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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本报记者 马超

从红色的“马背摇篮”到“爱的摇篮”

“附中， 这方小小的土地群星闪
耀 ！ 因为 ， 我们紧紧和祖国连在一
起！” ……9月2日上午， 北京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以 “我和我的祖国” 为主题
的开学典礼在百年附中会堂举行。 来
自高一年级的四位学生代表以一首改
编诗歌 《英雄》， 向为新中国成立和建
设付出青春和生命的先辈们致敬。 同
学们热情讴歌了英雄辈出的祖国， 特
别是向赵世炎、 钱学森、 张岱年、 马
大猷等一大批为共和国成立和建设作
出杰出贡献的附中前辈表达了深切敬
意 。 这样的一幕 ， 无论是开学典礼 ，
还是烈士日， 或是清明节等特殊的日
子， 都会出现。 这也是附中学生们具
有的光荣革命传统的体现。

1901年成立的五城学堂是北师大
附中的前身 ， 这所历史悠久的中学 ，
从 “五四” 到 “一二·九”， 从抗日救
亡到抗美援朝， 每次爱国革命运动中
都有附中人的身影。

———从 “五四” 到 “一二·九” 时
期， 时为北师大附中学生的赵世炎参
加了1919年的 “五·四” 运动； 1935年
“一二·九” 运动中师大附中的学生们
组成了游行队伍。

———从抗日救亡到抗美援朝时期，
北师大附中学生组织的 “汉上风社 ”
影响颇大。

———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 新
附中继承了全面育人的优良办学传统，
高度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教

育， 有100多名学生投笔从戎， 参加了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

———进入新时期， 一座古朴的红
廊绿檐的二层木质小楼里， 钱学森纪
念馆落成了。 钱老曾就读于这栋木楼，
邓颖超同志也曾在此授课。 这里也成
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德育工作方面 ， 团委在高一 、
高二的学生中遴选并组建钱学森纪念
馆讲解队。 刚毕业的高三2班的团支书
黄泽宇刚刚步入高中生活之时， 便加
入了讲解队， 并任队长一职。 虽然已
经毕业， 但当听说学校又要组织高一
新生参观钱学森纪念馆时， 他主动联
系老师回校给学弟学妹讲解 。 他说 ：
“我非常喜欢 ‘钱馆’， 这里是附中文
化的核心， 这里凝聚着以钱老为代表
的附中人传承至今的诚爱勤勇的品格。
今天给学弟学妹讲解完后， 感觉自己
又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今年9月2日， 当85岁高龄的北师
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创始人、 曾于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的50届校友黄会林老
学长精神矍铄、 步履矫健地走上讲台，
深情地回忆69年前附中给予她的温暖
与幸福， 回忆当年和同学们怀着一颗
赤诚、 纯真的心， 以把自己的一切献
给祖国作为最大的光荣时， 在场的师
生无不为之精神所感染。

她说： “1950年10月， 战争爆发
了。 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边。 全校师
生群情激奋， 纷纷要求参军赴朝， 保
家卫国。 许多同学， 也包括我， 交给
组织的已不是墨写的决心书， 而是血
写的誓言。 当年大家的想法非常简单，
那就是用实际行动实现崇高的理想 ，
报效祖国， 报效人民。 你们成长于美
好的时代， 还将迎来更好的时代， 但
不要忘记， 这个时代的造就， 是无数
人用巨大的代价换来的。 希望大家在
享受这份安全感的同时， 也保有一份
责任感； 既要实现自我价值， 也要把
这份价值传递下去， 各出所学， 各尽
所知， 为更高的目标而不断努力。”

时至今日， 学校坚持在高质量的
社会实践中育人———登泰山 、 军训 、
足球赛成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
学生们最喜欢的三件事。 北京师大附
中是北京市首批开展军训的学校之一，
至今已经连续32年组织学生在陆军步
兵学院石家庄校区接受正规的高水平
的军训。

红色基因深植附中。 每年的12月9
日都要举办合唱节。 “‘一二·九’ 合
唱节最大的影响是让同学感受革命歌
曲背后的历史， 在反复歌颂的过程中
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 2018届毕业生
李润泽说。

关于百年附中如何传承信仰之光，
一代代的附中人有着这样一个共识 ：
一个学校的教育是否成功， 不应看他
能培养多少能走进清华北大校门的学
子， 更应看他能培养多少民族的脊梁；
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成功， 不应看他
能培养多少名商富贾， 应该看他培养
了多少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红色基因深植附中

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北京市六一幼儿院最主要的特
征和品质是红色、 担当、 传承。” 北京
市六一幼儿院书记、 院长曹雪梅说。

北京市六一幼儿院和她的前身陕
甘宁边区第二保育院的院址， 可以分
为三个历史时期 ： 一个是延安时期 ，
一个是离开延安转移途中， 还有一个
就是进京后。 这三个时期选址的选择，
都蕴含着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对 “六
一” 的关心和爱护。

1944年秋天， 中央决定成立陕甘
宁边区第二保育院， 保育院的行政由
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领导， 并负责人
员调配； 业务上由中国解放区儿童保
育委员会委托康克清领导； 孩子入院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行政处负责批准 ，
方可入院。

1946年11月， 保育院是中央安排
撤出延安的第一批单位， 和中央党校
三部家属队等一起行动。 保育院在转
移中的每一次选址和搬迁， 都是根据
战争的形势， 从确保孩子们的绝对安
全出发做出的精心决策。

保育院撤离延安后的第二年春天，
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 经过一年多
转战， 毛主席在1948年5月到达河北省
平山县西柏坡 ， 形势相对稳定下来 。
保育院也在这个月奉命离开山西， 到
达河北省平山县刘家会， 距离中央驻
地只有40多公里。

半年后，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

展， 平津大战在即， 保育院又奉命撤
退到相对安全的山区， 在山西省平定
城郊呆了9个月， 最终从这里进京。

1949年8月， 上级为保育院物色了
新的院址。9月25日，全院经历两年多的
转移，进入北平果子市大街1号。尽管当
时百废待兴，事务繁忙，中央首长对保
育院依然非常重视，希望将保育院建设
成能容纳600名儿童的超大型全托制幼
儿园。

1950年， 在保育院正式更名为北
京六一幼儿院。 有关部门在玉泉山附
近， 为北京六一幼儿院物色了面积超
大、 视野开阔的新址， 并由设计大师
戴念慈设计。

六一幼儿院当时分两期进行建设，
1951年开工的第一期先建设了儿童楼、
水塔、 大门等， 第二期增建了儿童楼、
办公楼、 卫生室、 花房等， 1953年夏
天全部完工， 1953年9月从果子市搬入
新址。 从此， 孩子们只要抬头， 就可
以看到玉泉山， 老一辈革命家对该院

和孩子们的关爱无时不在。
曹雪梅告诉记者， 目前， 北京市

六一幼儿院已形成一园四址的办园规
模， 玉泉山院区、 西山庭院院区、 西
三旗院区以及2018年3月1日正式挂牌
启动的雄安院区， 是聚先进教育理念
及软硬件设施为一体的高品质公办幼
儿园。

70多年来， 六一幼儿院谱写着红
色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的历史， 无论
从环境打造 、 设施配备 、 课程设计 ，
还是教师队伍的培养建设， 都融入了
精心的思考与设计， 旨在让更多幼儿
都能够体会到四季课程带给孩子们的
成长快乐， 享受到中国最优质的学前
教育。

70多年来， 六一幼儿院始终坚持
“保教合一、 保教并重” 的教育方针，
红色的 “马背摇篮” 已经过渡到今日
和平年代绿色、 自然、 和谐、 可持续
发展的 “爱的摇篮”。

曹雪梅认为，幼儿教育是人生的启

蒙教育，直接关系到“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作为延安精神的继承人、红色历
史的续写者，要自觉承担历史所赋予教
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为茁壮成长
的孩子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为蓬勃发
展的教育大业打下革命底色、为新时代
学前教育奠定坚实的红色基石。

曹雪梅带领大家不断积聚红色资
源， 让传承红色基因的阵地 “活” 起
来， 建立了 “六一” 革命历史传统教
育基地， 包括 “马背摇篮” 雕像铜像、
“三千里 ” 行军红色之路 、 院史馆陈
列、 老物件陈列馆等， 还编写了 《不
忘使命初心 传承红色基因 》 学习材
料 ， 广泛传播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 ，
让 “马背摇篮 ” 精神内化为教师发
展、 幼儿成长的内在动力。

根据现代社会教育发展的前沿
理论、 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特点， 在
传统的课程体系中， 六一幼儿院融入
了 “爱在四季” 的教育理念， 在传承
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