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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前夕，体验剪纸魅力

本报讯（通讯员 管艺）剪纸，是我
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距今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9 月 15 日，樟树坪
小学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团特邀欧阳
玉英来校传授剪纸技艺，让孩子在佳节
前夕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欧阳玉英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会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荷塘剪纸项目
传承人、市民协剪纸专委会副会长。剪
纸课堂上，校园记者们个个兴致勃勃，
听得认真、剪得仔细，有的学生还时不
时向老师请教。听完老师的讲解后，校
园记者们迫不及待地拿起剪刀开始实
践，按照老师教的剪纸技巧，由里往外、
从小到大，一张张图样在校园记者们的
手中翻转，一幅幅惟妙惟肖的剪纸或线
条平滑、或稍带锯齿地呈现在大家眼
前。

此次剪纸活动，加深了校园记者们
对剪纸的兴趣和对艺术的理解，也拓宽
了他们的知识面。

新学期，校园记者与《未来作家》再相遇

让孩子在“游戏”中爱上阅读与写作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成建梅）走进课程，贴近生活；名师指
导，开阔视野；共同闯关，爱上写作。9
月 17 日，记者从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
俱乐部获悉，《未来作家（上）》已经出
版，新学期将陆续送达到全市校园记
者手中。

“语文为王”的时代已经到来，根
据中高考命题新趋势，语文阅读、写作
的难度和分值都在提高，其他各科的
审题难度也在加大。《未来作家》由株
洲日报社、株洲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共
同编写发行，分为上、下两册。它着力

于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引导学生走
进课本、爱上写作，用文字营造丰富多
彩的精神空间，让写作为孩子们的童
年插上飞翔的翅膀，是实用的小学生
课外学习用书，也能为小学语文教师
阅读与写作的教学提供一定参考。

《未来作家》编辑部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新出版的《未来作家（上）》依据
小学语文教材，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
闯关形式来呈现学习内容。“我们将游
戏化的思维和理念贯穿其中，全书的
主题以 36 个关口来呈现，可以让孩子
们的学习效果得到及时反馈，提高阅

读和写作兴趣。”记者看到，《未来作
家（上）》的36 个闯关游戏，由“闯关小
任务”“闯关攻略”“闯关素材”“经典小
书屋”“写作有示范”等环节构成，有助
于让孩子们在“游戏”中爱上语文、爱
上写作。

据悉，新学期开始，株洲日报社校
园记者俱乐部将结合全市各中小学的
开学典礼、主题活动、班会等各种活
动，将《未来作家（上）》免费送到校园
记者手中，为孩子们的阅读与写作助
力。

剪纸课堂，剪出一个个
“大月饼”

本报讯（辅导老师 王卫平）9 月
16 日，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特
邀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荷塘剪纸传承人
来到醴陵姜湾小学、醴陵实验小学校
园，为校园记者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
剪纸课。

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
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
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在中国，
剪纸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交融于各
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各种民俗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日校园记者们学
习了中国剪纸的历史、派系、形式、分
类和技巧等知识，并用现场学习的剪
纸技艺剪出了一个个大大的月饼。

活动结束后，校园记者们还进行
了现场采访，借此了解更多有趣的剪
纸知识。

故事中体验“不一样的中秋”

本报讯（辅导老师 贝国华）制作中
秋花灯、绘出窗外的中秋……9 月 15
日，银海学校开展校园记者体验传统文
化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中，受邀的魔法松鼠美术
馆的草莓老师通过分享中秋传说和习
俗、手工制作中秋花灯等方式，带领校园
记者们体会了中秋的别样韵味。“一天，
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向王母求得一
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能立刻升天
成仙。后羿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
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校园
记者王鑫绘声绘色讲述的是关于中秋的
传说故事——“嫦娥奔月”。

“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
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校园记者张
晓晓引经据典，讲起中秋传统习俗头头
是道。在草莓老师的引导下，校园记者
们纷纷开始分享自己知道的中秋习俗
和传说故事。

接下来的花灯制作更是让校园记
者们忙得不亦乐乎。看着自己制作的
漂亮花灯，孩子们很是兴奋，有的说要
送给老师，有的说要挂在家里让更多人
欣赏。

“让孩子们动手动脑，在体验中学
习传统文化，是最好的方法，学校将利
用传统节日节点，开展更多类似的活
动。”学校相关负责人说。

自己做的月饼很好吃

本报讯（辅导老师 贝国华）9 月
16日，50名高家坳小学校园记者在校
园内参加了中秋节做月饼活动。

中秋节又称团圆节，是我国仅次
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中秋将
至，阖家欢乐的餐桌上总少不了那香
甜的月饼。为了庆祝这一传统节日，
让校园记者们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及意
义，增强校园记者们的动手能力，株洲
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组织校园记者
们开展了“迎中秋，亲手制作月饼”活
动，用新颖的方式让校园记者们提前
体验了快乐中秋。

在手掌上放一份月饼皮，两手压
平，上面放一份月饼馅。一只手轻推
月饼馅，另一只手的手掌轻推月饼皮，
使月饼皮慢慢展开，直到把月饼馅全
部包住为止……校园记者们开始了新
奇的做月饼体验。“这个技巧很重要，
可以保证月饼烤好后皮馅不分离。月
饼模型中撒入少许干面粉，摇匀，把多
余的面粉倒出。”校园记者们互相介绍
经验。

“自己做的月饼很好吃，也很有纪
念意义。”校园记者表示，希望能有更
多此类活动走进校园。

据悉，利用节日节点，株洲日报社
校园记者俱乐部策划了传播中华传统
文化系列活动，让孩子们走进传统节
日，根植文化自信。

▲ 孩 子 们
展示剪纸——
大月饼。

王卫平

▲剪纸课程现
场。管艺 摄

▲银海学校孩子们制作的花灯。 贝国华 摄

▶校园记者快乐
地展示自己制作的月
饼。贝国华 摄

绘画作品
A10

2021年09月18日 星期六
责编：刘 文
美编：刘昭彤
校对：袁一平

佳作

雨中，很暖
攸县震林中学2005班 丁刘瑾 指导老师：谭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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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没有温暖的阳光，
只有冰冷的雨水。我独自骑
着自行车，往学校驶去……我
好像掉进黑暗的海里，不管是
耳边的阵阵鸣笛声，还是脸旁
的寒风刺骨，我好像全都感觉
不到似的。我的脑海里全是
昨晚与母亲争吵的画面……

“妈，我明天的家长会，你
会去，对吧？”我走向前，对母
亲说。

“崽崽，抱歉啊，妈妈明天
有个重要的会议，你和班主任
老师说一下，我去不了，好
吗？”妈妈边写着什么边说。

“又是这样！上次你也是
这么说！别的同学都有父母
陪着，我却没有，为什么？就
算爸爸出差去了，你又没有出
差！为什么不能陪我去！”

妈妈抬起疲惫的脸，低声
说：“妈妈工作也是为了这个
家，你要理解妈妈啊……”

我甩甩头，想把头上的雨
水甩掉，但没有成功，冰冷的
雨水像影子一样，紧紧地粘在
我的头发上。

“家长会马上开始了，请
各位家长赶紧入座。”教室里
的广播响起，班里顿时像炸开
了锅。许多家长和孩子坐在
一张椅子上，尽管有点挤，但
十分温暖；只有我，一个人坐
在自己的椅子上，尽管宽敞，
但好冷。同学们都笑着和父
母聊着成绩、学习、运动会
……而我独自在角落对着窗
户发呆。

水珠从脸颊流到下巴，我
已经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雨中，一个人影闪过，我
没有特别在意，仍然是呆呆地
望着窗户，望着窗户上的雨
珠，望着窗外并不美的景色。

正当我心里嘀咕着：妈妈
到底来不来呢？来的话，怎么
还不到呢？一块毛巾落在了
我的头上，我感到阵阵暖意。
接着，是温柔可亲的声音：“崽
崽，我没迟到吧？来，我帮你
擦干头上的水。”

我转身，看见妈妈，瞬间
笑逐颜开，雨水都不再冰冷，
而是暖暖的，我扑向妈妈的怀
里，紧紧地抱住妈妈。对着妈
妈的耳朵轻声说：“我爱您，妈
妈！”

“我知道，我知道，对不
起！崽崽。”说着，笑着，不一
会儿，班主任说：“各位父亲母
亲，有没有什么教育孩子的经
验来说说。”

“大家好，我是丁刘瑾的
妈妈。首先，我想说的是，对
不起，我的宝贝。我一直没给
你足够多的陪伴，每次都说工
作忙，其实只要抽出时间，还
是能做到的……陪伴，是对孩
子最长情的表白。”

此时，我觉得我心头的那
团乌云散了，但心里还是酸酸
的，我不应该埋怨妈妈的姗姗
来迟……我不能多说，因为泪
水早已模糊了我的眼眶，堵住
了我的咽喉。

是啊，世界上最伟大的，
不就是母爱吗？那个雨天，是
一个温暖的雨天，这一段美好
的回忆将陪伴我到永远！

粽子飘香
八达小学52班 顾语冰 证号：21011004829 指导老师：李蓉晖

端午节又称屈原日。这天，人们要赛龙
舟、挂艾草、泡雄黄酒，在额头上用雄黄酒写

“王”。当然，还有我最喜欢的包粽子、吃粽
子。

瞧，奶奶买回了粽叶、糯米、鲜肉、咸蛋
黄、红豆等食材。我赶紧写完作业，之后就
寸步不离地守在一旁凑热闹，欣赏着奶奶包
粽子时那轻松自如的模样！

每次，奶奶都会选取两片绿油油的叶子
一折，折成小漏斗似的放在左手掌中，再将
糯米、肉、咸蛋黄放入“斗中”，然后双手灵巧
地左折右叠，再用绳子紧紧地层层缠绕，很
快一个个“胖乎乎”酷似“小宝宝”的粽子就
诞生了！

我也嚷嚷着要学包粽子，奶奶点头答
应。笑眯眯地递给我两片比较大的叶子，教
我如何折叶子，如何填充食材，如何捆绑粽
子。之后，奶奶带着我包了许多种口味的粽
子：有豆沙的、蜜枣的、鲜肉蛋黄的，还有纯
碱的白米粽。

在手把手的教学中，大手小手一起包。
最后大手奶奶包的是个个精美。而我这小
手包的呢？个个都是扁扁的，甚至东倒西

歪，像沒有吃饱的“小宝宝”，丑死了。奶奶
见状笑了笑:“没关系，只要不漏米，捆紧就
可以啦，以后多包几次，品相一定好看的。”
听了奶奶的鼓励，我更有信心了！

粽子包好了，奶奶将它们倒进锅中，盖
上锅盖煮。不一会儿，锅中就开始溢出粽子
的清香，我隔三差五地跑进厨房，看看粽子
熟了没有？真是迫不及待地想吃啊！

不知过了多久，一股浓郁的粽香弥漫了
整个房间。这一缕缕的粽香，硬是把我从睡
梦中“熏”醒！我睁眼一看，哇！粽子出锅
了。热气腾腾的粽子，胖胖的，油油的，香香
的。馋得我口水直流，伸手就去抓。“啊，
烫！烫！”我尖叫着，跳了起来。“‘小馋猫’醒
啦？粽子要凉一下再吃。”厨房里传来奶奶
的声音。

十分钟后，我小心翼翼地剥开一个肉
粽，咬了一大口。“哇，好吃！”我三下五除二
地干掉了这个粽子。太好吃了，真是让人回
味无穷！

过端午，真高兴！在这飘香的节日里，
我不仅吃了美味可口的粽子，还学会了自己
动手包粽子呢！

洗碗
市二中附小1901班 周茗坤 证号：21042565879 指导老师：吕凤艳

嘻嘻哈哈
随着一声声欢笑
宛如花朵般的孩子
绽开了自己最灿烂的笑容
苦恼时花儿枯萎了
兴奋时比谁都可爱
无论在哪里
我们都能收获快乐
我在公园尽情玩耍
我在课堂奋笔疾书
我在书的世界里遨游
长大后
这些花儿是最美丽、最珍贵的
绚丽多彩
那么，这些花儿最喜爱的日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节日——儿童节！

美好的童年
美的学校1804班 凌熙媛

证号：21012497251 指导老师：张淑连

晚饭过后，我来到厨房帮妈妈洗碗。水
池里的碗无精打采地躺着，正等着我帮它们
洗澡呢。

我先拿一块布，在上面沾点洗洁精，然
后紧紧地拿住碗，小心翼翼地擦。我左手握
着碗沿，右手拿着布不停地转，泡泡像一个
个可爱的小精灵在碗上滑来滑去，五彩缤
纷，好看极了！

开始冲水了，我打开水龙头，把碗放在

水龙头正下方，泡泡就像被大风吹散的云朵
一般，向四周散开去。哗哗的水流声，夹杂
着碗与碗之间的碰撞声，仿佛在演奏一首动
听的交响曲。

碗被我洗得闪闪发亮，看着自己的劳动
成果，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洗碗并不难，还很有趣。以后我要多帮
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