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9 月以来，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

俱乐部围绕“传非遗之美，承文化之韵”主题

开展活动，玩转扎染、体验非遗文化、学做月饼

……为校园记者们举行了丰富多彩的非遗体验活

动，更拉近了学生与传统民间艺术的距离，切身感

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同时，引导学生在深入

了解中秋习俗、欢度传统节日的同时，感

受传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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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心里开出花

，传统文化月主题活动精彩纷呈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 彭慧洁

丰富传统文化活动 惠及校园记者

如何让校园记者们体验更多中华传统文
化？连日来，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联合
我市各学校积极开展了 20 余场“弘扬中国传
统文化教育”活动，如：手工学院活动——活字
印刷术、邮票知识进校园、教校园记者做手工
团扇、做手工扎染，传统文化进校园——剪纸、
茶艺知识等，中秋做月饼活动等。

据介绍，九月主题活动分为体验我们身边
的“非遗”、传统文化润心田——“传统文化，
点亮校园”“我们的节日·我们的传统”“真挚
纯净 感恩于心”教师节系列活动、“传承红色
基因 我和祖国共成长”、九月校园记者生日会
等。

截至 9 月底，共开展活动 107 场次。绘画、
书法和手工作品以“我们的传统节日”为题
材，共收到我市各校校园记者作品近 500 余件
(组 )，精选 300 余件 (组 )作品在《株洲星少年》
进行展示。

“学习传统文化，让非遗传承滋养青少年
美好年华。这些精彩的非遗校园展示体验活
动并不仅在重大节假日才会出现。”株洲日报
社校园记者俱乐部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我
市各学校大力推动非遗项目在少年儿童中的
传承。平日里，在校园，不管是课程还是文娱
活动，都能看到非遗的身影。

如何让文化浸润青少年儿童心灵？在家
长看来，这是一个春风化雨的过程，“不要去
拘束孩子，让他们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
让他们在活动中加深对民族艺术的了解、认同
和热爱，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感受到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

近年来，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通过
开展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传统文化
进校园活动，让少年儿童能够近距离享受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通过各种形式让传统
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传递和普及，进一步培
养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让
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让非遗传承滋养青少年美好年华

“如果制作一款月饼，你希望是什
么口味？你最想做给谁吃？”在长郡
云龙实验学校，校园记者们通过制作
不同皮馅的冰皮月饼，为身边默默奉
献和付出的辛勤工作的人们送上中
秋祝福。

不久前，校园记者们体验了手工
扎染活动。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结合采用皮筋、夹子先将白色染巾物
根据自己的喜好扎紧，然后染上自己
喜欢的颜色。不一会儿，一件件风格
迥异、色彩亮丽、花样丰富的作品呈
现在大家面前了。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回家后
也要运用今天学到的技巧，制作更漂
亮的图案来。”“好神奇！原来不同方
法可以制作出不同的图案。”9 月 19

日，天元区白鹤学校开展制作非遗漆
扇活动。 140 余名校园记者现场学习
漆扇文化，感受漆扇魅力。

同样，在我市各学校，非遗传承人
老师一边讲解非遗知识，一边手动示
范，让孩子们大开眼界。一件件手工
作品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耐心
和技巧，根据图案仔细地裁剪。

中秋佳节，校园记者拍摄“诗词里
的中秋”，沉浸式体验“诗词大会”“文
化市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

“文化启智，文化树人，润物细无
声，一天天，一点点，如是成长，如此
幸运。”一场活动后，校园记者家长在
朋友圈记录着。

校园记者展示自己的剪纸作品。

记者/颜家萍 摄

校园记者学做月

饼。记者/彭慧洁 摄

校园记者们走进非遗扎染。

记者/颜家萍 摄校园记者进行采访报道。

记者/魏朋 摄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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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第一渡》观后感
荷塘外国语学校1907班 邓谨楷

证号：24011020017

一天，我与家人一同观看了《长征第一
渡》话剧，心中激荡的情感久久不能平息。

该剧以江西于都县为背景，讲述了红军
长征的壮丽篇章。新婚夫妇长哥与英姑的
故事尤为动人。 1934 年，长哥作为排长，毅
然在于都集结军队，踏上北上长征的征途。
乡亲们为了支持红军，不惜拆下自家门板，
甚至贡献出棺木，搭建起渡江的木桥。战士
们与亲人依依惜别，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与
艰辛的道路。

长征途中，红军历经乌江、湘江、大渡
河、沼泽草地和大雪山的考验，每一步都充
满了艰难险阻。湘江战役更是悲壮异常，红
军战士们前赴后继，以数万人的牺牲为代
价，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胜利。

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们勇往直前，从未
退缩。他们思念着家乡和亲人，却深知自己
的使命与责任，坚定地跟随着队伍前行。而
远在于都的英姑和乡亲们，也日夜思念着他
们，期盼着他们早日归来。

然而，当红军队伍在 1936 年抵达延安成
功会师时，当初从于都渡口集结的 8 万余
人，仅剩下 7 千余人。这一悲壮的数字，让
人深感震撼。

英姑在于都苦苦等待，编织着草鞋，期
盼着长哥的归来。然而，直到她编的草鞋堆
成了一座山，她等待的人依然没有回来。这
份深情与执着，让人动容。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毛主席的诗句，是对红军长征精神的最好诠
释。我们要铭记先辈们的丰功伟绩，继续发
扬长征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
力量。英姑们虽然已老，草鞋也不再穿，但
长征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莲之韵
茶陵县解放学校412班 曾宇馨

证号：24081750021 指导老师：谭志琼

夕阳下，碧绿的莲叶无边无际，洁白的莲花在微风中摇
曳，如同仙子降临。它们散发着清新淡雅的香气，让人心旷
神怡。花瓣饱满，紧挨着淡黄的花蕊，圣洁气质尽显。荷叶
如碧玉盘，托起夕阳下的莲花，花蕊金光闪闪，增添了几分温
馨。这份高雅的美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平衡。

然而，我更偏爱微雨中的莲花。细雨如丝，轻轻洒落，莲
花微微颤动，仿佛在诉说着内心的喜悦。未完全绽放的荷
花，半遮半掩，更显妩媚。雨幕中，花池失去了往日的真切，
却增添了一种朦胧之美、梦幻之美。花瓣洁白无瑕，水珠在
荷叶上闪烁，如同碧玉上镶嵌的宝石，美不胜收。

这梦幻、淡雅、芬芳的白莲，竟生于肮脏臭恶的淤泥之
中。但它们不屈不挠，努力绽放，展现出清澈纯净的心灵。
即使生活困苦，也要笑对风雪，努力绽放人生的光彩。这就
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精神。

向阳而生，逆风而行，莲花以它的坚韧与美丽，诠释了生命
的意义。让我们学习莲花，无论环境如何，都要保持内心的纯
净与坚强，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绽放自己的光彩！

可爱的小鸡
天台小学2104班 易阳

证号：24040090026 指导老师：夏俏丽

一天，爸爸带着我回到了乡下的奶奶家。一到奶奶家，我
就迫不及待地奔向鸡窝，心里惦记着那些活泼可爱的小鸡。

小鸡们穿着金黄色的“衣裳”，在鸡窝里自由自在地踱
步。有的低头啄食着地上的玉米粒，有的则蜷缩在母鸡温暖
的羽翼下，享受着甜甜的梦乡。还有的悠闲地在鸡窝中散
步，仿佛在欣赏这个属于它们的小世界。

我兴奋地对爸爸说：“爸爸，我好想抓一只小鸡来摸摸。”
爸爸微笑着拿出网子，放在鸡窝旁，并吩咐我去拿些玉米粒
来。我们把玉米粒撒在网子里，然后开始了耐心的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有一只小鸡抵挡不住美食的
诱惑，小心翼翼地靠近了网子。然而，母鸡似乎察觉到了危
险，用严厉的眼神警告着小鸡。小鸡吓得连忙后退了几步。
但没过多久，那只小鸡又忍不住诱惑，向前走了几步，确认没
有危险后，便开始啄食网子里的玉米粒。

见时机成熟，我猛地一抬手，网子瞬间将小鸡笼罩其中。
小鸡在空中惊慌地扑腾着翅膀，仿佛在呼喊：“妈妈，快来救
救我！”看着小鸡那惊恐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
些残忍。小鸡是那么渺小、那么无助，我应该爱护它们，而不
是去伤害它们。

于是，我轻轻地放下网子，让小鸡重获自由。小鸡欢快地
跑回了鸡群，仿佛忘记了刚才的惊险经历。

朋友们，你们是否也有过想抓小鸡的念头呢？但请记住，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和爱护哦。

我的自画像
天台小学2007班 蔡卓然

证号：24040090019 指导老师：杨真

我叫蔡卓然，今年十一岁，是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我拥
有一头乌黑的短发，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还有一张能说
会道的小嘴巴。我喜欢笑，所以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
给人一种阳光、亲切的感觉。

我的性格开朗活泼，善于交朋友，是个名副其实的“社
牛”。记得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时，我主动上前与他打招呼，
并帮助他熟悉校园环境。很快，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
友。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小缺点，那就是有时候过于活泼，课
堂上容易控制不住自己，讲小话。这也让我挨了老师的不少
批评，但我正在努力改正这个缺点。

我酷爱运动，尤其是跑步和羽毛球。在校运会上，我总能
像“猎豹”一样在田径场上飞驰，为班级争金夺银。而在羽毛
球场上，我几乎每天都会挥汗如雨地练习，最近还在天元区
羽毛球赛中取得了双打第二和单打第三的好成绩。运动不
仅让我强健了体魄，还培养了我坚韧不拔的精神。

除了运动，我还热爱阅读。一到周末，我就缠着妈妈去新
华书店看书。我喜欢在书中穿越时空，与刘备、曹操一起煮酒
论英雄；与孙悟空一起大闹天宫；与青铜、葵花一起感受世间的
美好。阅读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还丰富了我的情感世界。

总的来说，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热爱运动、喜欢阅读的男
孩。虽然有时会犯一些小错误，但我能知错就改。我希望能
交到更多朋友，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在未来的日
子里，我会更加努力，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

欢欢喜喜过新年
市二中附二小2105班 刘诗涵

证号：24042890030

春节，这个中国最热闹的节日，无论身处何
方，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用传统的方式来庆祝。今
天，就让我带你一起感受这喜庆的氛围。

春节，又称农历新年，是中国最隆重、最热
闹、最欢乐的节日。它的来历充满神秘色彩：相
传古时有个叫“年”的怪兽，经常骚扰百姓。后
来，人们发现怪兽怕响声和红色，于是每逢年末
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窗花、放鞭炮，以此来驱赶

“年”。这个习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春节的习俗繁多，且都蕴含着美好的寓意。

扫尘是其中之一，人们会在年前大扫除，寓意着
扫走一年的晦气，迎接新年的到来。贴春联也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红色的春联上写着吉祥的话
语，寓意着“福”到我家。

而在这些习俗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放鞭炮
了。晚饭后，我和家人会在门口放上一些烟花，
点燃后，火焰直冲云霄，绽放开来如同繁星点点，
照亮了夜空，绚丽多彩。那一刻，我会闭上眼睛，
默默许下新年的美好愿望。

最令我难忘的则是拜新年的场景。初一早
上，我穿着厚厚的棉袄，走出家门，来到亲朋好友
家拜年。每到一家，我都会笑着说：“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而长辈们则会笑眯眯地递给我一个
大大的红包。这一天，我总是收获满满，心里充
满了喜悦和感激。

新年，真是一个美好的节日。它充满了欢声
笑语，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让我们一起欢欢喜喜地迎接新的一年吧！

正确用好科学知识
——读《课本里的科学故事》

书籍有感
醴陵市实验小学1908班 丁若曦

证号：24092270049 指导老师：漆婷玉

一直以来，“唯有读书破万卷，方才下笔如有
神”便是我深信不疑的座右铭。自踏入校门，阅
读与写作便如影随形，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从《我的阅读时光》到《绿野仙踪》，从
《闪闪红星》到《安徒生的童话》，每一本书都如同
一位智者，引领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增长见识，
启迪心灵。

清明节假期，我再次翻开《课本里的科学故
事》，这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笔触，讲述了
一个关于科技与人性的故事。主人翁杨歌与其
智慧超群的父亲，发明出一台“动物语言机”，实
现了人与动物的交流，起初为人们带来了诸多便
利，但随后却引发了一系列危机。这不禁让我深
思：高科技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人类，也可
能带来灾难。

书中的故事让我深刻认识到，科技的进步应
当伴随着道德的约束。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便
利而忽视其潜在的风险，更不能让别有用心之人
利用科技作恶。因此，我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红
利时，更要树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无”的警惕意识，确保科技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
助力而非阻力。

此外，书中的故事还教会了我面对困难与挫
折的勇气。正如杨歌父子在危机面前坚持不懈，
最终摧毁了“动物语言机”，我也曾在学骑自行车
的经历中，体会到了坚持的力量。那次经历让我
明白，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不放弃，坚持到
底，就一定能迎来成功的喜悦。

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挫折
与失败。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学会了从失败
中汲取教训，从挫折中汲取力量。只有保持心中
有爱、眼中有光、勇往直前的奋斗姿态，我们才能
让自己在今后的人生之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总之，《课本里的科学故事》不仅是一部关于
科技的作品，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勇气与成长的
启示录。它让我更加珍惜每一次阅读的机会，也
更加坚定了我勇往直前的信念。

我的自画像
泰山学校2004班 周奕含
证号：24040260004

绘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