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指在石头印章上游走，随着刻刀细细凿，其上用铅笔描摹
的纹样便在一方石面上舒展开来……

日前，漳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了“张灯结彩迎新年·齐
心协力谱新篇”2023年春节系列活动暨“把爱带回家”2023年寒
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来自全市15组家庭亲子以刻刀作笔、石头当纸，学习篆刻技
巧，在指印大小的方寸间向下雕刻凹陷的图案，在指尖感受篆刻
文化。

活动开始前，篆刻老师为孩子们
教授了构图技巧，刻、切、铲、凿、划等
篆刻刀的使用方法。于是，大家便在
薄纸上构画自己的雕刻内容，一点一
点进行篆刻。

第一次尝试篆刻的赵德群和孩子
在石面上写上了“平安大吉”的字样，但用刻刀开凿时却怎么也不
顺手，“石头质地偏硬，必须用刻刀一点点推进，一点儿也急不
得。”一边瞪圆眼睛认真看的8岁小女儿跃跃欲试，但凿了几下就
不停甩动手腕，“手太酸了，休息一下……”

经过近两个小时通力协作，印章上的字迹虽然深浅不一、
歪歪扭扭，但小女儿却非常得意地拿给老师“点评”。赵德群
说：“通过这次有趣的亲子活动，不仅让孩子了解了篆刻文化，
还亲身体验了制作过程。孩子和家长一起享受学习的喜悦，

提高了孩子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享受寒假
的快乐生活。”

不只孩子，家长也玩得不亦乐乎。“当看到自己
动手刻出的印章渐渐成型，有一种强烈的成就感。”
家长农晓丹说。孩子拿着和爸爸妈妈一起雕刻的印
章在白纸上盖印，开心得手舞足蹈：“好好看！好好
玩！”家长更是说不出的开心。

“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与传统节日相结合，让家
长和小朋友在合作动手间感受浓浓的年味，品味满
满的亲情。”一看到这个活动的报名信息，农晓丹立
刻来报名。她认为，活动让家长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陪伴孩子体验了妙趣横生的寒假生活，也是孩子与
家庭、社会亲密互动的好时机。让家长和孩子在轻
松快乐的活动中增长知识，增进亲子关系，学习优秀
传统文化。

此外，活动现场还邀请了五位书法爱好者义写
春联送祝福。五位志愿者挥笔书写春联和满载好运
的“福”字，并把它们送到前来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孩
子手中，送去了兔年新春的美好祝福。

⊙本报记者 陈慧慧

亲子活动 雕刻时光

“下雪之前月隐梢”“独具匠心岩石开”
“只身日落时，用心空山里”……寒假里，闽
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二年（10）班的叶家瑞
在家里饶有兴致地猜着学校公众号发布的
新一期灯谜。每猜出一题，都成就感满
满。遇到困难时，就叫上家里的大人一起
破解谜题。巧用离合法、会意法、拆字法
等，在享受猜谜乐趣的同时，迸发智慧的火
花、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这份有趣的寒
假作业，就来自闽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
香樟灯谜工作室。

猜灯谜一直以来都是春节的“保留节
目”，基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及
传承和发展灯谜艺术的迫切需要，闽南师
范大学附属小学于 2021年 4月成立了“香
樟灯谜工作室”。工作室旨在发展灯谜文
化、让更多的老师、学生和家长了解灯谜这
一富有民族风格的传统民俗活动，丰富学
生的第二课堂生活，也给校内外灯谜爱好
者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香樟灯谜工
作室的老师与“君之心”灯谜创始者林俊彬
老师聚力合作，以传统佳节和重大节日为
契机，以落实“双减”为目的，每两周推出一
期线上灯谜主题竞猜活动。

“针对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香樟灯谜
工作室推出了以‘喜迎新春佳节，谱写美好
篇章’为主题的线上灯谜竞猜活动。”闽南
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王淑芬介绍，活动
结合线上灯谜主题竞猜，普及灯谜文化知
识，讲解传统灯谜猜射方法，让孩子在寒假
里也能通过趣味猜谜，进一步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王淑芬表示，工作室后续还将推
出《非遗灯谜文化进课堂之个十百千万行
动》，立足一个非遗灯谜文化原创活动，渗
透十余门小学课程教学，力求实现“以文化
铸灯谜，以灯谜播文化”的良好效果。

⊙本报记者 邹美玲

“云上”射虎
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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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儿年味儿””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寒假总是充满着浓浓的年

味。年味，是红彤彤的春联，是年夜饭的香味，是家人

团聚时的幸福，是打开压岁钱的憧憬与兴奋……

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凝聚着华夏人民最质朴的生命追求

和情感寄托。如何让孩子们在寒假里更好地感受中

国传统节日文化？漳州的学校和老师们费了些心思，

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年味十足的寒假作业。

中国传统文化里少不了有“福”。“福、
禄、寿、喜、财、吉”，“福”乃六大吉祥之首。
自古以来，“福”就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既是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
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追求。讲述中国传统
文化，必做好“福”这门功课。

为加强师生关注“福”文化、参与“福”
文化、乐享“福”文化、发展“福”文化，营造
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漳州市芗城实验小
学少先队开展了《暖春·寻福》“福”文化寒
假实践系列活动。活动通过拍“福”、做

“福”、写“福”、剪“福”、说“福”，让同学们
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进一步感受

“福”文化的魅力与内涵。其中，拍“福”即
寻找生活中带有“福”的物品，让孩子们在
身边寻找“福气”，并从中感受中国传统新
年的浓浓年味儿；做“福”即围绕“福”文化
原色制作精美的手工作品，例如利用超轻
粘土进行“福”字手工制作，或制作精致的

“福”主题花灯；写“福”即以红纸为底、黑
墨为字，书写“福”字或与“福”字有关的对
联；剪“福”即利用传统剪纸呈现“福”字，
演绎“福”文化内涵，把祝福和期盼融入窗
花中；说“福”即拿着自己做的“福”作品，
说一段“福”的故事或事带“福”字的新年
祝福语。

漳州市芗城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
导员郭琪瑶介绍，《暖春·寻福》“福”文化
寒假实践系列活动推出后，深受小朋友
和家长的喜爱。活动形式多样，小朋友
可以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式，自选 1至
3 个作品提交。在拍“福”、做“福”、写

“福”、剪“福”、说“福”的过程中，孩子们
更能细心观察到身边的“福”，并由此去探
寻中国的“福”文化。目前，学校已经收到
学生们踊跃提交的“福”味作品，并制成精
美视频。活动在丰富同学们寒假生活的
同时，也有助于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的

“福”文化。

⊙本报记者 邹美玲

花式作业
解锁“福”文化

和家人罗列年货清单并购买年货、计
算开支；采访家人和朋友，记录整理他们
的新年愿望，简要写出采访感受；记录每
一笔压岁钱的来源和金额，规划如何使用
压岁钱；用英文制作家庭介绍海报及新年
贺卡；向长辈们学一个他们小时候玩过的
传统游戏，开学后介绍给同学们，一起玩
一玩……这份创意作业清单来自漳州市
巷口中心小学。

据介绍，为积极落实“双减”政策及“五
项管理”工作，丰富学生的寒假生活，培养
学生良好的假期生活习惯、学习习惯，该校
特拟定学生寒假实践作业方案，指导学生

“不负好时光，创意过寒假”。该校此次推
出的寒假实践作业清单涵盖各学科，包括
语文、数学、英语、科学、体育、音乐、美术、
道德与法治、信息等。该校从学科特色入
手，既考虑假期学生学习的延续性，又做到
不增加学生负担，注重作业实践性、创新
性、层次性，学生根据所处年级和实践水
平，有选择性地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项目，
让自己的寒假生活充实、丰盈。

漳州市巷口中心小学教导主任戴丹梅
介绍，在此次各学科实践作业清单中，学校
特别引入了中华传统文化内容，结合过大
年这一契机，在各学科实践作业中引导学
生收集春联、创作新春祝福语、了解拜
年习俗和压岁钱的来历、读生肖故
事、了解“年”“钱”“福”字的起
源和演变、学习剪纸等，让
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感受浓
浓的年味，感受中华传
统文化的永恒魅力。

⊙本报记者
邹美玲

创意寒假作业
“年味足”

记 者 手 记

年味，是烙刻着春节文化的记忆基因。年俗，是承载着民族精神
的文化遗产。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蕴藏着丰富的传
统文化。

与暑假不同，寒假因有春节，独有一份浓浓的年味儿。寒假是
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契机，也是传承民俗文化的好时机。如何
让年味儿飘进寒假作业，让寒假作业能关注年俗，并由此探寻年俗
背后的中国文化，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参与岁末扫洒除尘、列一份年货清单、剪一个“福”、写一副春联、
读生肖故事、猜趣味灯谜……这些独具创意且年味十足的寒假作
业，不仅充满节日生活的烟火气，也氤氲着传统文化的气息。一
份有年味儿的寒假作业，有利于引导孩子关注生活细节，探寻节
日背后的中国文化，使孩子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启迪，从小把文化
的种子植入心底。一份关注年俗的寒假作业，有利于引导孩子树
立正确的学习观、生活观，使他们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
为中国非遗文化的民间“小传人”。

文化传承，从娃娃抓起。学校和老师对寒假作业进行
创新和落地，将文化熏陶揉进孩子们的寒假生活点滴，体
现培育人才之用心。漳州的学校和老师，精心设计出
一份份有趣且有年味儿的寒假作业，让人看到教育形
式更灵活，也让人看到文化传承的希望和生机。

⊙本报记者 邹美玲

巧用年味作业
传承春节文化

“买手机是为
了孩子方便学习，上

网课之类，可是一到寒
假就控制不住了，孩子总是

偷偷使用手机，不让他玩还跑去
同学家玩电脑。是真的很苦恼啊。”芗

城的王先生对儿子假期沉迷于电子产品的情况表示
很无奈。
寒假期间，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多。家长看着孩子使

用电子产品，不说忍不住，说多了人麻木，还容易引发争吵，伤害到
亲子关系。因此怎么让孩子在假期正确使用电子产品，就成了广大家长

一大心头难题。为此记者采访了部分漳州家庭，听听他们有什么妙招，也采访
了几位老师，也让老师们给饱受此问题困扰的家庭出谋划策。

“每天就是洗澡之后可以玩一个小时手机或者电脑，可不可以自觉做到？”在寒假
一开始，周先生就开始和儿子约法三章，特别是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周先生有时更
是会掐着表来计时。周先生表示，这几年孩子的学习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电子产品，电
子产品又很容易上瘾，因此在假期他对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都会进行规定。

“有时候我还会用闹钟来提醒自己。”周先生笑着说道。
除了合理安排时间以外，找到不同的兴趣爱好，让孩子将注意力从电子产品转移

到其他地方，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早上跟妈妈去游泳池冬泳，下午自己去书店看
书，晚上回到家还要完成寒假的每日作业，这样一天的安排下来，还在上小学五年级
的小杰感觉自己并没有其他时间去接触手机电脑之类的电子产品了。

“习惯要从小抓起，父母陪伴也很重要，像游泳羽毛球之类的兴趣爱好，以及下午
去书店看书的习惯，都是三年级左右就开始的，在书店我都是跟他一起看书，自己也
不看手机。”小杰的母亲笑着告诉记者。

芗城实验小学的郭琪瑶老师说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是要跟孩子制定好规则，
我们知道用电子产品有很多弊端，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手机和电脑上也是有很多
益智类的内容，如一些好的学习App、科普类的纪录片等等，使用得当对孩子大有
裨益，所以我们要把电子产品好的一面利用起来，跟孩子一起制定使用电子产品的
规则，如每天使用多长时间，在手机、电脑上观看什么内容等，通过制定规则培养孩
子使用电子产品的良好习惯，就不用再担心孩子被不良电子产品控制了。第二是
培养兴趣转移注意力，给孩子找点事做，当孩子有了自己的兴趣并有机会发挥，孩
子怎么还会整天抱着手机不撒手呢？”
此外，郭琪瑶老师还认为家长的示范作
用很重要，父母要以身作则，在孩子面
前要控制自己玩手机的频率。

闽南师大附中心理健康发展中心林
惠彬老师觉得，家长要重视孩子的正常
心理需求，在现实生活中适当满足，就能
减少孩子在网络世界里的沉迷，家长不
是要跟孩子斗智斗勇，而是要亲子合力
统一战线，帮助孩子去跟电子产品“和
解”。“研究发现，无聊放松，刺激暴露和
消极情绪是较易引发个体使用电子产
品的诱惑情境。所以家长要帮助孩子
发现手机使用的诱惑情境，和孩子聊一
聊，无聊放松或者心情不好时，做什么可
以替代玩手机？在学习做作业时不要把
手机放在面前，避免刺激暴露。”林惠彬
老师解释道。⊙本报记者 刘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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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进行印章篆刻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摄

寒假作业里寒假作业里的的

孩子在假期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增加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古城文化圩古城文化圩
日日，，家长带着孩子赏家长带着孩子赏
非遗木偶表演非遗木偶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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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师大附闽南师大附
小的张语轩小的张语轩参与学
校公众号发布的新
一期灯谜竞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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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城实小的
黄博阳正在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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