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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红色传人

有趣的科技馆

上周，我们学校举行了“红色小长征”徒步越野活
动。

背上水杯，我们出发了。一路上，欢声笑语，或引
吭高歌，或畅玩游戏，很快就到了目的地——鲁艺革
命旧址。

在鲁艺革命旧址，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大家纷纷走
进展区，讲解员阿姨带领我们依次参观并为我们讲解。
同学们一边认真倾听讲解，一边细致观察，还有很多同
学带着好奇询问一件件文物背后的故事，讲解员阿姨很
耐心地为我们讲解，还依次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在这里，我了解了很多红色历史，如《白毛女》《南
泥湾》《黄河大合唱》等歌曲的创作背景。我也很佩
服，延安时期先辈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创作
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

这次活动虽然很累，但是却收获满满。在今后的
学习和生活中，我一定以先辈们为榜样，不怕苦，不怕
累，勇往直前，争做红色传人。

（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东关小学校区六年级
六班 刘伊依 指导老师 任佳丽）

周末，天空下着小雨，没办法到室外活动了。于
是，我们班一些热爱科学的同学就相约到科技馆玩。

到了科技馆，我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一进大
门，一个巨大的恐龙模型呈现在眼前，栩栩如生，惊得
我目瞪口呆。绕着它转了一圈，我感觉到自己真是太
渺小了。

放眼望去，科技馆里好玩的可真多啊！有方形的
自行车、模拟建筑工地、模拟地震逃生、建防震房子、
水上乐园等，其中最让我难忘的就是模拟建防震房。

模拟建房与众不同，同学们都很感兴趣，玩得不
亦乐乎。首先，同学们分成了两组展开搭房竞赛，两
组自行商量怎么搭房子才能更加牢固，然后开启地震
模式看看谁的房子先倒塌。我和组里同学商量，认为
地基牢固才能抗震。于是，我们用砖头模拟加大地基
深度和宽度，然后向上建，上面搭起来也要注意平整，
在我们合作搭了半个小时左右后，房子搭建成功了。
随后，对方的房子也很快搭建成功了。

接下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我们要测试房
子是否牢固啦！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按下地震等级
比较低的按钮，我们两个组的房子都只是轻微地摇晃
了一下。大家都很好奇，如果地震等级加强了，我们
的房子还能屹立不倒吗？我们又按下了高等级地震
按钮，只听“轰隆”一声，对方的房子倒下了，而我们的
房子安然无恙！

“我们胜利了！”我们组的人顿时抱作一团，欢呼
起来。

对方小组很想知道我们建房的秘诀，我悄悄地分
享了我们的经验，看着他们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开心
极了。

这次到科技馆玩，我觉得自己收获非常大，不仅
增长了很多科学知识，还开阔了眼界，真是太有趣了！

（延安实验小学四年级十一班 马艺洋 指导老
师 李彩艳）

乡村学校少年宫是放飞孩子多彩梦
想的乐园，是孩子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的
平台。近年来，子长市栾家坪中心小学
不断加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有效填
补了农村孩子课外教育管理的短板，更
好地实现“以乐促智、以技促能、以德育
人”的目标。

近日，记者走进子长市栾家坪中心
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各项活动正在
有序开展。书法室里，孩子们挥毫泼墨；
美术室里，孩子们用五彩画笔描绘缤纷
世界；音乐舞蹈室，孩子们欢歌曼舞，这
里已成为孩子们展示特长、培养兴趣的
重要基地。

“这里专业的老师给予了我极大的
帮助，他们用扎实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耐心教导我们，无论是基本乐理知识还
是演唱技巧都让我受益匪浅。”学生薛佳
依高兴地说。

据了解，子长市栾家坪中心小学乡
村学校少年宫目前拥有 10个特色社团

和 17个学科社团，特长兼职教师 25名，
涵盖了艺术、体育、科技等多个领域，为
孩子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和发展空间。

2018年，学校投资 8万多元打造了
专用剪纸传习所，占地100平方米，特聘
子长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陕北剪纸
艺人方洁为辅导员，成为子长市第一家
非遗进校园的学校。同学们的学习从开
始简单的花鸟图案逐渐过渡到大型系列
剪纸，一些作品还多次入选省市剪纸作
品展览。

该校剪纸老师方洁表示，通过在剪
纸传习所学习，希望孩子们从小传承发
扬优秀传统文化，为非遗文化的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多年来，栾家坪中心小学秉持“让每
一个生命绽放光彩”的理念，以乡村学校
少年宫为依托，积极开展多元化的社团
活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让乡村孩子在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中得到全面发展。

“下一步，我们计划增加更多科技类

项目，如机器人编程等，让孩子们接触到
前沿科技知识，并引进更多专业人才，持
续加强与外界的合作交流，共同点亮孩

子们的多彩童年。”栾家坪中心小学校长王
亚慧说。

（通讯员 段梁梁 陈延鹏 记者 李欢）

悠悠传唱的陕北民歌，勾起了一
代代陕北人民的黄土魂，代代相传的
黄土魂传承了一首首沁人心脾的陕北
民歌。当活动开始的一刹那，我便想
起了我所熟悉的婆婆——贾艳霞，她
热爱陕北文化，快手账号拥有10万粉
丝呢！

可是访谈的内容着实让我犯了难，
在苦思冥想一番后，我还是需要和小组成
员一起讨论决定。人们常说，众人拾柴火

焰高。通过活动，我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其
内涵。这不，我们讨论时，每个人都提出自
己的建议，以及可行的办法，很快，我就豁然
开朗。大家还只是第一次交流，我就深深地
被团结协作的力量震撼到了。

最终我们决定一起到婆婆家，进行
实地访谈，但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婆婆对
此展现出了莫大的兴趣。当我踏入婆婆
家门，婆婆满脸笑意地迎接我们。在采
访时，面对很多问题，婆婆都讲得绘声绘

色。我还发现实地访谈时，很多问题都
是有感而发的，但是婆婆都信手拈来，说
得我们不由叫好。录制婆婆的视频的时
候，我握手机的手都激动得不稳了……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一份“新鲜出
炉”的访谈成为我们组最好的答卷。分享
汇报的那天，婆婆的一首《南泥湾》响彻教
室的每一个角落，也唱响了腾讯会议整个
直播间，大家纷纷点赞，还有的表示再来
一首，那只能去婆婆的直播间听了。

汇报完，同学们向我们组致以最热
烈的掌声，最终我们小组被评选为实验
星光奖，我们别提有多开心了。

回想这次活动，其他组也有很多值
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期待着下一次活动
早点到来，我一定要学习其他组的优点，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把我们小组的作品
做得更加出彩。

（延安市实验中学高一七班 刘雪
宇 指导老师 马力）

我为家乡来代言

乡村少年宫 放飞少年梦

家乡是我们生命的根，家乡文化
是每个人精神生活的重要依托。为了
增强学生对家乡的认识，激发学生参
与家乡文化的兴趣，让每一名学生都
努力成长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的有为
青年，近日，延安市实验中学高一年级
以教材为导向，整合社会资源，围绕

“家乡文化生活”开展了“魅力家乡 多
彩文化”项目实践活动。

活动中，老师引导学生深入广泛
了解家乡文化，通过拍摄宣传片、开展

讲座、进行人物访谈、写风物志等方式宣
传家乡，同学们积极响应，自主组合后，
大家开始分工协作。有的走进延安革命
纪念馆拍摄，有的采访身边榜样，有的负
责撰写总结文稿……

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上周，同学们
以小组为单位，最后通过网络直播对实践
成果进行了展示。其中，刘柏毅小组以微
讲座的形式推介家乡延安，讲座从独特的
地理环境、深厚的红色历史、多样的特产
美食、丰富的习俗文化以及如今的变化五

方面，对延安进行全面的介绍，让更多的
人因了解而爱上延安这座城市；延梦瑶小
组精心制作了宣传片，宣传片从延安的红
色革命文化、生态文化、风景名胜和美食
文化四个角度展现了延安本土的文化特
色；张轩雨、刘雨琪小组以微讲座形式展
示相关成果，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家乡子长
的特色美食——子长煎饼，微讲座从子长
煎饼的起源、制作、种类、文化四个方面进
行了介绍，带大家感受陕北地域的特色美
食，品味陕北风土人情……

活动中，除该校师生和家长外，还有
很多社会人士也纷纷进入直播间，在线人
数近1000人，大家纷纷为同学们的精彩
演示点赞、评论：“一定要好好珍惜现在的
生活”“为孩子们点赞，为家乡喝彩！”……

“希望通过活动，孩子们能多思考家
乡文化生活与自我成长的关系，形成关
注和参与当代文化生活的意识，在实践
中增强孩子们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培
育家国情怀。”该活动的负责人李海燕
说。 （记者 樊江江）

延安是中国革命根据地，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了 13个
春秋。回首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多
少动人的故事，仍然会让我热血沸腾，
于是，我们小组决定聚焦“红色文化”
主题，拍摄宣传片。

经过小组讨论，我被分去拍摄延
安革命纪念馆的部分内容。拍摄那天
正好是十月一日，延安到处飘动着中
国红。太阳初升，我便走过了红旗飘

扬的彩虹桥，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广
场。阳光下，毛主席的塑像矗立在正中
央，宏伟严肃，让人不由生出庄严而崇敬
的感觉。

刚走进纪念馆内，就看到许多游客
正手握红旗与馆内雕塑合影，每个人的
脸上都带着敬意。走进展厅，旅客们有
的聆听着导游讲解，有的仔细观看墙上
的照片，有的瞻仰艰苦岁月里留下来的
物品。

向展厅深处走去，我看到几个中年
人推着一把轮椅，上面坐着一位身着旧
军装，胸前挂着好几枚奖章的老人。当
我经过他的身边时，发现一滴泪悄悄地
从老人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滚落，我的心
猛然一震……是啊！我也曾多少次被电
视剧和纪录片里的很多画面感动，更何
况，老人可能亲身经历过，这滴泪，深深
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回头看那些陈列
柜中的物品，似乎放射出了更加闪耀的

光芒。
展厅内外，我还遇到很多家长带

着孩子，讲述着那些艰难却光辉的岁
月……

学校的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
是，这些“红色文化”将激励着我们一
代又一代的青年继续努力向前，永不
退缩。

（延安市实验中学高一一班 呼子
琪 指导老师 李海燕）

国庆假期前夕，老师给我们布置
了别出心裁的作业——“魅力家乡 多
彩文化”项目实践活动。同学们个个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们几个来自甘
泉的同学组合成一组，计划通过微讲
座的形式介绍家乡美景。

驱车前往，打开汽车的顶，任凭秋
风冲入我们的怀抱。指间风过如流
水，望向远方，曲径通向幽处，初日照
着高林。

北方的秋就是这样，它如一个懂
事又顽皮的孩子，当你待在家时，它

早早送来寒冷；当你想出去走走，它就
让太阳照出最美的颜色。不必说门口
高档的酒店，也不必说乐趣繁多的空中
吊桥，单是甘泉人的热情开朗，就让我
们对这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早间的
雾气并未消散，飞梭般的阳光寻觅着叶
片间的缝隙穿梭而下，垂下的一道道神
话般的丁达尔效应，让林中的古亭长廊
显得更加幽远而古老，宛如仙境，让人
向往。一滴晨露落在枯叶上，在无数的
光影中砸出万道金光。每当阳光翻动
每个金黄叶片之际，就是崂山秋色的最

美之时，我们快速地按动手中的相机，
拍下了这大自然赠予的“礼物”，为讲座
的文稿制作做准备。

拥入山的怀抱，笑声欢快地穿过公
园的每一寸土，每一方地。在纷闹间寻
一处幽静何其容易，如史铁生所说，在这
喧嚣的城市中，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就像
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崂山森林公园就是
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不管你是否失魂
落魄，只要你靠近，它就会以绵长的山脊
和幽远的沟谷包容你，在抚平你内心的
同时，不觉间给你报以美的震撼。

日上梢头，我与大山挥手道别，关上
窗，打开电脑，书尽我与崂山的“不解之
缘”，文思如泉水般涌动，一张张照片也
像是在脑海中排好了队形，只等我把它
们放进PPT里。

汇报时，我们组的讲座受到了老师同
学们的一致好评。这次活动给我最大的
收获是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的家乡。我也
希望有更多的游客能来延安看宝塔山，来
甘泉游崂山森林公园、甘泉大峡谷……

（延安市实验中学高一三班 杜宇
博 指导老师 张婧）

那天，我们就要去参加“红色小长征”徒步越野活
动。

升旗仪式一结束，我们就迫不及待跟着老师的步
伐出发了。开始，我还满怀激情，可是快走到罗家坪
时，我就累得气喘吁吁，于是，我赶紧打开水杯喝水。
转头一看，我发现很多同学们依旧坚持着，忽然想到
老师讲的长征的故事，就立刻振作了起来，继续努力
前进。

我发现，人的潜力真的是无限的。在我的努力坚
持下，我不仅战胜了自己，还和同学们一起到达了目
的地。

在旧址，我仔细聆听了老师的讲解，进一步了解
了很多故事，心里感慨颇多。我为自己长在延安而自
豪，更佩服先辈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创作出那么
多优秀的作品。

想想，我们现在不仅能吃饱、穿暖，背后还有爷爷
奶奶爸爸妈妈等帮助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学习！

（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东关小学校区六年级二
班 董翔萌 指导老师 马乐）

我战胜了自己

众人拾柴火焰高

一座崂山半部秋

遇见那一滴泪

成长助力

●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采访游客

● 学生们观看展区文物

● 了解家乡美食

● 介绍自己的作品● 观看实践成果

●
少
年
宫
的
剪
纸
课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