没有因此放弃，她
坚信，只有通过不断练习和尝试，才能
够掌握这门技艺。每次受伤，她都会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自己的下刀
力度和技巧。

“孙雨轩是个勤奋的孩子，每周五
我都会布置手工作业，虽然不限制时
间，但每周一她都会完成并提交。”于
艳说，不同于其他学生的是，她能感觉
到，孙雨轩发自内心地热爱剪纸。随
着时间的推移，孙雨轩的剪纸技术逐
渐提高，她的作品越来越出彩，受到了
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孙雨轩说：“每
当拿起剪刀和纸，我都会感到无比的
宁静和充实。我享受在纸张上创造美

妙图案的过程，享受将普通纸张变成
精美艺术品的成就感。”

学习剪纸两年多来，孙雨轩制作
的剪纸作品有近百幅，大到能够覆盖
整个墙面的巨型窗花，小到贴在红包
上的装饰图画。马娇娇说，自从孩子
开始学习剪纸，过年时家里的窗花就
再也没有买过。

今年8月，孙雨轩和家人一起去河
南省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旅游，回家后
她对景区内重现的北宋时期都城东京
汴梁（今河南开封）的社会、经济、民
俗、风物念念不忘，萌生了制作《清明
上河图》剪纸作品的想法。

三个月前，孙雨轩决定挑战剪出
一幅清明上河图。这幅作品画面复
杂，人物众多，要用剪纸的方式呈现出

来，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娴熟的技巧。
然而，孙雨轩并没有被困难吓退，她每
天都会花费至少40分钟时间剪纸，经
过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
这幅令人惊叹的作品。

这幅长 2.7 米的《清明上河图》剪
纸作品线条流畅、细节精致，生动地再
现了当时的繁华景象。孙雨轩的剪纸
作品不仅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赞扬，
也受到了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

于艳评价说，孙雨轩是一个很有天
赋和耐心的孩子，她的剪纸作品不仅技
巧娴熟，而且还具有自己的风格和创
意。孙雨轩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剪纸这门艺
术。她要剪出更多的作品，为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毛瑞芳报道：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
政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馆校
合作”共同推进文化润疆工程实施，进
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月
21日，昌吉开放大学“大思政课”实践
教学基地在昌吉州文博院（博物馆、北
庭研究院）揭牌。

活动中，昌吉开放大学与昌吉州

文博院（博物馆、北庭研究院）签订《昌
吉开放大学“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合作协议》，并为实践教学基地揭牌。

揭牌仪式后，昌吉开放大学教职
工代表就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研学
活动，通过参观昌吉博物馆，深刻感悟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激
发爱党爱国情怀。

昌吉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

长闫红梅表示，今后将结合学校特
色课程，着力打造服务“大思政课”
实践教学的优质平台，加强与昌吉
州文博院（博物馆、北庭研究院）的
深度合作，通过共赢共建的方式形
成工作合力，积极组织开展相关实
践教学活动，共同建设具有示范性、
引领性、创新性的“大思政课”实践
教学基地。

日前，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发布
通知，实施2023年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
励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奖励300名乡村
优秀青年教师。该计划旨在通过对乡村优秀
青年教师进行奖励并加强培养，促进专业成
长，努力造就一批新时代“下得去、留得住、教
得好”的乡村骨干教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辐射带动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推进
乡村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广大乡村学校包括小规模学校
的教育硬件有了较大提升，当前阻滞乡村学
校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师资队伍建
设。如何让优秀师资“下得去”“留得住”“教
得好”是提升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的关
键。实现这一目标，要解决乡村教师的价值
认同问题。“我归属于乡村吗？我愿意为乡村
教育奉献吗？”为乡村学校构建“留得住”“教
得好”的支持体系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增强乡村教师的价值认同。

价值引领提升乡村教师的职业认同。不
断提升乡村教师职业认同的价值引领，是实
现乡村教师“留得住”“教得好”的关键。“乡村
教师”作为一种职业认同，不仅强调教书育
人，重点还在于为乡村儿童成长服务。2023
年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对乡村优
秀青年教师进行专门培养奖励，本身就是一
种价值引领，起着示范辐射作用。近年来，从

“四有好老师”到“四个引路人”，从“经师”“人
师”统一到“大先生”，从培养教育家型教师到
弘扬教育家精神，党和国家不断为教师专业
成长“画像”，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方
向，这同样是在为乡村教师职业认同提供价
值引领。

夯实资源丰裕乡村教师的物质生活。丰
裕乡村教师物质生活是乡村教师“留得住”

“教得好”的基础。个体生存需要物质资源的
支撑，对乡村教师“留得住”“教得好”而言，需
要有“朴素而丰裕”的物质资源。乡村有着独
特的“朴素”、宁静的生活、新鲜的空气、悠闲
的节奏，大多数乡村教师只要有着相对丰裕
的物质条件就能留下来、教好书。该计划由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出资，对入选的乡村优
秀青年教师实施奖励，虽然名额和金额有限，
但是能够起到“播种”作用，引导鼓励社会力
量采取多种形式资助支持乡村教师。

虚实并举打造乡村教师成长共同体。打
造乡村教师成长共同体是乡村教师“留得住”

“教得好”的保障。在对乡村教师的调研中可
以发现，影响他们能否长期扎根于乡村教育
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专业成长需求能否得
到满足。大学毕业生来到乡村学校后，往往
都有着事业抱负。但如果缺乏专业成长的引
领者，不知向谁学、向谁看齐，难以实现专业
成长时，容易萌生“逃离乡村”的念头。因而，
支持乡村教师专业成长并“留得住”，一方面
需要为乡村教师专业成长打造共同体。该计
划提出，将结合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
养计划，指导各地把入选的乡村优秀青年教
师纳入名师名校长工作室，这实际上就是打
造教师专业成长共同体的努力。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为乡村教师成长打造虚拟共同体提
供了可能。乡村学校往往较为分散，甚至地
处交通不便利的山区，这就为构建传统教师
专业成长共同体增加了难度，高质量教研活
动就可能远离了乡村教师。构建形式多样的
虚拟教师专业成长共同体能为乡村教师专业
成长克服时空的阻隔，基于数字技术开展同
步教研活动，使乡村教师能够享有专业成长
的优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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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女孩两个多月剪出《清明上河图》
本报记者 王硕 文/图

12月21日，于艳教授孙雨轩剪纸技巧。

昌吉市首届“天合杯”中小学生羽毛球公开赛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成石麟报道：近
日，2023 年昌吉市首届“天合杯”中小
学 生 羽 毛 球 公 开 赛 在 昌 吉 体 育 馆
开赛。

比赛中，来自昌吉市各中小学
的 360 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大家精神
抖擞，身手矫健，攻守中彰显智慧与
协作，挥拍、移动、吊球、扣杀……各
种球技轮番上演，展现了当代青少

年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赢得了
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参
赛选手刘嘉琪说：“参加这样的比
赛，我们可以交流球技、切磋技术，
让我们的水平提升得更快，打得更
好。”

据了解，此次比赛由昌吉市文化
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昌吉市教育
局共同主办，运动员们在为期两天的

赛程内，分五组参加男、女单打，男、女
双打以及混合双打五个项目的比赛。
昌吉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
组书记、副局长郭国良说：“此次比赛
不仅丰富青少年校园文化生活，还培
养青少年顽强奋斗、勇于拼搏的优良
品质，增强团队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
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健康美好
的道德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