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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学生校园生活，增强班级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近日，横林实验小学四（2）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校园拔河比
赛。小记者们热情高涨，奋勇争先！那一幕幕画面，交织成童年最为纯粹的自由画卷，谱写出熠熠生辉的动人诗篇。 陈淑娟

横林实验小学小记者举办拔河赛

力“拔”山河 凝“绳”聚力

一声清脆哨响，比赛
正式开始。红队队员铆足
劲，屏气凝神，拼尽全力向
后拉。蓝队队员亦不甘示
弱，咬紧牙关，与红队展开
激烈较量。红队队长陈浩
双手紧抓绳子，青筋暴起，
双脚如钉入地面般稳固，有
节奏地喊着口号。在他的
带领下，红队逐渐占据上
风。关键时刻，蓝队主力许

洋不慎摔倒，但他迅速爬起，
不顾疼痛继续比赛。他的坚
持感染了全队，蓝队一鼓作
气，将绳子拉过中线，赢得比
赛。这次拔河比赛展现了同
学们的团结和拼搏精神，让我
明白：只有坚持不懈、齐心协
力，才能取得胜利。

横林实验小学
四（2）班 陈睿霖
指导老师 陈淑娟

阳光洒满操场，青草与
泥土香气弥漫。“我们赢了！”
同学们的欢呼回荡在操场。
比赛前，双方紧握麻绳，目光
坚定。陈老师一声令下，加
油声震耳欲聋。我们齐心协
力，绳子如神龙摆尾般来
回。比赛白热化，我们筋疲
力尽却不肯放弃。加大力

度，喊道：“再坚持一下！”再
次发力，将绳子拉过中线，赢
得胜利。拔河比赛展示了团
结与拼搏精神，让我明白：只
有坚持不懈、齐心协力，才能
取得最终胜利。

横林实验小学
四（2）班 张皓钧
指导老师 陈淑娟

同学们摩拳擦掌，迅速
摆开阵势，目光坚定，紧握绳
子。紧张气氛弥漫，我的心
如小兔子般狂跳。哨响，比
赛开始。双方队员身体后
仰，双腿蹬地，双手紧抓绳
子。我涨红了脸，暴起青筋，
喊着口号。观赛同学振臂呐
喊，加油打气。红布条开始

向对手移动，我方队员重整
旗鼓，猛地一拉，红布条移到
我方阵营。这次比赛让我深
刻感受到，个人只有在集体
中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横林实验小学
四（2）班 张煜琦
指导老师 陈淑娟

第一轮比赛开始。双
方紧握麻绳，双脚生根般扎
在地上。红队陈睿霖面红
耳赤，青筋暴起；蓝队许梓
鑫 瞪 大 眼 睛 ，嘴 角 紧 抿 。
啦啦队群情沸腾，高声呐
喊。红队趁机猛攻，赢得
一局。比赛白热化，我作为
主力使出全力。红布条摇

摆不定，我感受到巨大压力，
但心中涌起力量。啦啦队
与队友的鼓励交织成激昂
战歌。咬紧牙关，拼尽全
力，红线越过白线，全场掌
声雷动。

横林实验小学
四（2）班 蒋耀旸
指导老师 陈淑娟

随着裁判哨响，比赛
拉开序幕。红队队员面红
耳赤，死死抓住绳子，与地
面抗争。蓝队亦全力以赴，
队伍如龙，齐心协力拉绳。
关键时刻，我摔倒了，但心
中默念：“不能辜负大家的
信任！”尽管手臂被磨红，我
依然挣扎着站起。队友们
的加油声点燃了我的斗志，
我们仿佛被注入新力量，更
加卖力拉绳。比赛进入白

热化，红蓝两队势均力敌。“啦
啦”队呼喊声此起彼伏，我们
如获神助，突然发力，将绳子
拉过中线。赛后，我们与对手
拥抱庆祝。这场比赛不仅是
胜负较量，更是团结与坚持的
考验。我深刻体会到，只有齐
心协力、坚持不懈，才能取得
最终胜利。

横林实验小学
四（2）班 何爱林
指导老师 陈淑娟

操场上，同学们斗志昂
扬，肩并肩、脚抵脚，握紧麻
绳，努力后倒。眉头紧锁、小
脸通红、表情狰狞，绳子上的
红绸左右摇摆。随着时间推
移，红绸向对方移动。“团结
就是力量！”啦啦队高声助
威，我们组士气大增，喊着整
齐口号，一鼓作气将绳子拽

过。“赢了！”操场上尖叫声、
喝彩声不断。我们相互拥
抱，庆祝胜利。拔河比赛让
我体验了运动的快乐，感受
到凝聚力，更明白了坚持就
是胜利的道理。

横林实验小学
四（2）班 陶忻宇
指导老师 陈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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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开始了，老师先示范，在瓶
身和瓶盖上各开了一个小口，我们也
跟着照做。接着，把吸管剪成两段，
分别插进小孔里，拧上瓶盖，再用热
熔胶固定。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
每 个 人 都 成 功 制 作 了 一 个“ 饮 水
机”。据说，在“饮水机”里装上水并
拧紧瓶盖，水就不会流出来；松开瓶
盖，水就会从瓶身上的吸管流出。我
将信将疑地试着做了，结果真的如此

神奇！水在拧紧瓶盖时纹丝不动，松
开瓶盖则哗啦啦地流出。老师解释
说，这是因为拧紧瓶盖时，瓶内气压
小于瓶外气压，瓶内的空气会通过小
孔把水往瓶内压，所以水不会流出；
而松开瓶盖时，瓶内外气压相等，水
就能流出来。

华城实验小学河头分校
六（1）班 高艺烜
指导老师 夏蓓

最近，我们迎来了一次小记者活
动，老师先为我们讲解了大气压强
的原理，随后让我们动手制作。我们
在瓶子旁边和底部各开了一个口，
分别插入吸管，并用热熔胶固定。
制作过程中，需要非常小心，以免开
口过大导致失败。制作完成后，我

们往瓶子里装水，并通过不同的方
法控制水流：一是拧动瓶盖，二是上
下拉动吸管，三是用力挤压瓶子。
我成功完成了这个有趣的实验。

华城实验小学河头分校
六（1）班 肖慕荣
指导老师 夏蓓

老师通过生活中的例子，如奶茶、
高压锅和饮水机，为我们讲解了大气
压的原理。随后，在老师的指导下，我
们动手制作了一个简易的饮水机装
置。我们准备一个瓶子，用剪刀在瓶
身中间和瓶盖口各开一个洞，插入吸
管并用热熔胶固定。需要注意的是，

瓶盖上的吸管要保持能上下移动。当
我们装上水并尝试倒出时，发现通过
上下移动吸管可以控制水流的流出和
停止，这个小装置模拟得十分生动。

华城实验小学河头分校
六（1）班 庄浩宇
指导老师 夏蓓

老师先为我们讲解了高压锅和
吸尘器的原理，随后让我们动手制作
一个简易饮水机。所需材料包括塑
料瓶、塑料盖、吸管。我们先在瓶子
侧面剪一个小洞，在盖子上划一个十
字孔，把吸管剪成两半后分别插入两
个孔里，最后用热熔胶固定。制作

完成后，我看着手中的饮水机，觉得
科学真是太神奇了。几个平时看似
无用的东西，竟然可以组合成一个
饮水机。科学真是太有趣了！

华城实验小学河头分校
六（1）班 张伟萍
指导老师 夏蓓

我们通过大气压的原理制作了一
个简易饮水机。制作过程中，我们先
用刻刀在瓶体中间和瓶盖上面各刻一
个小口，插入吸管并用热熔胶固定。
需要注意的是，开口不要太大，吸管要
能够上下移动。使用方法很简单：用
手堵住瓶体上的吸管，在瓶子里装上
水，然后松开吸管上的盖子，水就会从

瓶体上的吸管里流出来。通过这次实
践，我收获颇丰，不仅了解了生活中许
多通过气体压力调节来使用的物品，
如吸尘器，还体会到了创作的乐趣和
面对挫折的坚韧。

华城实验小学河头分校
六（1）班 蔡云璐
指导老师 夏蓓

我们动手制作了一个简易的饮
水机。所需材料有空瓶子、吸管和瓶
盖。我们在瓶子上刻一个开口，瓶盖
上打一个小洞，把吸管剪成两段后分
别插入两个孔内，并用胶水固定。制
作完成后，我们发现这个取水器有三
种取水方式：一是捏瓶子，水就会流

出；二是拧开瓶盖，水也会流出；三是
把直的吸管拉出水面，水同样会流
出。本次小记者活动让我亲身体验
到了科学的神奇、增长了知识。

华城实验小学河头分校
六（1）班 陈武偲
指导老师 夏蓓

本报讯（周冰洁 尤佳） 2 月 24
日上午，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与常
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在艺术发
展中心举行了2025 年常州市中高职
结对“揭榜挂帅”项目合作签约仪
式。双方在人才培养、资源共享、文
化传承等方面共同搭建了更为广阔
的合作平台。

此次合作聚焦于共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育人示范基地”建
设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整合双方
教育资源，打造一个集教学、实践、

展示、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用
于传承与创新常州本土的乱针绣、
留青竹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
其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具有
深厚文化底蕴和创新精神的高技能
人才。

后期，双方将成立专门的领导小
组，制定详细的合作规划。两校将共
同举办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丰富学生
的学习体验，合作开发校本教材，打造
具有特色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更
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艺纺校签约揭榜挂帅
中高职结对传承育人

本报讯（尤佳 马学果 白晓露）
2月20日，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教育培训中心和图文信息处携手
经开区图书馆，开展了“书香进校园，
阅读伴成长”主题活动。

活动中，学校迎来了常州首辆“大
风车”移动图书馆。同学们不仅可以
上车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而且可
以现场办理借阅；经开区图书馆还精
心准备了猜谜、投壶等趣味互动游戏，
吸引了众多学生踊跃参与。

园林专家和历史学者薛焕炳面
向艺术设计学院 300 余名学生开展
了“江南园林，锦绣中吴——常州园
林的历史地位与特色”专题讲座。薛
焕炳主要从“常州曾是名副其实的百

园之城”“六大信息传递常州园林的
地位与影响”“一批新建古典园林在
常重放异彩”“经开区是常州东部名
士之邦、园林之乡”四个方面，向现场
师生讲述了常州园林的历史脉络与
特色，同时对城东运河旁的洛原草
堂、寄园，城西的陈渡草堂，城中青果
巷河道周边的半园等园林进行文化
解读。

此次活动不仅将优质公共文化资
源送到了学生们身边，引导他们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同时有助于提升同
学们的文化素养，激励同学们传承中
华优秀文化，弘扬工匠精神。

活动中，经开区图书馆还面向师
生开展了图书借阅证现场办理活动。

刘国钧高职校

携手经开区图书馆
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尤佳 杨曌

今年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建校600
周年。日前，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常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创意学院教
授王晓丽创作的紫砂雕塑《钱秀玲像》
于鲁汶大学自然科学学院正式落成，
成为首座伫立于欧洲顶尖学府的中国
女性雕像。这不仅体现了中比双方对
钱女士义举的肯定和纪念，也是两国
长期友好合作的生动写照。

作为此雕塑的创作者，王晓丽用
自己的艺术创作，向这位伟大女性致
敬，以艺术为桥梁，见证了中比两国友
谊、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

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王晓丽，1971年生于雕刻之乡河
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得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卢进桥、陈文增两位大师指教，以
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后被推荐入清
华工艺美术系深造。1992年，她有幸
参与了钓鱼台国宾馆大型紫砂壁画

《钓鱼台史迹诗画图》的设计制作，这
次经历不仅锻炼了她的技艺，更让她
与紫砂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她定居
宜兴，开启了一段崭新的艺术之旅。

紫砂材质独有可塑性和延展性，
激发了王晓丽无限的创作灵感。无论
是人物雕塑还是佛造像题材，她都能
信手拈来，赋予作品独特的生命力和
艺术价值。

“能够参与制作钱秀玲女士肖像
雕塑于我而言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
王晓丽认为，雕塑的制作过程是自己
与钱秀玲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接到这一创作任务后，王晓丽
研读了徐风先生的《忘记我》，深入研
究钱秀玲的生平事迹，参阅历史资料，
了解人物经历。这位出生于无锡宜
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中国女
性，在二战期间以非凡的勇气和善良
拯救了当地众多无辜的生命。她的故
事深深触动了王晓丽，让她在创作过

程中充满了敬意与激情。“我希望通过紫
砂这一中华传统艺术形式，让世界看到
中国女性的坚韧与大爱，也让钱秀玲的
精神在异国土地上生根发芽。”

匠心塑造紫砂雕像

为了将钱秀玲女士的精神风貌和人
格魅力永恒地定格在艺术空间中，王晓
丽进行了深入构思。“钱秀玲是一位既深
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又接受西
方文化教育的女性，她具有着中西合璧

的风度。我尝试将这种文化融合体现在
细节上，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她独特的文
化气质和精神风貌，展现一个既有东方
温柔善良、又有西方独立坚韧的女性形
象。”王晓丽注意到钱秀玲的眼神中透露
出坚定、善良和智慧；面容温和而慈祥，
又蕴含着坚韧的力量。为了能够准确地
表现这些特质，她不断地在草图上修改、
完善，力求找到最能展现她灵魂的表现
方式。

在雕塑制作阶段，王晓丽选择了适
合展现她形象的泥料和创作手法，并几
易其稿，历时五个月，最终将作品完

成。“在造型上，我选择她身着旗袍、凝
视远方的姿态，既展现东方女性的典
雅，也传递她心怀天下的格局；既有江
南水乡的温婉，又透出济世救人的刚
毅。在塑造面部细节时，我通过对肌肉
的起伏、五官的比例以及皮肤质感的处
理，力求向世人传达她丰富的内心世
界。”王晓丽介绍道。

钱秀玲像不仅是无锡与鲁汶的友谊
见证，更向世界传递了“凡救一人，即救
全世界”的普世价值。它承载着中国人
的智慧与温度，也连接着世界的共鸣。
王晓丽希望自己在未来能以紫砂为媒，
创作更多展现中外人文交流的主题作
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交流，以
艺术为桥梁，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艺术的独特魅力。

美德结合，传递温暖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王晓丽深知自
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而《钱秀玲像》的
创作经历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教学实
践。“这是美育与德育相结合的一次很好
的尝试。”王晓丽表示，自己将把这次创
作心得与学生们分享，让大家体会紫砂
艺术创作中的工匠精神，传递精益求精、
专注执着的精神，激励他们追求卓越。
同时培养当代青年的文化自信与价值
观，以紫砂艺术为载体，引导学生认识中
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自
信。通过紫砂艺术的国际影响力，培养
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理解力。

王晓丽认为，艺术创作与社会责任
是相辅相成的。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对
世界的观察与思考，而社会责任则赋予
创作更深层的意义。正因如此，在日常
的点滴中，她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常怀感
恩之心。入职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后，她在常州市慈善总会成立“王晓丽爱
心基金”，回馈社会，帮助更多弱势群
体。“我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艺
术家不仅是美的创造者，更是美的传递
者，将温暖传递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
人。”王晓丽说。

常州工业学院教师匠心之作

《钱秀玲像》紫砂雕塑点亮比利时鲁汶大学

AI 的风，搅动了写作业的浪潮。从媒体的报道看，已经
有不少学生尝试借助 AI 辅助来完成作业。对此，有网友认为
过多使用 AI 会削弱人的能力；有网友认为 AI 驱动教育变革，
提升学习效率。AI＋教育，你有何看法？话题来稿截止时间
为 3 月 6 日，字数在 600 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