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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区委书
记朱莉莉视
察我校建乐
校区。

3 月 1
日，我校开
展“有思考，
有坚持，就
会有收获”
教育论文写
作 培 训 活
动。

3 月 10
日，我校教
育集团召开
行 政 工 作
会。

3 月 12
日，我校开
展“‘植’此
青 绿 播 种
明天”主题
实践活动。

3 月 ，
我校三个校
区陆续开展

“展自信风
貌 亮少年
风采”才艺
达 人 秀 活
动。

记省基础教育内涵建设项目成果汇报暨
全区小学第五次“1+N”特色校本课程建设现场推进会

推开小厨房的门，映入眼
帘的是宽敞明亮、环境整洁的
小厨房。同学们都很好奇，这
儿看看，那儿转转，都说“麻雀
虽小脏俱全”。是呀，小厨房
规模不大，但空调、锅具、围裙
……这些设备应有尽有。我
们内心充满了期待！

（孙瑾萱）

同学们拿出各自带来的
面团，白的、红的、黄的、紫的
……色彩丰富，无比诱人。不
一会儿，面团就在我们手中变
成了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馒

头，有的像小老鼠，有的像小兔
子，有的像大西瓜……同学们
把做好的馒头小心翼翼地放进
锅里蒸。漫长的等待，急得大
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曹轩烨）

看着那白蒙蒙的烟气，香
喷喷的包子终于蒸好了。你拿
一个，我拿一个，再迫不及待咬
上一大口。“哇，好烫啊!好烫
啊!”有人叫着，直伸舌头。我
也咬了一口，果然很烫，红豆的
味道流入了我的口中，滑进了
我的喉咙，粘到了我牙齿上。
红豆的香味渐渐散发开来，酸
酸甜甜的，软软绵绵的。香味
儿不断从我们的嘴中飘出来，
瞬间又流入心田中。（候心蕊）

大约过了20分钟，白花花
的馒头变“胖”了，而且还闻到
了阵阵香味。终于出锅了，一
些不怕烫的男生急吼吼地拿起

一个就往嘴里塞，结果被烫得
龇牙咧嘴，我们被逗得哈哈大
笑，肚子也笑疼了。吃着自己
做出来的劳动成果，感觉就是
一个字——香！ （施涵文）

同学们收拾好东西，意犹
未尽地离开了小厨房。我们
的指尖仍散发着面粉的清香，
真想再做一回馒头啊！包子
的美味，唇齿留香，真想再品
尝一个呀！每个同学的脸上
红扑扑的，都洋溢着甜甜的笑
容。他们边走边兴致勃勃地
谈论着做馒头时的趣事——

“我做的馒头虽然模样有点
丑，但味道好极了！”“我刚在
其它小组吃到一个，真不错，
哈哈！”“这是我第一次做青团
呢，原来这么简单呀！”

（祝士宸）

本着落实、落细的原则，我校
以梯级“劳动清单”为引领，扎实
推进劳动教育。3月9日，四（12）
班的孩子们在班主任毛矛老师的
带领下进入工作坊，那一刻就像
进入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在家长
的指导下，他们参与了和面、揉
面、制作馒头的各个环节，虽然动
作生疏，但做得有模有样。

孩子们一边观察一边问着各
种各样的问题，生怕比别人少学

了本领，小小的好奇心彰显着大
大的求知欲！在老师的亲自示范
下，他们开始了奇妙的创作，有的
尝试包包子，有的尝试包青团，还
有的发挥想象，创造各式各样新
奇的馒头 ......

馒头蒸好了！孩子们露出开
心的笑容，纷纷和小伙伴们分享
自己的成果，对自己的作品都很
骄傲、很自豪。活动简单，收获满
满！听，他们说！

2月 27日下午，省基础教育
内涵建设项目成果汇报暨全区小
学第五次“1+N”特色校本课程建
设现场推进会在我校新校区举
行，由区教育局初教科申报并组
织实施的省内涵建设项目《县域
小学“1+N”特色校本课程体系的
构建与实施》一并接受了省级终
期验收。

活动现场，15所学校进行的
大规模室外展示，19所学校以“集
市”形式展示了小型课程。我校
展示了6个课程集市，包括新校区
的茶香琴韵、纸语视界、古韵悠然

主题阅读对课，老校区“厨乐坊”
课程，建乐校区“彩之韵·包”课
程和“‘鼓’动童年”课程。

与会嘉宾还走进教室，观摩
了我校部分特色校本课程的教
学活动，绘画、书法、3D打印、纸
艺、机器人、木工坊、电子拼搭
……这些课程呈现了我校校本
课程具体实施的课堂生态，在内
容上远离学科、贴近生活，更加
突出德育、体育、艺术教育、科创
教育、劳动实践教育，有特色、多
精品。

我校秉承“崇文尚德 和实

生道”之校训，着力打造能满足
学生未来发展需求的校本课程
体系，在开齐开足国家和地方课
程的基础上，先后开设 200多个
校本课程，让每个孩子能开发自
己的爱好特长，发现潜能、绽放
成长。不仅仅提升学生的技艺，
更注重对学个性发展的启蒙、生
命激情的启发。让学生在菜单
式选课、走班式上课的过程中建
立自主意识，在不断尝试、在选
择中学会担当，涵养自我、绽放
自我。

指尖上的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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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非遗】
《慵懒的小猫》制作说明

2006年，扬州雕版印刷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很多人脑海里的扬州是
烟花三月所观的如花美景。
其实，扬州还是中国雕版印刷
术的发源地，是中国国内唯一
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工艺

的城市。
据记载，扬州雕版印刷技艺

始创于唐代，清代得到空前发
展，康熙年间刊印了包括《全唐
诗》在内的内府书籍三千余卷。

雕版印刷是最早在中国出
现的印刷形式，凝聚了中国造纸
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
种传统工艺，为后来的活字印刷
术奠定了基础，是世界现代印刷
术的技术源头。

扬州雕版印刷的工具，从

1300多年前诞生开始，一直到
现在都没有更换过，制作过程保
持着全手工制作的流程。比如
雕刻所用板材，必须是纤维细密
的野生梨木或枣木，经沤泡、晾
干、涂油的工序，以利雕刻；刻字
的刀法多达数百种，撇如刀、捺
如锹，变化万千；墨以松烟为料，
秘方配制，故能清香四溢，永不
褪色。整套技艺绝技连连，全凭
手上功夫。一些经典技艺令现
代印刷技术也无法仿效。

▶ 扬州雕版印刷

雕版绝 印刷绝 装帧绝

▶ 知识问答

◎问题一：为什么要
将雕版印刷博物馆设立
在扬州呢？

答：因为扬州仍然存
在一个机构，保存了一整
套古代雕版印刷工艺流

程，这就是广陵古籍
刻印社。

◎问题二：木制
雕刻一般多久可以完成
一块呢？

答：这个其实说不太
确定,因为每块板刻的时
间是根据上面内容的多
少决定的。那平均每天

老师们能刻 50-60整字，
一页书平均 300多字，所
以大概一周一页书，而且
复杂图的版刻时间会更
长, 有的一张图就要花上
半年时间。

◎问题三：雕版印刷
最鼎盛的标志是什么呀？

答：中国雕版印刷技
艺“肇始于隋，行于唐世，
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盛
于明清”，清代雕版印刷
发展极盛，其中以扬州最
为出名，标志性作品就要
属《全唐诗》了：康熙四十
四年（公元 1705年），《红
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
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诗》，
此为扬州历史上规模最
大、质量最高的一次图书
刊刻活动。

【纸言纸语】

【
纸
艺
学
坊
】

【缤纷纸艺】

三年级纸艺社团全体成员

六
年
级
4
班

焦
欣
悦

六年级5班 蔡雅露 六年级7班 袁荃 六年级13班 朱韵 六年级7班 刘思涵

三
年
级
5
班

刘
芫
婧

六
年
级
4
班

戚
明
萱

六
年
级
4
班

朱
梓
萱

六
年
级
6
班

张
雨
桐

一张张轻飘飘的纸，
根据纸的不同特性，经过
巧手雕刻、塑造，情思的浸
润、沉淀，犹如万花筒般为
我们呈现一个个奇特的世
界。

喵……一只慵懒的小猫伸
着懒腰。瞧，它妖娆的动作，翘
起的尾巴，漂亮的“花衣裳”。
看，我制作的猫可爱吧！但，你
知道吗？这可是用废旧纸张和
其他综合材料制作出来的呦！

第一，先用铅丝做出小猫伸
懒腰的动态线及大体框架，然后
将废旧纸张通过揉、绞和捏的方
法附着在铅丝上，做出小猫的体
积感和身体的各个部位。第二，

用超轻黏土薄
薄的包裹住整
只小猫，同时
捏出猫鼻子，
猫腿部的肌肉
和猫爪等需要
凸起的部分。
第四，用白乳
胶在小猫的全

身铺上纸巾，这样白乳胶干后，
既能起到很好的定型作用，还能
体现出纸张的肌理感，并为后期
上色起到固色的作用。第五，等
白乳胶晾干了，就可以涂上你喜
爱的颜色。这样只需五个步骤，
一只可爱的小猫就呈现出来啦！

其实，用上面的方法还能制
作出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小朋
友 ，你 也 来 试 试 吧 ！

（纸艺社团辅导教师：张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