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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到汉族同学家做客

“初到汉族家庭，陌生的环境和习俗，让我有
些拘谨，但同学一家人热情的笑容，温暖的话语，
瞬间驱散了我的不安。”2月 11日，漳州一中高二
学生德庆卓拉，在新学期开学初的班级日志中描
述自己作为一名西藏生在漳过年的别样感受。“这
个新年，我走进了汉族同学的家中体验当地的生
活。我们围坐在一起做糯米粿，我笨拙的手法惹
得大家欢笑不断，却也收获了满满的耐心指导，欢
声笑语回荡屋内。”

德庆卓拉告诉记者，那天她受邀去漳州一中
高二（11）班林孙芹家做客。席间，同学及其父母
热情地向她介绍各种春节习俗，习俗背后都有悠
久的历史和动人的故事。她也忍不住分享起西藏
新年的特色。这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让她觉得
不同民族的文化就像星辰散发的璀璨光芒，熠熠
生辉。

高三学生白玛吉宗和旦珍受邀到西藏生分管
领导杨娟老师家做客。杨老师为她们准备了许多
闽南特色美食，并分享了闽南独特的年俗文化；高
三学生旦增土多、普贵吉、边巴桑珠受邀到高三
（10）班曾奕扬同学家做客，家长安排了麻辣火锅
招待他们。大家围坐一起，品尝美食，交流着各自
的学习和生活；高一学生贡桑曲珍、扎西嘎姆、洛
桑曲珠受邀到高一（6）班邱姝媛同学家做客，家长
安排了炸鸡、蛋挞等，大家举杯庆祝蛇年，巳巳如
意，扎西德勒。

德庆卓拉表示，整个春节，留漳过年的西藏学
子们沉浸在汉族家庭的温馨氛围中，虽然远离家

乡，但这里的关怀让大家倍感温暖。

营造家一般的温暖

写春联、包饺子、做甜粿、雕刻水仙花、制作八
宝印泥……春节期间，漳州一中的西藏生们，穿着
鲜艳的藏服，与老师、同学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

“亲人般的陪伴让西藏学子心里很踏实。”漳
州一中西藏部副主任胡燕萍老师介绍，学校坚持
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将爱国主义和民族
团结教育贯穿于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通过主题
班会、闽藏共建和社会实践等形式，引导西藏生增
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进一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分管领导杨娟老师常年陪同西藏学生。在她
看来，与西藏学生相处，更多的是扮演一个长辈的
角色，给他们一种家的温暖。“学生们大多十五六
岁，不远千里从西藏来到漳州求学。老师像父母
一般爱护学生，是职责所在。”

漳州一中西藏部副主任阮丽娟老师说，老师
们手机一般不调静音，一旦需要，第一时间出现
在西藏孩子的身边。除了日常教学，更要照顾孩
子们的方方面面：孩子成绩下滑，老师及时找他
们谈话并传授学习方法；孩子生病住院，陪着打

针输液。
以真心换真心，西藏学子都把学校当成第二

个家。春节期间，漳州一中西藏部6人，轮流值班，
保障西藏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节日。
学校组织围炉、写春联、跳锅庄舞等活动，让孩子
们感受家的温暖，体验年的味道。

为前行蓄满能量

新学期开学了，西藏学子回到课堂。在漳州
一中宽敞明亮的教室里继续学习之旅。高一学生
旦增曲旺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学习开足马力，有更
大的进步。

同样信心满满的还有高一学生巴桑曲增。
2025年春节是她第一次在漳州过年。她去了高一
（4）班王晟杰家做客。“我们一起奔赴水仙花海，大
片的水仙花肆意绽放，香气弥漫，洁白的花朵映着
我们的笑脸，就像汉藏情谊纯洁而美好；我们体验
了雕刻水仙花，留下一张张欢乐的合影；我们围坐
桌前，手持剪刀，裁剪出对新年的美好期许；我们
去逛古城，还泛舟九龙江，太开心了！”巴桑曲增
说，新学期开启了，一切美好都会成为前行的动
力，能量已经蓄满，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闽藏学
生间的友谊将如同春阳般和煦。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今年春节，漳州一中的一群藏族学生没回老家，留校过年。他们说学校
是第二个家，老师就是“阿爸”“阿妈”。这个年，他们过出了“藏地风情”，更
体验了漳州浓浓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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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学生到漳州同学家做客，大家互相祝福新年新进步。

西藏学生德庆卓拉在同学家做客时帮忙贴春联

全国模范教师、平和爱心助学志愿者 黄冰心：
新的一年，我希望在坚守教育初心，筑牢教育梦想的同时，能在爱心

助学和关爱老人的志愿服务中，更深入去了解、关注他们精神上的需求，
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日常亲情陪伴和心理咨询等方面的服务。我也希
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爱心人士加入我们队伍中，一起以爱的微光照亮
善的世界。

芗城蓝天学校三年级班主任 胡紫涵：
新的一年，愿继续带领这群可爱的“折翼天使”孝敬父母、尊敬老师、

友爱同学，保持善良勇敢、诚实守信、积极向上，学会自理、做家务、完成作
业，身心健康，发现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

龙海区浮宫海门岛海平小学三年级学生 谢之欣：
希望在新的一年，我的学业能够更上一层楼。希望能和小伙伴们成

立一个“图书角”，分享有意思的书籍，互相借阅，大家努力攀登知识高峰，
成为更加优秀的自己。

龙海区程溪镇塔潭小学五年级学生 欧阳雨鑫：
新的一年，我的心愿是爸爸、妈妈能带上我和弟弟去广州。因为我在

电视上看过广州塔，觉得它的造型非常奇特，想要近距离了解当前中国第
一高塔——广州塔的丰富内涵。真希望能去现场打卡。

以上由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整理

闽南师大附中团委书记 刘敏：
希望2025年勇敢追梦，努力不被辜负，梦想照进现实。希望我的学

生无论是在学习的道路上，还是在人生的旅途中，都能有满满的获得感。
祝愿学校在新的一年里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闽南师大附中七年（11）班 董一祎：
新的一年，我希望爸妈多点放松的时间；希望妹妹快乐成长；希望所

有老师都身体健康。作为一名初中生，我希望2025的自己比以往再多一
份努力，学业再进一步。也希望能与同学们更好地相处，共同进步，收获
更多的友谊和快乐。

漳州三中西藏生 阿珍：
新的一年，我会坚定自己心中的目标，脚踏实地，努力奋斗，珍惜每一

天的生活，做自己，爱他人，助朋友，敬老师。愿吉祥如意伴您左右，扎西
德勒！

漳州三中高三学生 刘娱杉：
新的一年，新的起点，新的希望。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

的斗志，投入学习生活中去。祝愿高三的同学们在勤学楼战至金榜题名，
愿我们的龙文新校区蒸蒸日上，老师们桃李满天下。

以上由 本报记者 程 琳 整理

漳城院艺术教育专业学生 兰星：
新学期迎来新挑战。这学期，我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美术、声乐、钢琴

等专业课的毕业作品及表演，每周除了正常的课程安排以外，都要留出时
间进行作品的制作以及表演的排练。此外，还要准备一场宣讲活动，包括
课题教案撰写、宣讲流程打磨等，新年新起点，要脚踏实地向更优秀的自
己进发。

漳城院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刘秋晨：
新的一年蓬勃的朝气挥着手向我递来了新学期积极向上的活力与目

标。成为更好的自己是我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新学期，我需要逐渐改
变学习方法，多方面、多层次地提升理论与技能的学习能力。我还要加强
校园社交，为踏出校园、步入社会作准备。

以上由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整理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2月
6日晚，龙海区后港古街石码戏馆内余音绕梁，西
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叶欣瑶和王婉怡带来的琵琶
古筝专场音乐会，让观众领略了一场悦耳的美妙。

叶欣瑶是龙海区石码人。她在音乐会上演奏
第一首琵琶曲《风扶柳》。此曲旋律典雅，传递出

“碧波风拂柳，悠悠高别愁”的意境。“正如我们在外
求学的学子，怀乡之情常溢于心。”叶欣瑶说，该曲
作为音乐会的开场，除了表达对家乡的热爱与思念
外，也拉近与乡亲们的距离。中间出场的琵琶曲

《郁轮袍》，是平湖派琵琶代表性武曲。它以扫轮、
拂轮与马蹄轮为代表，音乐旋律流畅洒脱，铿锵有
力地展现战士们列兵出征的气势，也再现了项羽这
位英雄人物的悲剧。最后出场的《晚秋》，是琵琶与
钢琴的融合性演出。立意取自古诗“欲说还休，却
道天凉好个秋”，曲式结构采用西方的和声记法。
中间段落运用了现代爵士乐的元素，通过琵琶与钢
琴的对话、重奏，乐曲的音响色彩很独特。

王婉怡来自芗城区，和叶欣瑶一样，她希望借
此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给喜爱音乐的孩子传递音乐的梦想，激发艺术的

热爱。
叶欣瑶介绍，为筹备这场音乐会，她和王婉怡

花了近一年进行策划和排练。“我们请大学教授指
导，确定曲目和演出时间后，利用课余时间多次排
练、磨合，力求曲目演奏技巧处理细腻，情感表达有
一定深度。”专场音乐会结束后，叶欣瑶认真地听取
家乡的启蒙老师的点评。“她指出了我早期学习琵
琶时养成的仍需改进的小问题，让我多注意演奏的
精准度和表现力。老师还谈了观看演出的感受，引
导我更好地理解和诠释琵琶曲目，如何把技巧和情
感更完美地融在一起。”

“通过专场音乐会历练，我们收获很多。”令
叶欣瑶、王婉怡开心的是，这次演出她们认识了
不少新朋友。“和其他音乐人交流，就像是打开
了一扇扇新的窗户。家乡的音乐人在音乐创作、
乐器演奏、音乐教育等方面各有专长。我了解到
了更多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和演奏形式。他们
启发我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勇于尝试创新。”
叶欣瑶说，这些交流就像充电，希望能滋养未来
的学习和演奏。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大学生回乡带来琵琶古筝专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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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欣瑶和王婉怡同为漳州学子，目前就读于
西安音乐学院。

本报讯（记者 程琳）近日，福建
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评选结
果揭晓。漳州一中非遗艺术团凭借
原创朗诵剧目《心香献英雄》和美育
优秀案例《以非遗之美 点亮美育之
光》获市一等奖第一名并入围省赛，
双双斩获省三等奖。

据悉，福建省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是由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唯一
一项综合性中小学生艺术盛会。该
活动每三年举办一届，迄今已成功举
办至第八届，现已成为全省规格最
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中小学美
育标杆性品牌。本届中小学生艺术

展演活动以“绽放艺术风采，激发强
国力量”为主题，来自全省10个地市
代表团、223个艺术表演类节目、218
件学生艺术作品、6000 多名师生参
加现场展演。

此次获奖的原创剧目《心香献英
雄》以配乐朗诵为独特艺术表达，将漳
州本土华侨女英雄李林烈士的英勇事
迹与崇高精神娓娓道来，让英雄精神
在艺术的滋养下，深植于学生心间。
美育优秀案例《以非遗之美 点亮美育
之光》的获奖，则是对漳州一中美育工
作的认可，更是对漳州一中美育工作
创新实践的鼓励。

省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评选揭晓
漳州一中非遗艺术团荣获两项省三等奖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陈佳妮 文/供图）近日，漳州市实验
小学松柏分校开展“童趣闹元宵，灯
火迎佳节”——元宵节系列活动，深
入挖掘元宵节的文化内涵，以活动为
载体，吸引全体学生广泛参与。

元宵节当然少不了吃汤圆、吃饺
子、赏花灯、逛庙会。除了这些传统
形式，同学们还解锁了不少共度元宵
节的“新方式”——动手制作元宵节
手抄报，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元宵节习
俗和由来。同学们通过线上线下认
真查阅资料，深入了解元宵节的来历
和习俗，用五彩的画笔展现元宵节的
风俗习惯。有的同学还运用生活中

的废旧材料制作出了元宵花灯、灯笼
或者彩色鞭炮装饰等，提倡环保过元
宵。有的同学则在家长的指导下，动
手制作汤圆，体验舌尖上的元宵节

“味道”。

绘制元宵节手抄报

手抄报手抄报《《制作汤圆制作汤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