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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本报小记者快乐出
发，前往厦门打卡奥林匹克博物馆
和胡里山炮台景区，探寻“奥运文
化”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丰富多
彩的体验中玩转“五一”假期。

活动的第一站，小记者来到胡
里山炮台景区，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感受炮台历经沧桑的痕迹。“这里有
多少炮台呀？”“克虏伯大炮是一种
怎样的武器？”“胡里山炮台经历过
哪些历史事件？”……活动中，小记
者边看边问，被一件件老物件、一幅
幅老照片、一段段震撼的历史所吸
引，大家认真聆听讲解。

当日下午，小记者们走进厦门
奥林匹克博物馆，近距离接触奥林
匹克。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小记者
认识了奥运火炬、奖牌、吉祥物、纪
念章等奥运展品，还体验了模拟奥
运护旗入场、模拟火炬传递和点火
仪式，了解奥运会的流程，感受奥运
带来的乐趣。“我不仅变身火炬手点
火，还和同学们一起创作海报推介
城市申奥，真是太好玩了。”荣宗小
学小记者陈镕铮说，通过此次活动，
他已深深迷上了奥运，也许下了争
当奥运选手的愿望。

小 记 者 感 言
通过此次活动，我见识了世界

现存最大、最古老的海岸后膛炮，还
认识了奥运火炬和奥运会的会徽，
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

陈嘉怡（荣宗小学）
在奥林匹克博物馆，我认识了

奥运五环，是由蓝、黄、黑、绿、红5
种不同颜色组成，还知道了五环每
个颜色所代表的意义。

陈诗彤（荣宗小学）
厦门胡里山炮台景区大门上

写着“天南锁钥”四个大字，之后
映入眼帘的是许多炮台，上面有
许多子弹留下的小洞，布满了历
史的痕迹。通过老师的讲解，我
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

刘均甯（荣宗小学）
在奥林匹克博物馆，通过

那些闪耀着的徽章和印着运动
员名字的刻章，我仿佛看到了
当年他们在运动场上挥汗如雨
的潇洒英姿。

张焕岚（华泰实验小学）
指导记者 刘泽宇 董严军
实习生 林晓薇 许攸南

走进厦门奥林匹克博物馆

小记者探寻“奥运文化”
本报小记者 曾锶凌（内坑中心小学）蔡思滢（江头中心小学）王至铃（荣宗小学）

4 月 28 日上午，晋江安海西边小
学小记者走进金砖花灯文化馆，体验
安海民俗攻炮城、白塔点灯，了解泉州
花灯文化和金砖创新花灯，通过 DIY
组装花灯的方式，在活动中感受劳动
的美好。

“状元灯”“星火燎原”“鱼跃龙门”“福
运来”……活动伊始，工作人员向小记者
们介绍了金砖创新花灯，一盏盏特色花灯
吸引了小记者的目光。

接着，小记者们体验了安海民俗攻
炮城和白塔点灯。小记者们纷纷排好
队，将电子鞭炮对准“城池”抛掷。如果
将手中的鞭炮打入“城池”中就会点燃

“城池”内部的电子鞭炮，城池顿时“噼

噼啪啪”作响，烟雾缭绕，这就算攻打成
功了。安海自古有“白塔点灯，金榜题
名”的佳话，小记者们手举电子火炬，点
亮大红灯笼，旁边的白塔模型也瞬间亮
起了灯光，白塔点灯仪式让小记者们了
解了“白塔点灯”这项传统民俗活动的
由来。

最后，花灯文化馆工作人员向小记
者们介绍了泉州花灯的历史，并且让小
记者们动手体验拼装金砖特色创新花灯

“鱼龙灯”。

小记者感言
活动中，最吸引我的是一盏叫作“知

音”的花灯，这盏花灯结合了闽南非遗南

音，上面用剪纸雕刻出闽南红砖瓦厝，旁
边还有妙音仙女，浪花、帆船元素融汇一
体，特别具有闽南特色。 小记者郑钎惠

在攻炮城环节中，看到前面有同学成
功攻下了城池，我也跃跃欲试。终于轮到
我了，我拿起一串电子鞭炮，踮起脚尖，往
上一跳，朝着城池扔去。

小记者刘苏垚
今天，我拼装了一盏花灯。这盏花灯

并不难，先把中间的骨架折好，再把两个
龙头分别装在左右两边，然后把鱼鳍装在
背上，最后再安上两边的鱼身子，装上灯
杆和电池，我的“龙鱼灯”就大功告成了！

小记者鲍梓晴
指导记者 刘泽宇 指导老师 高燕瑜

本报小记者 李梦瑶

近日，晋江内坑东峰小学小记者走进晋江市安
全生产宣教培训基地，通过切身体验模拟环境，增强
自身安全意识，学习急救技能。

活动中，基地讲解员细心讲解，引导师生参观了
心肺复苏学习区、交通安全学习区和消防安全学习
区等主题功能展区，了解各种潜在危险因素及应对
方法，体验了醉酒行走、闯红灯违章及遭遇火灾危险
时的情景。小记者还动手学习心肺复苏术，体验消
防逃生通道等项目。

小记者感言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也学到了许多安全常识与

逃生技巧。遇到火灾时，我们应该拿湿毛巾捂住口
鼻并弯下腰走安全通道楼梯下楼，并拨打消防电话。

小记者张懿馨
安全是健康和生命的保障，通过此次活动，我学

到了许多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 小记者张妘萱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时刻注意安全，就是在爱护

生命。作为小学生，我们应该提高安全意识，将安全
时刻铭记于心，让安全伴随我成长。 小记者林可欣

指导记者 刘泽宇 指导老师 许金丽

家风似雨，润物无声。家风如灯，前路有光。家
风是传承，是悠悠岁月的积淀，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
的期许。

翻开《传承优良家风，争做时代新人》这本书，我走
进伟人们薪火相传的家风故事，心中久久不能平复。

在我家，父母用他们的行动为我诠释了我们家的
家风——关爱他人。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放学后，天
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坐在校门口保安室的凳子上，焦
急地等着妈妈来接我。不知过了多久，妈妈终于来
了，只见她打着伞，身上却淋湿了一大半。我急忙上
前，关切地询问妈妈，才知晓：原来是学生们要去食
堂吃饭，但是好多学生都没有带伞，她就撑着伞，将
学生一个个从教室送到食堂。妈妈说，天气那么冷，
学生们这样一来一回，万一淋湿了，晚上还要晚修，
会冻感冒的。她还念叨，等下她还要赶紧去班级看
看。听完妈妈的话，我心想，等下回到家，一定要第
一时间给妈妈泡杯热茶。

小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家人一起吃饭时，妈妈只
要一接到电话，就放下筷子，匆匆赶去班级；也不明白
为什么下班时间到了，她还常常不能回家陪伴我。等
到我长大了，才慢慢懂得，妈妈关爱学生，就是从一点
一点的小事开始的。也许正如书里所说的，帮助他人，
从小事开始。而我，也是那颗心里被种下种子的孩子
吧！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
源。”家风好，则家庭和顺、家道兴盛。家风是社会风气
的重要组成部分。点滴之水，终成大洋。作为新时代
的少年，我将秉承我们家的家风，从小事做起，学会关
爱他人，收获更好的自己，做一个胸中有丘壑的家风传
承人。

毓英中心小学家风家训专栏展示
家风如雨，润物无声

讲述者：洪楚煜
家风家训：关爱他人

小记者感言
我照着提词器上的文稿，有感情、有节奏地进行

播报，过了一把新闻小主播的瘾。通过这次活动，我
也体会到了当一名新闻主播并不是那么容易，背后
要付出很多努力。 郑宸（五年3班）

在体验活字印刷时，我不禁为古人的智慧而折
服。我们也要多多动脑，发挥创新精神，为祖国的建
设发展添砖加瓦。 黄诗彤（五年6班）

这次活动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乐趣，更让我深深
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今后，我们要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 沈煜城（五年3班）

在专业的演播厅，小伙伴们个个精神抖擞，轮流
登台体验了一回新闻播报。虽然仍有很多不足，但
是大家的勇气与自信值得肯定，期待下一次会更好。

李锦轩（六年4班）

本报小记者 许柏轩

近日，晋江安海桥头中心小学明诚小记者在学
校辅导员的带领下走进长富牛奶体验馆，开展一场
寓教于乐的亲子纸杯蛋糕制作体验活动，学习健康
生活理念。

小记者感言
蛋糕终于出炉了，我把冒着香气的蛋糕送给妈

妈，妈妈笑弯了嘴角。我很开心来到这里参加活动，
希望下次还能来参加！ 小记者陈苡薰

星期六下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此次活
动。蛋糕出炉时，真是香气扑鼻啊！我也明白了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理。 小记者许玮宸

圆滚滚、软乎乎的小纸杯蛋糕，香喷喷的。通过
小记者活动，我学到了新技能——制作纸杯蛋糕。
制作一个纸杯蛋糕，要准备鸡蛋、面粉、白糖和牛奶，
做法也非常简单，大家想不想试一试？

小记者王钰珊
指导记者 刘泽宇 指导老师 许晓妮

桥头中心小学小记者
乐享“甜蜜”周末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实习生 林晓薇 许攸南）
近日，晋江灵源灵水中心小学组织小记者走进晋江五
店市灵源万应茶文化园，开启了一场寻找非遗传统文
化之旅。

首先，文化园的洪老师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中医的
五行、五味、相生相克原理等知识，随后，又带领小记者
们一起观看了灵源山沙盘模型，解读了铜人造型所展
示的切药、捣药、研磨、蒸煮、发酵等制药过程，惟妙惟
肖的场景真是神奇又不可思议！

参观学习完，小记者们一个个迫不及待地开始动
手制作鼎鼎有名的万应茶菩提丸！一个个“小中医”全
神贯注地碾压草药、捶草药、称草药，一颗颗菩提丸在
孩子们的手中逐渐成形，看起来真是有模有样，大家仿
佛穿越到了古人制茶的情景当中……

“学习中体验，传承中弘扬”，此次活动，小记者们
不仅感受到中医学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
流长，还动手体验制作了万应茶“菩提丸”，大家纷纷表
示，今后将更努力学好知识和本领，保护和传承中医药
非物质文化遗产。

小记者感言
通过本次活动，我认识功效多样的中药材，亲手制

作灵源万应茶“菩提丸”，通过称重、研磨药材，感受到
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吴锦浠（四年3班）

这次研学，我了解到600多年前的“菩提丸”经过
传承发展，成为今天的“灵源万应茶”，感受到了中草药
的魅力精髓，让我们行动起来，传承中医药文化。

李君豪（三年1班）
我体验了灵源万应茶和香囊的制作，这种直观的

学习和体验方式，让我更深刻领会到中医药文化的精
彩。 吴思思（五年5班）

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学到了许多中医知识，也感
受到了古人的智慧，满载而归。 郑涵方（四年4班）

这次活动，我化身非遗小中医，亲自制作了万应茶
“菩提丸”和香囊，还学习了许多中医药文化，深深感受
到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 王诗兰（五年5班）

东峰小学小记者
学急救常识 护生命安全

灵水中心小学小记者
争当小小中医师

紫帽中心小学小记者
趣当“小主播”

走进金砖花灯文化馆

西边小学小记者巧手做花灯
本报小记者 刘宇桐 郑曼妮

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 实习
生 林晓薇 许攸南）“41 公斤！”

“33公斤！”……近日，一声声嘹亮
的喊声在晋江内坑怀斧小学的校园
内响彻。在立夏节气来临之际，怀
斧小学举行了“多彩习俗迎立夏”主
题活动，带领学生们通过绘彩蛋、吃
茶叶蛋、称体重等，体验传统习俗。

当天，一个个孩子笑嘻嘻地坐
进一个大竹筐里，学校男老师则用
肩膀扛起一杆大秤称重量，每称一
人便大声喊出体重。二年1班学生
江昕妍满脸新奇地坐进竹筐，体验
了一回称重。看着周围同学们的欢
笑，体验着被老师抬起的感觉和老
师送出的立夏祝福，她开心地笑了
起来。

“立夏过秤可免疰夏。立夏称
人是传统习俗之一，这一习俗寓意
着称了体重后，就不怕因夏季的炎
热而消瘦。”老师尤月英介绍，为了
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体验立夏的传
统习俗，学校准备了古式的称重工
具、鸡蛋等物品，带领孩子们进行绘
彩蛋、吃茶叶蛋、称体重等活动，让

学生体验民俗活动的乐趣，在动手
操作中发展创新能力。

在立夏绘彩蛋活动中，三年 2
班小记者吴子滢用手中的画笔在
鸡蛋上展开创作，画出了五彩的条
纹。“二十四节气真是太有趣了，我
很喜欢学校为我们准备的这些民
俗体验活动。”吴子滢说，通过今天
的活动体验，她了解了立夏的知
识、感受了立夏的习俗，收获了满
满的快乐。

还有同学告诉记者，自己原本
不喜欢夏天，觉得太热了，但知道了
这么多立夏习俗后，即便是夏天也
能收到祝福，也能玩有趣的游戏，觉
得夏天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孩子们在感受传统节气带
来的快乐时，传统文化也在他们
心中生根、发芽。”怀斧小学校长
姚荣文表示，本次立夏体验活动，
不仅加深了孩子们对传统习俗的
认识，也给孩子们带来了欢乐，学
校将继续尝试将二十四节气与教
学结合，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

称体重、绘彩蛋、吃茶叶蛋

怀斧小学趣味习俗活动迎立夏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实习生 林晓薇 许攸
南）近日，晋江紫帽中心小学小记者走进晋江报业
大厦，开展“趣当小主播，玩转活字印刷”研学活动。
小记者们玩中学、学中玩，满载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