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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先用白色黏
土揉成圆球做航天员头部，粘上黑色
圆片做航天服面罩，然后用白色黏土
揉成椭圆做胖胖的身体，最后粘上胳
膊和双腿。就这
样，一个栩栩如生
的迷你航天员就诞
生了。好像缺了一
些什么？哦，让我
给它装饰蓝色接收

器和胸口彩色按钮吧，一个独一无二
的航天员完成了。

博爱小学一（17）班 徐萧
指导老师 王悦臻

我们照着视频里制作航天员的步
骤，拿起早已准备在课桌上的黏土有
模有样地制作起来。先搓几个球，然
后揉些“圆饼”，再搓几个圆柱体，最后
把它们有序拼接起来。通过这次活

动，我相信未来祖国的航天事业将会
更加美好，我们祖国的明天将会更加
璀璨夺目！

博爱小学一（16）班 顾怡萌
指导老师 黄倩倩

我们跟着老师的步骤用超轻黏土
做了一个航天员。虽然我的作品没有
老师做的那么好看，但我还是很开心，
因为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看着它，
仿佛我也穿上了航天服在太空中漫步

一样。我自己对自己下了一个决心，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健康成长，长大了
做一名真正的航天员。

博爱小学一（10）班 曹铭佑
指导老师 周璇

在太空里，航天员都穿着厚厚的
航天服，头上戴着一顶重重的头盔，
肩上背氧气背包，全副武装，非常神
气！我们也照着他们的样子用黏土
捏了一个可爱版的航天员，我觉得还

挺像的呢！
希望以后我也可以穿着航天服去

太空看一看。
博爱小学一（9）班 刘艺澜
指导老师 路思佳

活动课上老师教我们用超轻黏土
捏航天员。老师先让我们捏了圆圆的
脑袋，然后让我们用黑色的黏土压成
饼状，做航天员的面罩，最后让我们给

航天员做了身体和手脚。一个小小的
航天员模型就这么做好了。

博爱小学一（11）班 谈孟鑫
指导老师 何月琴

老师拿起超轻黏土，揉一揉、压一
压、再捏一捏……我和小伙伴们一起
跟着老师动起手来，不一会儿，一个栩
栩如生的航天员就在我手里出现了。
它戴着圆圆的头盔、小小的接收器，穿

着鼓鼓的航天服，真是太可爱了。我
看着可爱的小航天员，想象着我的航
天梦，这一刻真开心啊！

博爱小学一（3）班 周芷欣
指导老师 魏敏 老师教我们用白色的黏土先捏一

个圆鼓鼓的球，揉成航天员头的形状，
再用剩下的白色黏土做它的身体，又
拿毛笔轻轻地画出航天员的身形。我
还用黑色的黏土做了航天员的面罩，
最后，我又用蓝色的黏土，捏出了接收

器和手脚，红绿黄小按钮做它的警报
灯。做完后仔细看着，我仿佛自己也穿
上了航天服，在太空里和星星月亮捉迷
藏呢。

博爱小学一（4）班 景云铄
指导老师 孙洁

老师向我们介绍一个了不起的职
业——航天员。

我们通过观看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的视频，不仅见识到了飞船的
内部机构和发射过程，了解到了航
天员这个职业，还在老师的带领下，

用超轻黏土制作了航天员。揉一揉、
捏一捏、压一压，一个有着圆圆头盔、
小小接收器、鼓鼓航天服的“航天员”
就做好啦。

博爱小学一（12）班 张锦书
指导老师 霍垒敏

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我用手
中的黏土制作了一个漂亮的“航天
员”，也在心中筑起了我的小小“航
天梦”……我知道，要成为航天员需
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一定会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锻炼身体

强健体魄，不怕困难、勇敢面对。等
我长大了，也要像航天员叔叔阿姨
们一样为祖国的“航天梦”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博爱小学一（13）班 孙语桐
指导老师 张菠

我努力回忆着王亚萍阿姨穿着航
天服的模样。我先用黏土搓一个圆圆
的肚子，再用肉色的黏土做两条腿。
我小心翼翼地把腿粘贴在肚子下面，
然后根据步骤依次做了头和手。照片
上，阿姨穿着白色和天蓝色相间的航

天服。我在老师的指导下，白色打底，
用天蓝色的黏土搓成细细的长条，给
衣服做了装饰。一下子，航天员阿姨
就神气多了！

博爱小学一（5）班 贺瑾
指导老师 黄亚敏

我参加了“小小航天员”创意手
工活动，观看了“神舟十三号”“神舟
十四号”相关视频，并用超轻黏土做
了一个超酷的小小航天员。在丰富
多彩的活动中，我感受到航天科学家

们的了不起，以后，我也要飞上那比
天空更遥远的地方，拥抱一颗颗闪亮
的星星。

博爱小学一（1）班 张亦丁
指导老师 徐茵宁

我小心翼翼地捏着每一块黏土，
它们身穿白色的航天服，头戴圆圆的
航天帽，连脚都是圆圆的，整个看起
来可爱极了。真正的宇航服可是人
类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来的，希望有一

天我也能穿上宇航服，坐着宇宙飞
船，穿梭在令人神往的太空，去实现
更伟大的航天梦！

博爱小学一（6）班 宦子岳
指导老师 高琰

先把白色黏土搓成球，这就是
航天员的头部。然后，拿出黑色黏
土，把它搓成球，再按扁，贴在白色
黏土搓成的球上。接着，再用白色
黏土 捏 出 一 个 球 ，用 铅 笔 横 切 小
球，按出一个槽，再把黏土捏长，和

头部连起来。再用白色黏土捏成
雨 滴 形 做 手 臂 ；用 蓝 色 黏土 搓 成
球，压扁，做成手掌、脚掌。这样就
大功告成啦！

博爱小学一（14）班 刘砚清
指导老师 盛洁茹

我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起学习
“天宫课堂”，知道了在太空里，什么
是失重。参加小记者活动后，我又了
解了我国飞往太空的神舟飞船，我们
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探索遥远的太

空，离不开科学知识，也离不开人才，
希望未来，我也能成为祖国航天事业
的后起之秀。

博爱小学一（15）班 张镗
指导老师 郑丽娟

暑假前，小记者协会邀请手工老师为
博爱小学的常报小记者们带去一场有趣的
手工活动，老师带着大家手捏黏土，种下航
天梦。小记者们不仅了解到许多的航天知
识，还用一双双巧手塑造了英雄航天员团
队。宇宙、星空或许离他们很远，但希望已
经萌芽，未来尽在脚下。 徐茵宁

博爱小学常报小记者创意手工活动博爱小学常报小记者创意手工活动

““捏捏””出航天梦想出航天梦想 争当追梦少年争当追梦少年
活动一开始，老师就给我们讲了

航天员和宇宙飞船的故事。这些故事
带我们走近宇航员，了解他们，并知道
了许多航天知识。我们也知道了航天
员在太空飞行，不仅要有非常健康的
身体、强大的心理素质，还要有渊博的
知识和高超的技术。

我一边听薛老师讲，一边在心里
默默地种下了一颗种子：从小锻炼身
体，好好学习，长大后，我也要像这些
航天英雄一样，为祖国航空航天事业
作出贡献。

博爱小学一（8）班 陆芊羽
指导老师 杨婕

我用超轻黏土捏了个小小宇航
员，也有了一个航天梦。

我梦想着发明自己的飞船，把
爸爸妈妈带到月球居住，把朋友们
带 进 飞 船 去 冒 险 ；我 有 一 个 航 天
梦，我梦想着驾驶着飞船躲过小行

星，自由地在太空中翱翔；我有一个
航天梦，我梦想着乘着飞船，去火星、
水星、木星上做实验，用科技让地球
妈妈更美。

博爱小学一（20）班 周熙然
指导老师 吴敏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首先把白
色的黏土搓一搓，分别搓成圆形和椭
圆形，作为航天员的头部和身体。再
用黑色的黏土给航天员搓一个可爱的
面罩，然后用蓝色的黏土，分别搓出航

天员的小手和小脚，最后将搓好的部位
拼接到一起。瞧，一个萌萌哒的航天员
就完成啦！

博爱小学一（18）班 谢莯宬
指导老师 丁小桐

本报讯（金政 尤佳 王超） 8
月1日，为期2周的“汉语连四海，
云端常州行”线上课程正式结束。
此次课程由常州工学院与印度尼
西亚布拉维基亚大学联合举办，为
印尼诗都阿佐市国立职业高中旅
游管理专业学生开设“基础汉语”
课程，并结合学生专业特点量身定
制“江苏文化及旅游资源概况”“走
进常州”等专题讲座，及“中国传统
剪纸”“中国传统折纸文化”等文化
体验课程。

培训中，拥有丰富对外汉语教
学经验的人文学院郭立萍副教授和
该院5名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校大学
生，用轻松愉快、既有知识性又有趣
味性的教学方式，引导学员们大胆
与中国老师和学生用汉语对话，积
极参与互动，锻炼学员的汉语能
力。精心安排的专题讲座和中国文

化体验课程，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特
别是对常州经济、社会、文化的直观
认识和了解。印尼学员们表示，培
训中学到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对今后
的汉语学习很有帮助。

课程结业典礼上，两校签署了
教育合作备忘录，正式开启在师生
交流、文化交流、汉语教学及职业技
能培训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与交流
的新篇章。

据悉，自2020年以来，常州工
学院已成功为印尼、俄罗斯、波
兰、日本等多个国家的 200 余名
汉语爱好者举办了“汉语连四海、
云端常州行”线上汉语及中国文
化体验课程，积极探索国际化视
域下的美育新模式，让中国传统
文化艺术“走出去”，让国外民众
在审美过程中感受汉语和中国文
化的强大魅力。

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走出去”

常工院为印尼学子
举办线上体验课程□尤佳

很多人羡慕老师长达2个月的暑假，
事实上，老师们的暑假并非大家想的那么
悠闲。记者近日采访了多名教师，他们中
不少人在假期仍继续工作：带学生参赛、
顶着烈日家访、为学校后勤服务……对他
们来说，暑假从来不是假期，而是对之前
工作的“复盘”，对新学期计划的思考。

顶着烈日家访，她用
心建起家校“连心桥”

这个暑假，常州市武进区开展大家
访活动。星河实验小学二（10）班班主
任曾美婷顶着烈日，对班内的学生进行
家访，零距离走近学生、走近家长，打通
家校联络最后一公里。

“孩子在学校里表现挺积极的，还主
动报名参加了研究小组。”在学生陈知节
家中，曾美婷和学生、家长促膝长谈，推
心置腹。她肯定了学生在校的表现，分
析了不足，并询问学生假期在家的情况。

每次走进学生家中，曾美婷都会精
心准备——提前梳理孩子在校情况，发
现他的闪光点；给出一些小建议，学生需
要努力的方向，同时还有一些家庭教育
科普的内容，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成
长。“家访不是为了指出孩子学业上的问
题，而是为了让家长发现不一样的孩子，
让他们不仅仅关注成绩，更要重视孩子
的全面发展。”每次家访活动结束后，她

都会撰写家访心得体会，为新学期更好
地进行家校沟通积累经验。

除了走进家庭家访，她还积极组织各
类活动，让家长和孩子都积极参与其中，
丰富假期生活，密切家校联系。她在家庭
教育公益课堂开设《教练式亲子沟通》培
训，在新的育人平台上给予更多的家长关
爱与指导，增强家长的教育幸福感、获得
感；组织暑期实践活动，走进新农村，开展
思政大课堂。每次活动都需要花费不少
的精力进行组织、沟通，但曾美婷却乐在
其中。“一次次活动拉近了我和学生、家长
的距离，与家长的沟通中，我也感受到了
他们对我的信任，这让我感到很满足。”

行政专业两不误，他
在负责基建的同时拿了个
冠军

7月22日，常州市第七届残疾人运
动会在奥体中心开幕。常州市田家炳高
级中学体育教研组长姜磊作为乒乓球国
家二级裁判员，担任了此次乒乓球项目
的裁判长。

裁判长主要负责沟通协调工作。“之
前做裁判只需要判分，这次经历对我是
一种历练。”姜磊告诉记者，残运会与普
通的运动会有所不同，对于场地、分组、
比赛要求等都有特殊规定，所以赛前与
主办方需要进行多次细致的沟通，才能
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正式比赛，还会遇到许多突发问题，

裁判长需要迅速进行协调。“参赛时间有
冲突、选手受伤、对评判标准有异议，这
些棘手的问题，都需要妥善解决。”姜磊
告诉记者，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琐碎，但是
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却意义重大，所以
每一次他都会十分认真、稳妥地处理反
馈上来的问题。

比赛中，他也被运动员们的精神深
深鼓舞着。“一个聋哑的乒乓球选手在比
赛时拉伤了大腿，但是还是坚持参加完
比赛，最终还拿到了冠军。”而他自己也
用行动实践了永不言弃的运动精神，在
假期中，他和学生一同参赛，获得了市乒
乓球俱乐部联赛团体冠军。

除了体育教研组长这个身份，姜磊
还是学校的后勤副主任。整个假期，他
和同事都为学校的安全建设和项目维修
而忙碌着。教师办公室改造、电子屏改
造、电动汽车充电桩安装……所有的项
目，他都要与工程负责人衔接，了解现场
施工情况。每天，他都会去学校查看施
工进度，确保准时完工。“希望等到新学
期，老师和学生们走进校园时，能够欣喜
地发现这些变化，让大家的校园生活更
加便捷和安全。”

指导学生参赛，他既
是教练，又是兄长

8月5日，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创意信息系教师张艳飞再次踏上
前往无锡的行程，开始为期一周的技能

大赛教练培训。
虽然已放假一月有余，但张艳飞的

工作却没有停下。7月初至7月26日指
导学生备赛省创新创业大赛、参加省级
技能竞赛教练培训、为学校工业产品设
计参赛学生集训……“忙碌却充实，看到
学生能获奖，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
的。”张艳飞说。

今年是他第一次带队参加创新创业
大赛。“这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比赛从5
月持续到7月，经过学校选拔、市赛，7月
初，他和两位学生正式备赛省赛。“省赛
的对手更为强劲，所以，我们必须不断调
整和完善自己的项目。”他此次指导的创
新项目为“基于3D打印的四旋翼无人
机机架轻量化设计”，减轻无人机的重量
以提升它的续航。

为了测试数据，团队必须在室内无
风的环境下不断试飞。连续多日的高
温，在闷热的环境中，他和学生的衣服湿
了干，干了又湿。“好在学生们也很能吃
苦，没有任何怨言，让我很欣慰。”

作为两名学生的指导教练，除了技
术指导，还要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在
学校集训的日子，每天结束训练，张艳飞
都会把两个学生送去地铁口，自己再回
家；参赛前，他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经
常和他们聊天，开导他们放松心情。“张
老师既是指导老师，也是兄长，我们都很
喜欢他。”选手张雨心和边炳琪说。在张
艳飞的指导下，两人也一举夺得了省创
新创业大赛的二等奖。

常州教师的暑假打开方式

□裴孟 尤佳 刘博

今年暑期，常州大学开展以“喜迎二
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常大青年积极投身
社会实践，上好与现实相结合的一堂“大
思政课”。据悉，常州大学共组建包含理
论普及宣讲、党史学习教育、乡村振兴实
践、发展成就观察、民族团结实践等多个
类别的校级重点小分队47支和院级小
分队300余支，引导12000余名常大青
年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
献”。

追忆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为
深刻认识、体悟红色基因的重大意义和
时代价值，守好红色根脉，挺起精神脊
梁，常州大学“老兵不老”“小红灵”等社
会实践小分队前往甘肃、贵州、安徽、江
西等地的革命老区党史教育基地，深入
社区、村镇，通过党史学习、理论宣讲、老
兵慰问等方式，追忆峥嵘岁月，发扬红色
精神，自觉当好红色基因的弘扬者和传
承者，当好红色文化的践行者。

凝聚青年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常
州大学校院两级社会实践小分队深入四
川、云南等地，让点点青春之光闪耀乡村
振兴之路。科技助农，常州大学“‘秸’出
膜范”小分队结合先进科技知识，为新疆
呼图壁县等地带去新型地膜技术、挖掘
秸秆衍生价值；“妈妈播呀电子商务”小
分队借助电商优势为农产品销售插上

“翅膀”。此外，“星火传递，振风启航”等
小分队还通过非遗文化传承、文创产品

开发、乡村风貌墙绘等多种方式，将青年
人的知识才能和精神风貌带到田间地
头、房前屋后，奋力续写乡村振兴的青春
篇章。

关爱留守儿童，呵护青苗成长。助
力国家“双减”政策落实，常州大学“龙城
筑梦团”等多支社会实践小分队深入乡
村、城镇，走进社区、小学，开设涵盖党史

学习、科学普及、艺术陶冶、劳动教育、课
业辅导等多项专题课程的暑期公益夏令
营活动。小分队的同学们用真诚的爱
心、实际的行动在为乡村留守儿童、城镇
双职工子女、外来务工子女送去知识和
关怀，大手拉小手，引导小朋友们树立远
大抱负，争做时代新人。

加强防范意识，长鸣安全警钟。常
州大学“啄木鸟反金融欺诈小分队”等多
支社会实践团队走进身边社区，针对以
老人、儿童为主的社区居民群体，分别开
展金融反诈、交通安全和防震减灾等知
识宣传，通过知识宣讲、小品演绎、情景
体验和手工创作等多种形式提高群众安
全防范意识，推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共
创美丽和谐社区。

近年来，常州大学持续构建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积极发挥社会实践在人才培
养中的重要作用。学校社会实践工作力
求将“大主题”做成“小切口”，除了注重

“大水漫灌”，也重视“精准滴灌”，跟踪培
育，涌现出了“鲤尚往来”“青媒筑梦”等
一系列优秀社会实践团队。常大青年以
饱满的热情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在社会
实践中迸发出强劲有力的青春力量。

12000余名常大青年投身实践课堂

上好与现实相结合的“大思政课”

本报讯（尤佳 赵俊）记者5日
从常州市第三中学获悉，在日前举
行的2022年“造物空间杯”全国陶
艺教学与教具科研成果巡展中，该
校师生作品进行展示，并获得一致
好评。同时，获得“2021年度陶艺
教育教学科研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陶艺教师朱冬健在全国陶艺教学实
践优质课决赛中获一等奖。

常州三中是全国陶艺先进学
校，自1998年开设陶艺校本课程以
来，“陶艺”成为学校传统而富有创
意的项目。学校先后完成4个国家
级课题，曾与中央电教馆、常州市教
育局、常州市电教馆联合编制了全
国首部大型《陶艺》电子影像教材，

并在全国发行。学校先后出版初、
高中版《陶艺》教材（高中版为全国
第一本），2013年《高中陶艺校本课
程》荣获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目前，
陶艺以劳动教育课程的形式在全市
推广，由朱冬健老师主编的2套初、
高中《陶艺》教材已在初中劳动与技
术、高中通用技术课程中使用。

近年来，学校重视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彰显“绿色陶艺、科技
陶艺、人文陶艺”。校长杨尧中表
示，下一步，学校将继续不断完善陶
艺校本课程，挖掘陶艺中的美育资
源，持续优化学校育人模式，通过各
种切实有效的方法和途径，让优秀
传统文化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市三中师生陶艺作品在全国巡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