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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在运动场上战胜自我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找到真正喜欢且擅长的事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在哪摔倒就在哪爬起来

“我们社区亲子活动可热闹了！”
近日，随郑老师的一声号令下，小伙
伴们纷纷用自己的竹节人跟对手PK
了起来。“我的对手是小蔡，不要小瞧
他的竹节人，虽然小，但行动灵活。”
陈冰垚说，“只见他带着他的竹节人
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冲到我的竹节人跟前，一招‘神
龙摆尾’，打得我措手不及，我的竹节
人几乎瘫痪在了桌子上，头差点碰到
桌面。还好我在下面使劲一拉，我的
竹节人又立马站了起来。还没站稳，趁
我不注意又冲了过来，我连忙操纵竹节
人，将两手的线一紧一松，竹节人手上
的棒子就恰好打到了小蔡的竹节人的
头上，此时此刻我得意洋洋，而小蔡则
是躲躲闪闪。不一会儿，他调整了姿
态，快马加鞭又重新带着竹节人冲了过
来，我被他的举动吓坏了。小蔡用力过
猛冲劲太大，看见我的竹节人趴下了，
来不及刹车，一冲就冲下了桌子，于是
我大呼胜利。”

教孩子们制作竹节人的老师是
龙文区蓝田街道中骏社区的郑庆
松。他是一位学生家长，平时喜欢
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生活中的用品，
屡屡收获邻居们的好评和点赞。为
了丰富社区孩子们的假期生活，郑
庆松提前为社区的孩子们准备了制
作竹节人所需的竹子和绳子等物
品。活动当天，郑老师先为同学和
家长们讲解竹节人的制作方法。陈

梓悦同学认真听完讲解后，按照老
师的方法把四肢和头部用绳子连接
起来，她认为，最难的是通过调整线
的长度，改变竹节人的姿势和动作。

蔡昊明是市二实小迎宾分校二
年级学生，他和陈冰垚等几位小伙
伴也分享了竹节人的制作。“根据竹
节的粗细，先安排好臂膀和四肢，用
一根长长的线穿过纽扣（这是竹节
人的脚），穿过腿、身体和手臂，可以
再找一根铅丝，绑在竹节人的‘手’
上，用来做武器，这样一来，可爱生
动的竹节人就做好了。”陈梓悦告诉
记者，她和小伙伴还在竹节人的手
上系上了一根小棍，这样就更加生
动有趣了。可她们不想让竹节人对
打，而是让它们面对面站着，像在进
行一场对话。

蔡昊明的妈妈林女士告诉记
者，虽然自己是一位“80 后”宝妈，
小时候也没有玩过这种竹节人玩
具，挺新奇的。昊明那天参加完社
区举行的公益亲子制作竹节人活动
后，把一个小小的竹节人带回家，并
与林女士分享了自己的喜悦：“这是
我第一次自己动手制作玩具，我的
小小竹节人，可厉害了呢！”在林女
士看来，社区组织的这种公益亲子
活动很受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因
为孩子们在活动中可以提升动手能
力，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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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同学们的手
机中流行着一个“特殊”的积分排位赛，

“比赛”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五
大维度细分成“既定任务”，学生完成指
标，就能拿到积分晋级。

在这个排位赛中，同学们议论最多
的还是学校智能制造学院新能源技术
专业大三学生刘坤华。在大一下学期，
刘坤华在“五育积分”的得分跃升了 200
多分，从班级排名 30位挤入第一，成为
最大“黑马”。

这意味着，别人一学期完成的积分，
他几个月就拿下了，大家纷纷炸开了锅：
这是怎么做到的？……

在刘坤华“开挂”的故事中，似乎没
有太多“鸡汤味”，逆袭的法门也很简单，

“在‘五育积分’的清单表里，找到了自己
的兴趣爱好而已。”刘坤华说道。

刚上大一时，刘坤华在班级里并不

出挑，不爱说话，下课喜欢待在宿舍，“似
乎和大学有一层模糊的距离感。”在“五
育积分”排名上，他的成绩也属于班级中
下游。但身边同学在积分上创优争先的
势头也渐渐感染了刘坤华，他突然意识
到，“我想得太多，做得太少了。”

后来，刘坤华加入了学校的学通社，
开始接触摄影和视频拍摄。为了拍出好
照片，他向前辈请教“压箱底”的经验，熬
夜翻看摄影书籍、仔细“拿捏”照片角度
……想方设法提高摄影水平，向上精进
体现在一项项省市级奖项上，也体现在

“五育积分”的成绩上。
但对刘坤华来说，积分只是次要因

素，更重要的还是一路成长的收获和价
值感。“一时落后并不可怕。重要的是，
你要找到真正喜欢且擅长的事，并努力
践行。”

☉本报记者 陈慧慧

“圆规为什么能画圆？因为心不变，
脚在动。你为什么不能成功？因为心不
定，脚不动。车模比赛中的那些坚持，让
我体验了一把生活中的‘热辣滚烫’……”
近日，龙海区浮宫中心小学六年（1）班陈
禹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作为一名车模
社团的成员，陈禹涵曾经经历过挫折和失
败，不过，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再次面对
比赛的他，终于一路披荆斩棘，拿到了比
赛的第一名。

陈禹涵回忆，去年暑假，学校车模社
团纳新，他想都没想就去报了名。经过一
番面试，他成为车模社团的其中一员。“那

时的我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训练不到
几次便自认为已经十分厉害了。第一次
参加比赛，我怀揣着十足的自信走进了赛
场，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察觉到不对劲，这
里的对手看起来个个都是顶尖高手，果不
其然，我很快就被‘打趴下了’。”面对失
败，陈禹涵很不甘心，但是没有办法，毕竟
技不如人。

比赛失利后，老师安慰过陈禹涵。但
他心里默默告诉自己，在哪里摔倒就要在
哪里爬起来。要达成一个目标，就是要不
断努力，最终才能反败为胜。学校教学楼
前有一条车模比赛的赛道。陈禹涵利用
课余时间手握遥控，在赛场上一次次地进
行训练。“我充分了解车辆的特性，并不断
向老师请教注意事项和提升技能的方
法。”陈禹涵说，尽管太阳火辣、蚊虫叮咬，
都动摇不了他加强训练的决心。

再进赛场的陈禹涵，已经不再是盲目
自信的男孩，他稳扎稳打，最终一举夺
魁。“拿到那沉甸甸的奖牌，我的心中五味
杂陈，没有什么成功是可以轻轻松松取得
的。所有的进步都来源于不懈的努力。”
陈禹涵说。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在闽南师大龙文附小四年（3）班 2024 秋季开学的主题班会
上，潘宥辰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追风之志：“在每一次选择点重
新出发，调整好自我，克服恐惧与困难，最终才能在赛道上自如地
驰骋。”

镜头回放到上学期的比赛场景：起点的一声枪响，双脚似飞速
转动的车轮，铆足了劲儿，少年“宥”脚底像踩上了风火轮一般，加
大步伐，如风一般，超过了一个个对手。“过了，过了，冲过了白线。”

“第一！第一！没错，他战胜自我了。当裁判员按下计时器的瞬
间，便是秒杀对手的见证。”老师和同学们不禁为他鼓掌。“原来战
胜自己，也不是那么困难。”面对大家的鼓励，潘宥辰同学回应道。

这是潘宥辰同学第四次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了。在许多熟悉他的
人眼里，他一直都具有比较优秀的运动基因。“从一年级开始，他就开
始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了，可是每一次总是因为内心紧张而失利。”潘
宥辰的老师刘惠坚告诉记者，他赛前会紧张到发烧、肠胃炎，总在关
键时刻就掉链子，心里对比赛充满了期待又无比害怕参加比赛。

“相信自己”“平常心对待”“深呼吸，你可以的！”来自家长、老
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与加油声不绝于耳。慢慢地，潘宥辰好像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彩虹跑道上，那个阳光少年“宥”终于战胜了
自我，放下包袱为自己博一把。刘惠坚说，在最近一次的学校秋季
运动会上，他荣获了60米和100米冠军，并作为学校代表参加龙文
区运动会比赛，取得龙文区60米比赛第三名和100米比赛第六名。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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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卢志攀 文/供
图）一堂行走的课堂，一次最美的遇见。今年寒假，漳
州一中西藏班留校学生开启了一次趣味横生又意义
非凡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自西藏班的学生分别走访
了厦门老院子民俗文化风情园，泉州洛阳桥、西街、蟳
埔民俗文化村，德化石牛山、顺美陶瓷文化生活馆，用
足迹丈量闽南大地，感受闽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厦门老院子民俗文化风情园，西藏班的同学
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闽南渔村古厝，他们瞪圆了好
奇的眼睛，身临其境感受当地传统的渔村文化、民俗
文化、妈祖文化，同时观看大型沉浸式室外实景演艺

《海战风云》。“旅行是在漳过年的独特的方式之一。”
来自高一（12）班的央金卓玛说，这次行程让其领略
到了深厚的闽南文化，更是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泉州蟳埔民俗文化村，西藏班的孩子们戴上
美美的簪花，头顶“行走的花园”，寻访蟳埔民俗文
化。一天的参观和体验，西藏班的同学们收获满满，

“通过村中保存下来的蚝壳厝、簪花围以及各项技艺
的非遗传承，我们体验到了蟳埔渔村的传统民俗文
化，感受到了闽南民俗文化的魅力。”西藏生格桑坚
增说道。

“通过旅行体验，亲触独具地方特色、内涵丰富
的闽南文化，民族文化碰撞，共度春节、藏历新年。”
漳州一中西藏班管理教师邵阳华说，在行走的课堂
中，孩子们深入了解到闽南文化重乡崇祖、爱拼敢赢
的精神内涵，这些知识和体验成为孩子们发展个人
素养和提升思维能力的重要资源。

西藏班学生探寻闽南文化西藏班学生探寻闽南文化

▲参观厦门老院子民俗文化风情园
▶西藏班学生体验手工制作

农文旅如何融合？农业直播
如何开展？这个寒假，5 位厦大
嘉庚学子组队返乡，分别回到自
己的家乡，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
深入了解家乡农业近年来的发展
成果，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所带来
的深刻变化。

上海市廊下镇位于上海与
浙江的交界处，桑鱼共生基塘养
殖是该地的传统农业模式。农
文旅如何融合？5位学生带着问
题来到了廊下镇一探究竟，还参
与了镇里举办的钓鱼邀请赛。

“执竿而渔，无鱼也乐，抛出烦
恼，收回快乐。上海市作为国际

大都市，高压的生活节奏下人们
正 需 要 这 种 休 闲 娱 乐 放 松 自
己。”张瑜婷同学说，游客大多携
家带眷前往，一般会小住几日，
走时还会带些特产，既带动了当
地的民宿经济发展，也增加了廊
下中小农户的收入。

在为期一个月的实践活动
中，他们还前往漳州市龙海区
上溪村、城浩花卉种植基地，了
解到三角梅种植如何利用线上
加线下模式创造出收益；前往
汕头市澄海区雅逸合作社，了
解到多产业联合发展的优势，
参与到农业劳作之中体验农民

生活；前往江西上饶婺源，了解
到如何最大程度利用丰富的自
然资源与文化资源，开展乡村
振兴。“在实践活动中，我们也
尽量根据自己所学知识，为乡
村发展提供新方案，注入新力
量。”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师柯
凤华表示，大学生们是未来服
务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希望通
过此类返乡实践活动，帮助同
学们更好地将书本知识与社会
实际紧密结合，提升实践能力，
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智慧。

☉本报记者 蔡楠楠
通 讯 员 潘梓琳 文/图

返乡实践体悟乡村振兴“秘诀”

学生向汕头市澄海区雅逸合作社的农户
了解农业发展情况

闽南师大龙文附小潘宥辰刻苦训练闽南师大龙文附小潘宥辰刻苦训练，，努力提升自己努力提升自己。。

行走的课堂行走的课堂
“我在背诵古诗的时候，利用架

子鼓的节奏感来记诵，记起来又快
又牢。”不久前，市二实小六年（4）班
学生陈思扬以第一名的成绩代表学
校参加了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栏目
组举办的诗词海选，与记者分享自
己的心得，“学什么都要善于总结

‘秘籍’，因为很多本领都是相通的，
要有巧妙的方法。”

从幼儿园中班开始，思扬爸爸
就经常带着他去看架子鼓表演，他
因此喜欢上了这门“敲敲打打”的艺
术。“那时的我，坐在爸爸的肩膀上
看表演，一下子就被那强烈的节奏
冲击到了。”陈思扬告诉记者。也许
孩子天生就喜欢敲敲打打，打击乐
最容易发出声响，而且没有音律上
的困扰，学起来很容易上手。“似乎
每个鼓点都充满力量，震颤着我的
心灵。练习扎实的打鼓技艺，让我
收获许多快乐，架子鼓如同我的一
位好友，伴随我度过每一天。”

起初对架子鼓充满了好奇，学
起来新鲜而有趣。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基本功的练习时间占用了陈
思扬很多课余时间，新鲜劲一过，枯
燥的训练让陈思扬萌生了“打退堂
鼓”的想法。“当我想要放弃时，爸爸
就带我去参加架子鼓演出。”陈思扬
说，爸爸的鼓励和坚持，让他有了坚
持下来的决心。“通过参加演出，收
获掌声的同时也收获了信心。接下

来，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我的水平
上升很快，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在
陈思扬看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不管学什么技能，
都不能半途而废，当他收获中国音
乐学院架子鼓10级证书时，他心里

“就像是大热天吃西瓜”。
“准备考级那些日子心里其实

挺紧张的。”陈思扬说，开足马力全
面投入训练，很容易感觉到累。那
段时间指导老师一直帮他找感觉，
并鼓励他要持之以恒。“考级的曲目
是歌曲《Mr.Groove》，我发挥得还
不错。”成绩出来后，回想起来感觉
还是挺酷的。”陈思扬说。

小学毕业班的学习，让陈思扬
的生活节奏加快了不少。“现在每天
打架子鼓，感觉就是最好的休息。”
陈思扬说，学架子鼓让自己明白了
一个道理：学架子鼓一定要勤学+
巧思，做任何事都要持之以恒，坚持
就是胜利。“我把坚持磨炼自己的毅
力转化成学习中的动力。另外学习
架子鼓，也让我找到了学习的方法，
比如我在背诵古诗的时候，发现利
用架子鼓的节奏感来记诵，那些难
记的古诗词一下子就变得好记了。”

现在，陈思扬每天除了打架子
鼓，还坚持背诵唐诗宋词。“在学习
中找到共通点，学习的乐趣就会增
多很多。”陈思扬说。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用架子鼓的节奏感
来记诵古诗词

陈禹涵一有空就坚持训练陈禹涵一有空就坚持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