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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小记者 许庭毓 苏苡歆 何雅妮

近日，晋江安海西安小学五年级学生走
进校园防灾减灾教室，参与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安全教育体验课，提高应急自救能力，收获
安全教育“新体验”。

作为“晋江校园防灾减灾教室项目”的重
要实践环节，此次课程通过情景模拟、装备演
示和实战演练，让同学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
握城市内涝防范与自救技能。

课堂上，厦门曙光救援队的刘教官以
“城市内涝的认识与防溺水”为主题，用一系
列真实的灾害视频为我们揭开城市“隐形陷
阱”的面纱，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了自然灾
害的威力。

在教官的教导互动与现场模拟下，我们不
仅学习了破窗锤、应急手电、救生圈等应急救援
装备的使用技巧，也掌握了科学的防范知识与
方法，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并提
高应对和处置各类突发灾害的能力。

小记者感言
这堂课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的勇

气之门。原来，当我们掌握了应对危险的方
法后，就能从害怕的“小绵羊”变成守护自己
和他人的“小英雄”。 小记者颜柏乐

当教官把救生圈抛成一道漂亮的抛物线
时，我突然发现这动作比三分投篮还要讲
究。原来，“救命神器”不再是课本里的插图，
而是现实世界的安全技能，比任何虚拟闯关
都更酷、更需要全神贯注。

小记者王勋豪
这次校园减灾教室的安全教育体验，我

受益匪浅。平时多学一分技能，危险来临时
就能多一分从容。 小记者颜佳妮

指导记者 刘泽宇
指导老师 丁妮妮 傅春荣

西安小学小记者
收获安全教育“新体验”本报讯（记者 刘泽宇）近日，2025数字中国

创新大赛·青少年AI机器人赛道总决赛在福州举
行。来自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的多名学子和小
记者闪耀赛场，包揽虚拟机器人项目“智慧图书
馆”主题比赛一等奖，并有 4人获得二等奖，1人获
得三等奖。

本届赛事以“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探索”为主
题，设置了机器人任务赛、机器人对抗赛和虚拟机器
人赛三大项目，考察参赛者不同维度的能力。养正
中心小学代表队参加了虚拟机器人赛项的“智慧图
书馆”主题比赛。赛场上，养正中心小学选手充分发
挥想象力与创造力，通过电脑设计并搭建出一个个
充满创意、科技感十足的“智慧图书馆”虚拟场景，展
现出对未来智能生活的独特理解。

经过激烈比拼，养正中心小学 5名学子夺得该
项目一等奖，分别为林伟航（冠军）、陈煌超（亚军）、
李宇宸（季军）、田睿琪和巫佳颖；李炎森、颜宏宁、董
宇翊和许德宝夺得二等奖；黄昊轩获得三等奖。此
外，养正中心小学还获得了“优秀组织学校”称号。

养正中心小学六年级小记者李宇宸说：“这次比
赛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魅力，也坚定
了我继续学习的信心。学习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
前沿技术，学会了如何将创意与实际技术相结合，去
实现一个既实用又富有创意的项目。”

“作为多年的赛事指导老师，我感受到这项比赛
对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有着很大的帮助，进一步激
发了孩子们对科学的学习兴趣。”养正中心小学副校
长颜美亚表示，该校长期重视科技教育，并以比赛为
契机开设了丰富多彩的社团课程和科学活动，让孩
子们感受科技的乐趣和魅力。

养正中心小学小记者

闪耀数字中国创新大赛

近日，晋江东石玉峰小学 26名小
记者走进晋江报业大厦，化身小主播、
体验活字印刷，近距离感受融媒魅力。

活动伊始，小记者们走进了智能
全媒体演播室。开阔明亮的空间里，
高清摄像机、智能提词器、环形补光灯
等专业设备令大家惊叹连连。他们戴
上耳麦，化身小主播，分别现场播报了
一则学校新闻。不仅如此，小记者们
还带着学校石粒文学社的原创诗集
《石粒》登台，深情朗诵自己创作的诗
篇，现场诗意浓浓。通过一次次登台
体验，小记者们逐渐上手，顺利地完成
了自己的播报初体验。

随后，小记者们来到了印刷博物
馆。工作人员为小记者们讲述了印刷
术的起源及演变过程。小记者们听得
津津有味。最让小记者期待的，当数活
字印刷体验。在老师的带领下，小记者
们体验了整个印刷流程：挑选字模、排
版成句、均匀刷墨、轻铺宣纸、细心拓
印、缓缓揭纸……当一幅幅带着墨香的
作品呈现在眼前时，小记者们欢呼雀
跃，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小记者感言
在记者的带领下，我们体验了一次

难忘的新闻播报，每一句话从口中说

出，仿佛都带着别样的活力，让我们真
切地体会到了媒体行业的魅力。

小记者缪金宏
我们不仅了解了印刷术的历史，还

初次体验了活字印刷术。我看着自己
制作的印刷作品，自豪感油然而生。

小记者成文馨
在欢快的氛围中，我尽情体验了活

字印刷与播报新闻的乐趣。这段记忆
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闪耀在我的脑海
中，让我难以忘怀！

小记者杨培莹
指导记者 刘泽宇
指导老师 曾培双

玉峰小学小记者 走进“新闻之家”感受融媒魅力
本报小记者 杨紫萱 杨羽钧 杨浚逸 曾梓涵 吴斯豪

小记者作品选登

当城市的喧嚣逐渐将生活填满
时，那些藏在民俗里的温柔与诗意，
愈发显得珍贵。一次偶然的机会，听
闻蟳埔村有着簪花围的独特风情，心
中便种下了向往的种子。终于在假
期，我背上行囊，奔赴这场与传统文
化的浪漫之约，探寻簪花围背后的文
化密码。

刚踏入蟳埔村，海风裹挟着咸
湿的气息扑面而来，古旧的石板路
蜿蜒曲折，街边的老房子错落有致，
处处散发着古朴的韵味。在这里，
每一位蟳埔女都是流动的文化符
号，她们头上那绚丽的簪花围，更是

让人眼前一亮。
我迫不及待地走进一家簪花店，

店内满是鲜花的芬芳。阿姨热情地招
呼我们，开始为妈妈梳理头发、簪花。
看着阿姨娴熟的手法，我心里痒痒的，
跃跃欲试。拿起花就往人像模型头上
插，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颜色搭配杂乱
无章。阿姨笑着耐心指导，我按照她
的方法重新摆弄，在她的帮助下，终于
完成了自己的簪花作品。当那五彩斑
斓的簪花围稳稳地戴在我头上时，一
种别样的欣喜涌上心头，我仿佛瞬间
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文化脉络之中。

街头巷尾，簪花的人们来来往往，

仿佛一朵朵盛开的花在移动，形成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更让我惊喜的是，
路边的店里还有几位和我年龄相仿的
女孩也在熟练地帮客人围簪花，传承
的力量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次蟳埔之行，不只是一次简单
的民俗体验，更是一场文化的洗礼。
簪花围不仅是美的装饰，更是传统文
化的鲜活载体。它让我明白，文化传
承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藏在生活的细
微之处。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参
与，就能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
的光彩，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指导老师 许美芳

簪花围

黄炜宸（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四年4班）

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足球巨星在球场
上驰骋的身影，便暗下决心：我要学踢足球！
幼儿园的时候，我得到宝贵的机会，接触到了
足球。

那时，学校刚好在开展足球活动，这简直
是“天降大礼包”!体育课上，足球也成了必学项
目，这让正想学足球的我感到无比期待。

首先是带球。这十分重要，不会带球就等
于不会踢球。因此，它也就成了太阳，其它“行
星”都要围着它转。带球时，要用足弓一点点
带，十分辛苦。虽然我已汗流浃背，但始终咬
牙坚持。

其次是过人。无论在何时何地，过人和带
球都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两者一融合，
就变得很厉害。其中，穿裆过人必定是最有趣
的了，要先仔细地观察对手，趁其不备，立刻将
球从他的裤裆下穿过去，并大力抽射。这样，

对方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球滚进球门。真是
太好玩了!

后来，我还学习了传球、射门、踢高球……
每个动作我都反复打磨。老师总夸我“进步神
速”。此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与自豪，一切
汗水都变得值得了。但我也经历过挫折：一次
比赛中，有个人嘲笑我，说：“你有实力吗？菜
得要命!哈哈……”我见状，十分沮丧。但我也
知道“菜就多练”，便每天加练——绕杆带球、
折返跑、对着墙壁练传球。直到下次比赛，我
用流畅的过人动作连进两球后，曾经嘲笑我的
小伙伴瞪大了眼睛……而我擦着汗想：原来努
力真的能让自己变强。

现在想起那段时光，汗水里都是快乐的味
道。足球教会我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功夫不负
有心人”的道理——就像球场上每一次跌倒后爬
起，只要坚持，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进球时刻”。

指导老师 张美月

我学会了踢足球

夏天到了，虫子王国热闹非凡，
到处都是沸沸扬扬的。瞌睡虫们纷
纷从洞口出发，去寻觅自己的小伙
伴。

这天中午，一缕温暖又柔和的阳
光，穿过层层叠叠的云层，悄然洒落在
那美丽迷人的花园里。有一只名叫嘟
嘟的瞌睡虫，扑闪着小翅膀飞过来
了。它一眼就瞧见好多蜜蜂在花丛中
忙着采蜜。

嘟嘟赶忙飞过去，热情地问道：

“小蜜蜂，你能和我做朋友不？”小蜜蜂
头也不抬，忙着采蜜，回答说：“不行
呀，我还得接着采蜜呢！”嘟嘟听了，心
里有点失落，低着头飞走了。

没飞多远，嘟嘟就看见一只蟋蟀
正摇头晃脑地演奏着动听的曲子呢。
嘟嘟眼睛一亮，赶紧飞过去，笑着问：

“小蟋蟀，你能和我做朋友不？”蟋蟀停
下演奏，抱歉地说：“我还得继续练习
呢，没时间呀！”嘟嘟失望极了，耷拉着
脑袋又飞走了。

正当嘟嘟孤单又沮丧地飞着时，
它看到一只蜗牛正慢悠悠地在树枝上
爬呢。嘟嘟飞过去，小心翼翼地问：

“蜗牛，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蜗牛缓
缓抬起头，笑眯眯地说：“当然可以
呀！”

嘟嘟高兴得差点蹦起来，和蜗牛
在草丛里欢快地玩耍起来。它们一会
儿玩捉迷藏，一会儿比赛跑步，一会儿
又哼起小曲儿，玩得不亦乐乎！

指导老师 黄荣荣

瞌睡虫找朋友

郑雨桐（晋江安海西边小学三年3班）

如果我有一台作业机，那准是个萌趣又聪慧
的“熊猫博士”。它浑身雪白的绒毛如云朵般柔
软，乌黑的眼圈好似戴着副酷炫的墨镜，圆滚滚的
肚子上有个闪着微光的“知识口袋”，可爱中透着
股机灵劲儿。

写作文时，题目《美丽的公园》曾让我抓耳挠
腮。它眨了眨明亮的眼睛，屏幕上瞬间涌出五彩
斑斓的公园美景。“瞧，进门那片花海，像不像给大
地铺上了彩色地毯？”它软萌的声音响起，“再看看
湖水，用个比喻句会更棒哦。”在它的引导下，文字
如欢快的小溪流淌：“花朵像小喇叭，吹着春天的
歌；湖水如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一篇作文
轻松完成。

数学遇难题，“熊猫博士”立刻变身解题高
手。看着“小明买笔记本和笔”的题目，我急得直
挠头。它轻轻拍拍我：“别慌，先算笔记本总价，再
用总钱数减去……”那圆爪子在屏幕上画出思路，
难题瞬间被“打败”，我也慢慢掌握了方法。

读英语时，它成了严格又可爱的外教。“ap⁃
ple，跟我读。”我发音不准，它就重复示范：“嘴巴
张大点，对啦！”读对后，它奖励一朵小红花，让我
成就感满满。

有了这台“熊猫博士”作业机，写作业如同在
知识花园中漫步，处处藏着惊喜。但我深知，不能
一味依赖它，而要借它的引导学会独立思考。它
是我形影不离的挚友，以奇妙之法为学习添满欢
乐，伴我在知识的星河中自在遨游，探寻未知的精
彩，对学习的热爱也在心底悄悄扎根、生长！

指导老师 黄珊湖

我的熊猫博士作业机

尤海涛（晋江内坑怀斧小学五年1班）

他离开了，我的世界仿佛缺了一块重要的拼
图。他就是我的爸爸。因为工作，他去了很远很
远的地方，远得我都不知道到底在哪里。自从他
没在家后，家里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没有了他
那爽朗的笑声，没有了他温暖的拥抱，我一切都变
得很不习惯。

每天晚上，我都会望着窗外发呆，想念着远方
的爸爸。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没有笑声的客厅，
我就会想起他陪我一起做作业时耐心的样子，想
起他在我生病时悉心照顾我的样子。那些记忆就
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不断放映，每一个画面都
充满了爱。

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听到了那
熟悉的开门声，他回来了！我像一只欢快的小鹿
一样冲向门口，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他身上熟
悉的味道让我感到无比安心，可我抬起头看到他
那满是失意的脸，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他
轻轻抚摸着我的头，问我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话。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
子。他的回来，就像黑暗中突然出现光明的那种
温馨的感觉又回来了。我知道有他在，我的生活
就会充满无尽的快乐与温暖。

指导老师 尤月英

他回来了张馨雨（晋江安海龙山小学三年2班）
指导老师 黄绣蓉

陈雅琳（晋江安海庄头小学五年1班）指导老师 陈金禀

颜语菲（晋江市养正中心小学四年2班）

练誉博（晋江安海西隅小学三年2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