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在首届浙江少年诗词大会上，

还在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就读的杨博予，一举

拿下小学组总冠军，如今他已是杭州市公益

中学的一名初三生。

读小学时，杨博予遇到了热爱诗词的

班主任，营造了良好的诗词学习氛围。

不过，相比一些同学把背完一首古诗当做

完成一项任务，杨博予更愿意探究诗词背后

的故事，挖掘诗人写下诗句的情境，对诗词进

行更深入的解析。

杨博予的妈妈也是一位古诗词爱好者，对他的要

求并不是以背几首诗为目标，更不以参赛、考试为目的。饭

后散步时，一起讨论诗人生平，一起玩玩“飞花令”，不带功利性的学

习，是为了更好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韵律之美。

就这样，杨博予抱着放松的心态，参加了首届浙江少年诗词大

会，“只要第一轮不被刷下来，就是成功”的他，一路闯进了总决赛。

那一天妈妈在场外等待，最后意外地等来了“小学组总冠军”。

稳扎稳打，是杨博予学习古诗词的节奏，获得冠军，是水到渠成

的结果。而日复一日的诗词浸润，他也汲取到了更多力量。

喜欢古诗词的杨博予，其实是个热爱物理、化学的“理科男”，心

思或许没有女孩那么细腻，但侧重赏析的杨博予，会把万千变化的诗

句，勾勒出不同场景，花鸟虫鱼、四季更迭⋯⋯写作文时，通过脑海中

的联想，将诗词中的美妙还原。

更重要的，是那些人生中的困惑问题，诗词中可以找到答案；

那些诗人从容淡定的精神气质，通过字里行间跨越千年传递。

跟很多初三生一样，杨博予面临中考升学压力，是诗词教会他，

在不得不做的事情中寻找乐趣，面对竞争的激烈，鼓励他保持“胜不

骄败不馁”的从容。

浙江少年诗词大会的平台，对于杨博予而言，也不是一场单纯

的比拼，而是一次享受的过程。所以第四届，拿过冠军的他又悄悄

地来了。

因为课业繁忙，杨博予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全程抱着享受的

心态来参加，从初赛、复赛，一直冲入了决赛，最终拿到了三等奖。

对于这个结果，杨博予已经满意。总决赛那天，看到了从新

疆远道而来的热爱诗词的朋友，见识到了如今的小学组选手超强

的实力，于他而言，这是比拿到冠军还要丰富的收获。

延续进入中小学校的全省性竞赛项目，线上初赛今天启动

第五届浙江少年诗词大会，沐暖阳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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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读本chéng zhǎng dú běn

上周六，第五届浙江少年诗词大会报名通道如约开启，今年为了给同

学们练手的机会，在正式比赛开始前，特地新增了一周“热身赛”时间。而

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周的每周六 8:30~22:00，浙江少年诗词大会将开放答

题系统，开启新一届的线上初赛，每轮选出150人，三轮共选出小学、初中

组各450人，入围复赛。

又是一年诗词季，走过四年的浙江少年诗词大会，早已经不是一场单纯

的诗词比拼——诗词赋予了少年们无穷力量，带领他们传承浙江文脉，根植

文化自信，奔赴更远的山海。新一届浙江少年诗词大会，你准备好了吗？

44、、55

日前，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公

布2024年进入中小学校的全省性

竞赛项目名单，确定有效期满重新

申报的“浙江省中小学生文化寻根

活动”，为浙江省2024年延续进入

中小学校的全省性竞赛项目。

作为“浙江省中小学生文化寻

根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浙江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潮新闻·钱江

晚报承办，浙江学海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协办的浙江少年诗词大会，自

2020 年推出以来，就希望带领学

生们欣赏中国古代诗词之美，培养

诗词素养，推动学生们对传统文化

的挖掘与探索，启动之初，就受到

了全省广大中小学师生及家长的

欢迎。

从第一届开始，浙江少年诗词

大会的参赛队伍日渐壮大，报名人

数从 1.8 万人激增到第四届的近 9

万人，全省400多所学校参加。

第四届浙江少年诗词大会首

次在台州温岭设置分赛区，吸引近

万名中小学生参加。在总决赛现

场，有 30 位来自新疆的同学不远

万里赶来。

历届大赛中，更大的收获是涌

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热爱诗词的少

年。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敏锐

的思维、内敛的自信、从容的风范。

活泼聪慧的来丁丁是浙江少

年诗词大会的老朋友，曾获首届二

等奖、第二届一等奖、第三届小学

组总冠军，在不久前发布的 2024

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

名单中，他成为杭州市唯一入选；

参加三届比赛，拿下两届总冠军的

任丽伊，以出色的表现在浙江少年

诗词大会的舞台写下传奇；从三等

奖、二等奖到一等奖，再到第四届

初中组总冠军，来自杭州高新实验

学校的钱韵文，跟随浙江少年诗词

大会一路前行⋯⋯

参加浙江少年诗词大会能收

获什么？

以诗会友、以诗育德、以诗启

智、以诗塑美，在一位位少年参赛

者身上，得到了鲜活的答案。

热爱、坚持、成长，皆因诗词热爱、坚持、成长，皆因诗词
古诗词的独特魅力深深影响着每一位参赛者。回顾过往，在浙江少年诗词大会的舞台上，看到了少年们的勇气、自信和实力。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是他们意气风发的真实写照；“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是偶像苏轼带给他们的精神力量。

回访历届冠军，也是寻找浙江少年诗词大会的平台给他们带来的触动和改变。

在诗词中找寻人生答案
是比冠军还贵重的收获
在诗词中找寻人生答案
是比冠军还贵重的收获

参加浙江少年诗词大会，对于张海洋来说，是一次偶然事

件。因为有同学参加过，他想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正在

杭州外国语学校读初三的他线上报名参加了。

妈妈评价张海洋，“完全散养”，面对强劲的参赛选手，也没

有想过拿奖，只想着去长长见识，锻炼胆识。最终拿下第三届

浙江少年诗词大会初中组总冠军，全家都很意外，总结来看，好

心态带来了良好的临场发挥，也是“运气+实力”的结果。

张海洋的成长环境，可以用“松弛”来形容。爱看书，更爱

诗词。从苏轼到北岛，每次读诗，他形容都像和一位老友在互

诉衷肠。陆游的诗，感受到家国情怀；李白的诗，感受到潇洒和

快意；柳永的诗，触摸到细腻入微的人间真情⋯⋯

在浙江少年诗词大会总决赛现场，张海洋就凭借答题时的沉

着冷静、从容不迫，吸引了不少家长的注意。诗词学习，让他变得

更加淡定豁达，这份平常心，也成为他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

升入高一，学习节奏加快，张海洋依旧保持着不急不躁、快

乐学习。该运动时运动，该放松时放松，更重要的是，该阅读时

阅读。

喜欢的课外书照看，不会纠结是否有助于提高成绩；该参

加的校园活动积极报名，不会焦虑是否影响学习。提高学习效

率，加快做作业速度，尽量挤出时间读“闲书”、做“闲事”。

浙江少年诗词大会的经历，也带给了张海洋冠军之外的收

获。他变得更加自信，参加了多场校内演讲，也获得了不错的

名次；他更享受诗词学习的过程，积极参加各类比赛，这个学期

还获得了学校原创诗歌一等奖。

张海洋最喜爱的诗人是杜牧，钦佩于他足以穿越历史时空

的长远眼光，崇拜他不同凡响的立论词章，喜欢他对人文生命

的温情和浪漫。张海洋也立志做一个在人

类历史上有一点点正向推动

的人，于是，他有了新目标，想读

法律专业，将来能做一些与法

律相关的力所能及的事。

文学和诗歌，让张海洋

的学习和生活变得更加丰

富、多元，也为他攀登人生的

下一个高峰，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蓬勃绽放
进入全省性竞赛项目，见证少年们一路成长

走过四届的浙江少年诗词大

会变得更加成熟。为了吸引更多

同学参与，也为了提高参赛体验

感，每一年的浙江少年诗词大会

都不断推陈出新。

第五届浙江少年诗词大会的

主题为“诗行古今，文润之江”，诗

词大会扎根于浙地山水之间，在

全省青少年中传承浙江文化血

脉，增强文化自信，并展示“双减”

政策实施以来的显著成果，同时

也鼓励青少年们以诗词描绘浙江

精神，用诗意书写时代篇章。

今年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

也就是 11 月 23 日~29 日一周时

间，新增每日一练，也就是所谓的

“热身赛”，给同学们练练手感，找

找答题感觉。

本届大赛区分为初赛、复赛、

决赛，首轮初赛在今天上午 8 点

30分开启。

初赛在 11 月 30 日、12 月 7

日、12 月 14 日三个周六进行，分

为三轮，每轮选出 150 人，共选出

小学、初中组各450人，入围复赛；

选手进入线上复赛后，于 12 月 21

日晚 19:00~19:30 进入线上答题

系统，25 分钟内完成答题，决出小

学、初中各 100 人，共 200~250 人

(同分同资格)晋级线下决赛。

第五届浙江少年诗词大会全

省年度总决赛预计在2025年暑假

举行。每一届的总决赛现场，都

是一场文化盛宴，届时将通过

知识闯关、知识抢答、台上对决

等流程，决出小学组、初中组的

总冠军和一、二、三等奖，并邀请

主办方领导、教育专家、学者

等进行精彩点评。

第五届浙江少年诗词大会

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大会日常

安排也已经出炉。大家注意赛

事时间，扫二维码，关注“升学

宝”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下

沉菜单“诗词大会”，报名参

加活动，千万别错过。

新一届大赛推陈出新，450个名额晋级复赛

首届小学组冠军杨博予首届小学组冠军杨博予

冠军带来连锁反应
诗歌让生活更丰富多元

第三届初中组冠军张海洋

日积月累的诗词歌赋，是一个中国人浪漫的生活日常。作为浙江中小学校的全省性竞赛项目，也是“浙江省中小学生文

化寻根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诗词大会已经吸引全省400多所学校参加。参赛选手里，有老将，也有新秀，还有很多学

校、班级组团来参赛。

让少年们在如诗的年华里，探寻古人的心路与历程，保留一颗诗心，寻得一方精神乐土，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蕴，在

一所所学校里，寻找答案。

在浙江少年诗词大会中，龙游县西门小学是一匹屡创

奇迹的“黑马”，尤其在第四届大会中，4 位同学获得决赛入

场券，其中林暄程、张旖安分别夺得小学组的二、三等奖。

这所看似普通的小学，如何培养出这么多有实力的诗

词小达人？答案就在学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面墙壁，以及

悠悠传唱的古风之中。

西门小学的前身，是百年前的官办学堂——凤梧书

院。校歌《凤梧少年》，采用四言古体诗形式，曲风悠扬。走

进校园，阁楼廊柱间，目之所及皆是师生共同创作的诗词对

联，每一幅都透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

早在 2006 年，西门小学自编了校本教材《古诗文考

集》，精选经典古诗词，引导学生积累、理解并爱上古诗词。

经过多次改版后，如今的校本教材已更迭为《凤梧雅苑》，分

为高段和低段两部分，更加贴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学习需

求，帮助他们打下坚实的诗词基础。

在西门小学，诗词不仅是一门课程，它也融入了学生的

日常生活，成为了一种习惯和风尚。每天早自习，同学们沉

浸在古诗词的诵读中；放学时分，不少同学意犹未尽，背着

古诗走出校门。

学校还定期举办诗词朗诵会、古诗文比赛等。每年一

度的校级古诗文比赛，是西门小学的文化盛事。比赛从班

级初赛开始，选拔出最有实力的选手代表班级出征，经过层

层筛选，最终决出年级十强。

这些“小诗人”们，用各自的方式诠释对古诗词的理解

与热爱。他们不仅获得了荣誉与奖励，更成为了全校师生

心中的榜样。

西门小学每年都会组织大批学生参加浙江少年诗词大

会，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韩敬峰介绍，浙江少年诗词大会不

仅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挑战自我的舞台，更重要

的是激发了同学们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孩子们对古诗词的

热爱与日俱增，开始主动寻找诗词书籍，利用课余时间研

读，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不自觉地引用诗句来表达情

感。我们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到

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

自编校本教材，把诗词融入课堂

在历届浙江少年诗词大会中，杭州市采荷实验学校

无疑是初中组的“超强战队”，仅在第四届，就有四位二等

奖、一位三等奖。这背后，得益于“采实生活阅读”的范例

打造。

在采荷实验学校，“荷堂悦读”工程建构阅读多样态，

通过开设导读课、师生共读课、创意阅读课等，让阅读成

为课程重要一环；设立读书节、国学节，集中展示学生的

阅读素养。

不久前，学校还入选浙江省首批中小学阅读引领学

校。走进采实校园，朗朗书声萦绕，同学们撷取历代名篇

佳作，诵读经典。

诗意校园，体现在课堂上。

在国学授课活动中，学生小组合作，品读吟咏杜甫的

《望岳》，感受诗圣不畏艰难勇于攀登的豪情与乐观、积极

向上的追求；师生研读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在天地浩

渺间共同感怀诗人壮志难酬、生不逢时的惆怅与悲愤。

诗意校园，也在课堂之外。

学校邀请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以不同视角和维度，

深入剖析杜甫的诗作、创作背景以及写作用意，为同学打

开更有广度和深度的阅读视野；学校组织中秋诗会，同学

们以诗抒怀，以文寄情，赴一场诗意之约。

在老师们看来，参与浙江少年诗词大会，给了同学们

展示才华、绽放光芒的机会。

“诗，它不是很有用，换不来多少功名利禄，但它也很

有用，它让你安于当下，又志在远方。诗不能变现成未

来，但它是使过去、现在、未来的人，更热爱这个世界的理

由。”采荷实验学校语文组长茅雪峰老师介绍，同学们对

诗词大会很感兴趣，课间举行“飞花令”大赛，掀起诗词学

习的热潮。“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推动语文学习，激发了内

驱力，比‘死记硬背’效果更好。”

茅老师盘点，几位曾经在浙江少年诗词大会上拿到奖

项的同学已经毕业，到了高中仍是学校里的“国学担当”，

牵头组织各项校园活动，延续采实学子的自信与底蕴。

衢州市龙游县西门小学

打造“荷堂悦读”，展示学生阅读素养打造“荷堂悦读”，展示学生阅读素养

杭州市采荷实验学校
冠
军
说

诗
意
校
园

扫二维码，关注“升学宝”，点击底部下沉菜单“诗词大

会”入口，报名参加活动。

孩 子 们

在 校 园

里阅读

孩 子 们

在 国 学

文 化 节

演出

第四届浙江

少年诗词大

会全省年度

总决赛现场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