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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汉字的乐趣

陈雅涵（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六年4班）

在小记者活动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去梧林
传统村落探秘汉字世界。

在那一场活动里，我们40个人分成四组，每组每人各
拿一张谜语，在梧林汉字游戏馆里找谜底。我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谜底后，立刻去帮助别人。很快，我们组每一个人
的谜底都找到了。最终，我们组得了第一名。通过这场活
动，我体会到了“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意义。

活动结束，我投稿了自己的感言，没想到真的刊登
了，令我十分的兴奋。这也激起我的写作热情，我开始投
稿作文，分享我的每一刻，这也使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
升。想想上了初中、高中、大学以后，我再翻开这些报纸，
上面承载着我青少年时期对于写作的热爱和努力的成
果，那是多难得的体验啊！

在小记者的活动中，我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让我
明白了友谊的重要性，学会不懈努力。我还要继续努力，
争取有更多的收获。

在册小记者分享经历和故事

“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无限乐趣”

潘朵拉（晋江第三实验小学桥南校区
三年7班）

我是今年才加入的小记者。记得
那天下午，我刚放学回到家，爸爸就兴
奋地问我：“宝贝，学校和报社发布了
招募小记者的通知，你要参加吗？”

爸爸兴奋的原因很简单：他就是
一名记者，总想“女承父业”。

可听到这个消息，我却有点纠
结。爸爸经常一接到电话，就马上在
电脑前忙起来，饭也顾不上吃，即使
周末也不例外。有时，熬夜也写不出
文章。况且，要当记者去采访别人可
能要走很远的路，而我则是天生就喜
欢窝在家里的那种人。

妈妈看出我的纠结，温柔地说：
“你自己做决定吧，参不参加我们都
支持你！”

我 拿 出 了 纸 和 笔 ，开 始“ 分
析”——这是我遇到难题的解决办
法。“好处：可以见到名人，文章还有
机会刊登在报纸上；坏处：我内向慢
热，怕与人交谈，喜欢阅读却不喜欢
写作……”

看着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张，我下
定了决心，如果加入小记者团，可以
让自己变得更加外向开朗，学会更好
地表达与写作，不正是最大的收获
吗？

报完名后，很快，我就领到了装
备。穿上了小记者的红马甲，背上了
书包，我对妈妈“幽了一默”：“妈妈，
我们家就只有你一个人不是记者
了！你心里怎么想的呢？”

看，我进入角色还挺快的吧！虽
然我还是没有经验的小记者，但已经
有了“克服困难”这个最大的收获。

秉持初心，不忘过往

苏钶翔(晋江梅岭心养小学五年2班）

翻阅着曾经的照片，一切仿佛还在昨天，回想起那记
忆犹新的一次次活动，竟不知是难忘，是甘醇，还是刻骨
铭心？

记得第一次参加小记者活动，我既紧张又是激动。
从三年级开始加入小记者到现在，我的写作技巧早已游
刃有余。经过我不懈的努力，我的作文也曾多次刊登在
晋江经济报上，但学无止境，“未出土时先有节，已到凌云
仍虚心”，千万别骄傲，秉持初心，继续努力吧！

印象深刻的一次活动是体验传统技艺的魅力，我做
的是漆线雕，虽然动作没有行云流水，却也是拿捏自如。
不仅如此，我还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

从那以后，我便更加积极参与晋江经济报组织的各
项活动，其中最让我惊喜的是，我参与了晋江市“我眼里
的胡萝卜”主题征文、绘画比赛，获得了绘画组中年级一
等奖。要与高手云集的小记者们一起角逐，我原本没有
足够的信心。此次获奖给了我极大的肯定，热爱绘画的
种子便是此刻在我的心中埋下。

小记者这个平台，丰富了我的课余生活，不仅能让我
展示写作水平，更能激发我创作的灵感，也让我感受到了
生活的无限乐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翁宇臻（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五年2班）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必须具有重要的‘记者四
力’，即脚力、脑力、眼力和笔力……”这是晋江经济报的
编辑老师来到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给小记者培训时，对
小记者们提出的要求。相比于从往届小记者口中得知的

“小记者可以参加很多好玩的活动”，我对“小记者”这个
称号有了不同的认识，不信？请听听我的故事吧！

上个月，我参加了“晋江，不止一面”小记者同题作文
征稿活动。为了更深入、更接地气地了解晋江的多面性，
爸爸利用周末带我走过晋江的许多角落：青阳夜市品尝
美食，体验人间烟火；社区老人中心听拉二胡的爷爷，讲
述南音的起源与传承；夜色下在世纪大道旁驻足，见证晋
江这座城市的朝气与蓬勃；听晋江五里工业区的伯伯聊
起晋江品牌的辉煌历程……两天的所见所闻，尽管把我
累得不行，但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座小城的魅力所
在。于是，顾不得疲惫，整理好思绪，我提起笔写下作文，
并投稿。出乎意料的是，它竟然登上了晋江经济报的版
面。我的内心无比雀跃。这一经历让一向不太自信的我
信心倍增，也理解了所谓的“四力”就是要深入生活贴近
实际，用敏锐的视觉去洞察细节，遇事勤思考、善思考，才
能创作出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虽然加入小记者站不久，但我发现已深深喜欢上了
它。参加小记者不应只是纯粹地去参加几场活动，而应是
让我们在活动中察生活百态、品酸甜苦辣、书人情冷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一名小记
者，未来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在等着我去发现和探索，我
将带着最初的这份期待与憧憬，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小
记者。

许元杰(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五年
4班）

金秋送爽，我们迎来了第 23个
记者节。这既是大记者的节日，同时
也是我们小记者的节日。

第一次听说“小记者话题”的时
候，我紧张得不得了：“我能行吗？还
要经常写作文？好难啊！”了解后才
知道，每周的“话题小作文”只是小记
者活动的其中一部分，当上小记者还
可以学到很多校园内学不到的东
西。最有趣的是，课余生活里还能参
加各种有意思的活动：到上沙岭花果
世界踏青赏春，让我看到了美丽的春
景，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也切身感受
到农民的辛苦；参观来旺良品堂闽南
古早味传承基地，让我了解了许多庆

典文化，认识了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
奶小时候用的老物件；参加“说咱闽
南话”活动，更是使我学会了很多有
趣的闽南话，体会到了闽南话的博大
精深。

自从当上了小记者，丰富精彩的
活动就充实着我的生活。我把这些
新鲜事儿流泻于笔尖，也收获了发表
作品的快乐！当我的作文第一次刊
登在报上时，我兴奋雀跃：“我的作文
居然也能上报纸！这是以前多么可
望而不可即的事儿！”之后的这一年
里，我的文章又多次出现在报纸上，
多么喜人！我也因此对写作有了更
多的喜爱。

新的一年里，我还继续当着这样
一名小记者，用眼去观察，用心去体
悟，用笔来抒写这美好的生活！

巍巍华夏，家风永传。
小时候，爸爸总是十分骄傲地对我说：“我们

家的家风，可以浓缩成四个字‘厚德致远’。它出
自《易经》及《诫子书》。”

那时的我，似懂非懂，觉得“厚德致远”是神
秘而悠远的存在。

后来，我参加了学校开展的《我家的家风》家
风开学第一课，让我真正懂得了家风的意义。活
动中，我明白了良好家风的传承和意义，了解了
名人的家风家训，还和爸爸用手中的纸笔，书写
自家家风。细凝“厚德致远”四字，我些许体会到
这横竖撇捺间蕴含着美好的人生期许。

而现在，我一直铭记和践行着“厚德致远”这
份沉甸甸的使命与担当。

今年3月，疫情期间，爸爸妈妈第一时间参与
到了抗击疫情的战斗中。爸爸在隔离点工作，妈
妈也被隔离在学校，给高三的学生上网课。在抗
击疫情期间，他们冲锋陷阵，坚守岗位，毫不退
缩！面对这汹涌的疫情，我也曾害怕、担心。但
每当我惊慌失措时，“厚德致远”四字就给我增添
力量。看前方，是爸爸妈妈奋斗一线的身影。他
们是我的榜样，他们所做的一切不就是在发扬我
们家的家风吗！“厚德致远”就是要有大爱、有情
怀、有担当。我家的家风就这样激励着我。居家
期间，我独立学习，坚持锻炼，照顾弟弟妹妹，帮
忙外婆料理家务，每天微信视频给爸爸妈妈加
油！此外，我还通过写作、绘画，以笔抗疫，用笔
尖把自己的信心展现出来。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有一道闪烁的光叫“厚
德致远”，照亮着我努力的方向！

“毓英中心小学家风家训”专栏展示②
有大爱、有情怀、有担当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董严军）绕
耸肩、小碎步、伸脖摆头……11月2日下
午，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小记者在学校舞
蹈室体验了一节与众不同的舞蹈课。课
堂上，小记者跟随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黄
冬艺学习了闽南少儿民间舞蹈《田蛤仔》，
感受舞蹈的乐趣和闽南文化的韵味。

据介绍，为扎实推进“下沉一线、
回归课堂”党建项目，推动学校“鸿儒
少年宫”提质增效，晋江市安海中心小
学开展了少年宫活动微展示、教师“因
需施训”、名师一堂课等多项措施。而
此次小记者体验的舞蹈课，就是名师
一堂课的举措之一。该项举措坚持强
化“校内教师为主、外聘教师为辅”师
资模式，以让有专业特长的教师各尽
其能为主旨。

本次名师一堂课活动，安海中心小
学邀请到了舞蹈名师、安海中心小学校
友黄冬艺进入校园授课。黄冬艺是中
国舞蹈家协会会员、福建省舞蹈家协会
理论委员会秘书长、晋江舞蹈家协会副
主席，从事舞蹈编导、教学20余年，曾获
第三届、第十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

蹈展演“小荷园丁”优秀称号，泉州艺术
教育先进工作者，晋江市“三八”红旗手
等荣誉。

“跳舞的时候，不仅动作要到位，也
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这样才能
让舞蹈更具感染力。”课堂上，黄冬艺为
小记者和舞蹈班学生教授了闽南少儿
民间舞蹈《田蛤仔》，并针对舞蹈中的典
型动作进行指导。黄冬艺告诉记者，该
舞蹈主要以闽南乡间小姑娘为形象，运
用了闽南高甲戏曲中绕耸肩、伸脖摆头
等典型动作，表现了田野乡间的闽家小
丫头参与劳作的场景，诙谐有趣，热闹
喜悦。值得一提的是，《田蛤仔》曾于
2005年获得第三届全国小荷风采舞蹈
展演金奖，深受观众的好评。

课后，小记者还对黄冬艺进行采
访，详细了解了舞蹈方面的问题，对闽
南文化在舞蹈方面的表现有了更深入
的认知。

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
朱永龙表示，接下去，学校还将举行书
法、歌唱等项目的名师一堂课活动，切
实推动学校“鸿儒少年宫”提质增效。

本次活动，我们学习了闽南民间
舞《田蛤仔》的动作，开始我手足无
措，但看到舞蹈班的同学们从容淡
定，我仿佛感受到了她们由内而外散
发的魅力。 陈思涵（六年1班）

这次的少年宫舞蹈课体验，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师的一句话：“我
跳舞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我们可以
通过舞蹈来传递这种快乐，这就是
跳舞的目的。” 吴璟祎（六年1班）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黄老师一个
抱南瓜的舞蹈动作，形象而生动。
舞蹈离我们并不遥远，舞蹈跳的就
是生活！ 兰云歆（六年2班）

学校创办了鸿儒少年宫，可以
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能力，真
好！ 陈佳瀚（六年2班）

这次小记者活动让我受益匪
浅，让我懂得了：有热爱、有目标还
不够，要更加努力，才能让自己更加
优秀。 林启瀚（六年3班）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
校园生活，还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
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激发了我们
对闽南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王均濠（六年3班）
通过这次活动，我明白了一个

道理：成功是用汗水和不懈的努力

换来的，对事物的热爱也不是喊出
来的！ 陈偌伊（六年4班）

课后，老师为我们普及了关于闽
南童谣的舞蹈的内涵及由来，使我对
闽南童谣的热爱更增加了一分。

鲍函榆（六年4班）
通过这次活动，我被黄老师充

满激情和热情的舞蹈深深地折服
了。我觉得每个人对待生活都应该
有积极阳光的态度，都应该不断地
突破自我、战胜自我。

梁知衡（六年5班）
让我印象较深的一个舞蹈手势

叫“观音手”，我们在一旁都纷纷效仿，
即使脚上动作没学会，但手上功夫也
是不能落下的啊！这是一次开心的
体验，也获得了许多有趣的知识！

胡陈霖（六年5班）
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因

为我同其他小记者一起去听名师讲
课，还现场学舞蹈，那场面简直是太
棒了！并且，我还因为学得好被舞
蹈老师表扬了，觉得很开心。

汪洋（六年6班）
通过此次活动，我对舞蹈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也体会到了传统文
化的魅力。 林奕帆（六年6班）

指导老师 刘晓东

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小记者

跟名师学闽南少儿民间舞蹈
小记者感言

我是小记者我骄傲

“女承父业”

2021年12月22日，晋江“两会”召开，我
有幸加入了“两会”的采访团队，走进“两会”
会场。聆听政府工作报道，与人大代表面对
面，围绕“校园疫情防控”“幼小衔接”“世界文
化遗产”等话题进行交流与采访……在采访
的过程中，我的内心十分紧张。可我想：越是
面对大人物，我越是要知难而上！于是，我带
着这种信念，出色地完成了采访任务。这次
采访，包含了我的心血，不仅让我了解了晋江
城市发展的现状，而且知道了小学生也可以

通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晋江变得更
加美好！

汪洋(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
每周的报纸一发下来，我便

会看看上面有没有我的文章。发
表时，全家都为我高兴。记得第一
次发表，我完全不能用言语形容那
时的心情，我激动万分，感到空气中
弥漫着的都是幸福的味道，走起路来
昂首阔步，上课也格外有精神！第一
次发表是一场“及时雨”，给我莫大的
鼓励。我越战越勇，坚持每周都写小
作文。慢慢的，我爱上了写作，享受着
发表的快乐！

小记者团的学习之路正所谓“劳逸
结合，事半功倍”。报社时不时都有实践
活动，让我们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我们四
处参观游学，在玩中学，学中玩，不仅增长
了知识，还开阔了眼界，了解到很多书本以
外的知识，写作的灵感也越发多了。

记者是一个迎难而上、披星戴月的职
业。我们小记者虽会遇到许多挫折，但也要
像大记者一样解决困难，继续进步！

雷铭洋（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
五年级加入小记者后，从妈妈口中得知：

“小记者每周都要写一篇小作文。”我心里默
默哀号：为什么我要报小记者啊？在妈妈的
督促下，我每周坚持写一篇作文，一个学期下
来，作文水平竟然提高了不少，还有一篇作文
在报纸上发表了。六年级报名时，我还有些
犹豫。但静下心来想：我的作文为什么会进
步呢，不就是因为加入小记者后坚持写作和
投稿吗！再三思索之下，我报名了。现在，在
老师和妈妈的共同鼓励和督促下，作为小记
者的我喜欢上写作文了。六年级，小学的最
后一年小记者之旅，相信我会过得更多姿多
彩！

柯彦铃（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
我成为一名小记者已有一年多。刚刚参

加的时候，我们每周都会记录各种故事，期待
着、盼望着作品能被发表。作文第一次见报
时，我无比高兴和自豪！但我们每位上台受
表扬的小记者都知道，这些文章可不是随便
写写就能发表的，而是经过了不断的努力修
改。我们在练笔中锻炼，在修改中提升。

当上小记者还使我开阔视野、增长见
识。记得一次寒假，我们参观来旺良品堂，观
看闽南特产的生产过程，感叹其手工制作的
工艺技术，了解闽南的历史文化，感悟古早味
闽南的别样魅力。

我们即将迎来第23个中国记者节，这是
属于我们的节日。在这里祝所有大小记者
们，记者节快乐！

吴绍烽（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
想起我第一次采访时的情景，当时的画

面还历历在目：我和几名优秀记者一起去采
访运动员，第一次采访的我，多多少少有点儿
紧张，害怕到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原本的问题
也一下子忘了个一干二净，脑子里一片空
白。这时，有一名记者老师注意到了我，问：

“小弟弟，你很紧张吗？”我点了点头。“没事
的，小弟弟，我第一次采访时也是这样的，不
用紧张，只要把采访的人当成亲近的人，有问
题问问就行了。”听到他的话，我茅塞顿开，连
声说着“谢谢”，有了他的指导，我很快完成了
采访任务。

小记者之旅不断增强了我的人际交往能
力，还培养了我的写作能力。记者，记着，让
我们向每一个披星戴月、不忘初心的记者致
敬！ 魏俊熙（晋江龙湖阳溪中心小学）

讲述者：陈思羽家庭
家风家训：厚德致远

苏钶翔（晋江心养小学）

张宏城（晋江市第三
实验小学滨江校区）

“记者节”特别策划

本报讯（通讯员 姚晓斌 记者 蔡红亮）日前，晋
江市第八实验小学举行“德雅卡”兑换活动，欢乐洋溢
满校园。

“我要换这个！我要换这个！”“这些奖品真诱人
啊！”“我可是有 6张卡呢！”……午后，校园一隅，红领
巾服务站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奖品，琳琅满目，令人目
不暇接。同学们分年段整齐地排着队攥着“德雅卡”，
脸上浮现着藏不住的紧张和激动，穿梭于各个摊位，换
取自己心仪的奖品。

据悉，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秉承着“培养明亮而积
极的少年，让教育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美好印记”的育人
目标，实行德雅争章评价制度。“德雅卡”由“明理卡”

“美德卡”“博雅卡”“知行卡”组成，学生可以通过点滴
进步、发挥特长、取得奖状等诸多途径获取四种“德雅
卡”，让自己的每一次进步都能留下深深的烙印。

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
举行“德雅卡”兑换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