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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爱 寄 语会 爱 寄 语
亲爱的小伙伴们：

　　爱会带给你无限温暖，也会带
给你快乐和健康，爱是人类最美好
的语言，是人类最不可缺少的部分。
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会有无限的
创造力；只有热爱大自然的人，才
会有宽广的襟怀；只有热爱生命的
人，才可以感受到人类的伟大。

　　爱他人，爱自己；爱老师，爱父
母；爱社区，爱自然；爱家乡，爱祖
国。希望每位学生从我做起，从小事
做起，从现在做起。思想上积极追求
上进，明辨是非；学习上刻苦努力，
精益求精；生活上勤俭节约，不攀比；
平时热心为同学服务，大胆创新；行
动上讲文明，讲礼貌，守纪律，遵守
社会公德和校纪校规。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把爱贯穿在生活
的点点滴滴，贯穿在自己的一言一
行，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们
心中生根发芽，成为心灵的准则和
行动的指南，学着去爱生活中一切
美好的事物，“会爱”将是我们一
生的财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会 爱 三 字 经会 爱 三 字 经
（2015 年修订版）

学会爱，要做到。十步骤，不可少。

爱自己，很重要。要自由，先自律。
爱父母，尊长辈。勤劳动，尽孝道。

爱伙伴，讲诚信。要友善，互帮助。
爱班级，重民主。要敬业，讲平等。

爱邻里，懂礼貌。大家庭，要公正。
爱自然，讲和谐。领巾飘，新风尚。

爱学校，尊师长。上课时，会动脑。
爱社区，重文明。勤探究，讲环保。

爱家乡，不能忘。建设它，靠大家。
爱祖国，讲法治。有梦想，定富强。

三字经，记心头。好少年，能做到。



前 言前 言

２０１６年７月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爱是教育成功的基础。这句话

包含了两层意思：(1)爱学生；(2)教会学生去爱。在教育实践中，

我们尝试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点，开展一系列的“会爱”

教育，使学生从爱自己、爱父母、爱师长、爱伙伴直至爱家乡、爱

祖国，用一颗爱心与世界建立起亲密的联系，建构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道德人格。基于落实德育的实效性以及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

为此，学校编写了德育拓展型校本教材《会爱成长手册》。

　　党的十八大以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们研

究的新课题。围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 字的指导思想，我们也在不

断思考，如何在原有《会爱成长手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提

升教育内涵，使之更具有时效性。

　　2015 年伊始，学校组织德育骨干教师开始了《争做“会爱”

好少年——“会爱”节日篇》《争做“会爱”好少年——“会爱”

践行篇》及《争做“会爱”好少年——“会爱”评价篇》的开发和

编写工作。编写时充分考虑各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并着力做到与

个人、家庭、学校，与少先队争章机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养目标的三个相结合，使三本教材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伴随着学

生成长的小脚印，贯穿他们五年的学习生涯。 

　　我们衷心祝愿每个孩子怀揣梦想，合格健康，幸福快乐地成长！

——校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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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快餐

一、传统节日

1. 团结和睦——正月初一春节

　　春节还有哪些传承的故事？

　　 春 节 是 中 国 人 民 最 隆 重 的 传 统 节 日， 象

征 团 结、 兴 旺， 也 寄 托 着 对 未 来 的 希 望。 关

于 春 节 的 起 源 有 很 多 说 法， 其 中 为 公 众 普 遍

接 受 的 说 法 是， 春 节 由 虞 舜 兴 起。 公 元 前

2000 多 年 的 一 天， 舜 即 天 子 位， 带 领 着 部 下

人 员， 祭 拜 天 地。 从 此， 人 们 就 把 这 一 天 当

作 岁 首。 据 说 这 就 是 农 历 新 年 的 由 来， 后 来

叫春节。

　　相传在远古时代，有种猛兽叫“年”，它捕百兽为食，

到了冬天，山中食物缺乏时，猎食人和牲畜，百姓惶惶

不可终日。人们发现，年怕三种东西，红颜色、火光、

响声。于是人们在自家门上挂上红颜色的桃木板，门口

烧上火堆，夜里通宵不睡，敲敲打打。这天夜里，“年”

闯进村庄，看到家家有红颜色和火光，听见震天的响声，

吓得跑回深山，再也不敢出来。夜晚过去了，人们互相

祝贺道喜，家家张灯结彩，庆祝胜利。 

智慧快餐 看一看，想一想

春节的起源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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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节日

会爱大搜索 　　春节的习俗有哪些？

扫尘 拜年

贴春联

倒贴福字 除夕夜　合家团圆吃年夜饭

放鞭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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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调查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是我们炎黄子孙的优良传统。那么，请你做一个小记者，通

过走亲访友，了解他们春节都喜欢干些什么？

_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调查人 ______________

抽样 10 人统计结果

调查的结果与分析

你在春节前后会做些什么呢？（可多选）

1. 吃年夜饭

2. 放鞭炮

3. 扫尘

4. 贴春联

5. 其他

对吃年夜饭的看法？

对放鞭炮的看法？

对扫尘的看法？

对贴春联的看法？

会爱大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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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节日

会爱大转盘

会爱大转盘 　　小平台：春节知识交流会

 请搜索有关春节的古诗、谜语、故事……

故事：

　　相传，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每到除夕这天，

村村寨寨的人们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兽的伤害。有一年除夕，从村外来了

个乞讨的老人。乡里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只有村东头一位老婆婆给了老人一些食物，

并劝他快上山躲避“年”兽。那老人捋髯笑道 :“婆婆若让我在家呆一夜，我一定把‘年’

兽撵走。”老婆婆仍然继续劝说，乞讨老人却笑而不语。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回来

的人们见村里安然无恙都十分惊奇。这时，老婆婆才恍然大悟，连忙向乡亲们述说了乞

讨老人的许诺。这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传开，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

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

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读一读，想一想

　　春节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

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春节活动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谜语：

1. 一旦走后 （打一字）

2. 一人一张口，口下长只手 （打一字）

3. 日落半林中 （打一字）

4. 两狗谈天 （打一字）

5. 四边残缺 （打一字）

古诗：

元日 玉楼春

（宋）毛滂

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屠苏沉冻酒。

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

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

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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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快餐

智慧快餐

2. 追求美好生活——正月十五元宵节

看一看，想一想

元宵节的起源

汉文帝纪念平吕

　　传说元宵节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
而设。汉高祖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
惠帝。惠帝生性懦弱，大权渐渐落在吕后手
中。此事传至刘氏宗室齐王刘囊耳中，为保
刘氏江山，他决定起兵讨伐诸吕。平乱之后，
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
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
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
日，京城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以示庆祝。
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
节日——元宵节。

明帝敬佛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赏灯始
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
有正月十五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
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
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
渐形成盛大的民间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
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过程。         

三元说

　　陈衍通经史训诂之学，特长于诗，他提
倡“三元”之说，即“上元开元，中元元和，
下元元祐”。他认为这是古近体诗的三个演
变阶段，第一个高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第
二个高峰在唐宪宗元和年间，第三个高峰在
宋哲宗元祐年间。而继承“三元”的就是清
代同治、光绪年间的“同光体”，也即他所
倡导的诗风。他一生宣扬“同光体”，对近
代旧诗坛产生过广泛影响。

相关链接

　　元宵节还有哪些传承的故事？

火把节

　　元宵节起源于“火把节”，汉代民众在
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
祈祷获得丰收。直到今天，中国西南一些地
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用芦柴或树枝做成火
把，成群结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晒谷场跳舞。
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参加歌舞
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随着社
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
了较大的变化，但元宵节至今仍是中国民间
重要的传统节日。

给你提示：《传统民间故事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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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节日

会爱大搜索 　　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是怎么来的？

　　在中国各地，中秋节的习俗根据民族、地域各有不同。据你所知，还有哪些？

古代一家人吃元宵

当代一家人吃元宵

　　“元宵”作为食品，在中国由来已久。

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即“汤圆”，以

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

果仁、枣泥等为馅，用糯米粉包成圆形，

可荤可素，风味各异。元宵可汤煮、油炸、

蒸食，有团圆美满之意。陕西的汤圆不

是包的，而是在糯米粉中滚成的，或煮

食或油炸，象征热热火火，团团圆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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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爱大搜索 小调查

　　元宵节作为传统佳节，对我们中国人而言非常重要。那么，请你做一个小记者，通过

走亲访友，了解他们元宵节都会干些什么？

_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调查人 ______________

抽样 10 人统计结果

调查的结果与分析

你在元宵节会做些什么呢？（可多选）

1. 吃元宵

2. 猜灯谜

3. 踩高跷

4. 看烟火

5. 其他

对元宵节吃元宵的看法？

对元宵节猜灯谜的看法？

对元宵节踩高跷的看法？

对元宵节看烟火的看法？

8



会爱大转盘

会爱大转盘

　　小平台：元宵知识交流会

 请搜索有关元宵节的古诗、谜语、故事……

谜语：

身体洁白如玉，心里花花绿绿，

白沙滩上打滚，清水池中沐浴。

（打一食物）

古诗：

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

（隋） 隋炀帝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

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

燔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读一读，想一想

　　元宵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人们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合家团聚、同

庆佳节，其乐融融。

故事：

　　传说在很久以前，凶禽猛兽很多，四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就组织起来去打它们。 有一

只神鸟因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意外的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天帝知道后十分震怒，立

即传旨，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通烧毁。天帝的女儿心地

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危险，偷偷驾着祥云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

了人们。众人听到这个消息，犹如头上响了一个焦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久，才有

个老人家想出个法子，他说：“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张灯结彩、

点响爆竹、 燃放烟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 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

便分头准备去了。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帝往下一看，发现人间一片红光，响声震天，

连续三个夜晚都是如此，以为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心中大快。人们就这样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及财产。为了纪念这次成功，从此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燃放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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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第一章　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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