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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宇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什么
是木版年画以及制作它所需的工
具。哇，这些工具真神奇啊！其中，
有鬃刷，就是用鬃毛制作的刷子。它
触感平滑，一点也不扎手。另外，还
有用来染色的颜料，其显色效果非常
出色，只需轻轻一触，颜色便染上了。

随后，老师让我们亲自体验了
制作木版年画的过程。首先，我们
把墨水涂在了一个雕刻有图案的木
板上，木板上雕刻着中国龙和“三鱼
争月”的图案。接着，我们放一张白
纸在涂好墨水的木板上，最后用刷
子在白纸上均匀地刷来刷去。渐渐
地，白纸上惊奇地显现出了龙的图
案。我将白纸拿起来，只见龙的图
案清晰可见，让我惊喜万分。

三（1）班 许冰妍 指导老师 鲁斌

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一些木版年
画的作品，其中包括：六子争头、三鱼
争月，以及两个人脸的一半合成的特
殊人物……作品真是丰富多彩！

最后，老师允许我们每人选一
张画，完成后可以带回家。画上的
图案有悠然自得的鱼和栩栩如生的

龙，我们都很自觉地排队，一个个来
挑选自己喜欢的。终于轮到我了，
我却犯了难，因为鱼和龙我都很喜
欢。思考片刻后，我还是选了鱼，因
为鱼象征着年年有余。拿到木版
后，我便开始制作，很快我就完成
了。起初我还觉得有些难度，但没
想到印刷这个环节其实挺简单的。

三（2）班 蒋逸鑫 指导老师 沈碧辉

老师告诉我们木版年画一般在
天津杨柳青最为著名，其中刻画最
常见的是门神。而门神一般刻画的
是神荼、郁垒、秦琼、尉迟恭等人。
把这些人的形象画起来挂在门上，
就可以辟邪驱鬼。讲完这些后，老
师又给我们展示了他的作品。我们
完全想象不到他的技艺有这么高
超。他刻画的画作种类繁多，我猜
他家里的木板一定已经堆积如山
了。然后老师亲自握着我们的手，
教我们制作木版年画。他先把提前
刻好的木板用工具染上黑色墨水，
再把一张纸平铺在上面，用工具在
纸上均匀地刮动。这个过程是由我
们自己操作的，我怕弄得不均匀，所

以刮的时候很用力，也尽量保持均
匀。当我刮好并拿起纸后，惊呆了，
我想：一块木板和一张纸，居然可以
印出这么好看的图案！

三（3）班 贡满华 指导老师 胥静

我们跟着老师来到了年画参观
现场，一到现场，就被各种各样的小
刀、木板等制作工具吸引。最引人
注目的便是讲台上那几幅精美的年
画了。很快，讲解开始了，我们激动
的心情难以抑制。老师为我们详细
讲解了年画的来历、制作方法等知
识。其中，我特别喜欢听年画的来
历，听说年画放在门上可以驱鬼辟
邪，这让我对年画充满了神秘感。

听完讲解，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
要亲自动手制作年画。终于轮到我
了，我在做龙还是做鱼之间犹豫不
决。最终，我选择了画鱼，寓意着“年
年有余”。我拿起工具，按照老师的示
范操作，小心翼翼地重复着每一个步
骤。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差不多了，便
拿开纸，只见原本空空如也的纸上已
经呈现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年画。

三（3）班 何弈鸣 指导老师 胥静

我们跟随木版年画的非遗传承
人张振宇老师，踏上了一段富有趣
味的非遗探索之旅。

首先，张老师为我们讲述了木
版年画的起源和发展历程。通过一
段引人入胜的动画片，我们了解了
木版年画的由来。原来，年画并非
简单绘制而成，而是采用一种独特
的方法制作而成，它是中国独有的
古老民间艺术，拥有上千年的历史。

在这次非遗学习中，令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亲自学习年画制作的过
程。张老师先在雕刻精美的木板底
稿上均匀涂抹一层黑色颜料，然后
将红色的纸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涂有
颜料的木板上。我使用专门的工具
将纸轻轻压平，为了确保印制的均
匀性，我反复进行了几次按压。最
后，我小心翼翼地掀开纸张，一张自
己亲手拓印的木版年画便展现在眼
前。这种成就感真是难以言表！

三（3）班 徐诗杨 指导老师 胥静

终于到了制作木版年画的环
节，我们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大
显身手。今天张老师带来了两种图
版，一种是三鱼图案，另一种是龙，我
选择了后者。首先，我拿出一把刷子
蘸了些墨汁，小心翼翼地在木板上反
复涂抹，直到木板被均匀涂抹。接
着，我选了一张红色的正方形纸，双
手将纸端平，对准木板用力按下。为
了让图案清晰地印在纸上，我左手按
住纸，右手拿起一个工具，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地滚动按压。很快，木板上
的图案就成功拓印到了纸上。最后，
我把纸从木板上揭下，一幅巨龙飞
腾的年画就完成了。

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和同学
们都成功拓印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
年画。这次制作木版年画不仅让我
学到了一些基本的技艺，更让我感
受到了古代人的智慧，以及传统文
化的魅力和温度。

三（2）班 谈锦颐 指导老师 沈碧辉

两位背着箭袋的教练向我们走
来：“同学们，你们好。有谁知道弓
的用途吗？”“打猎”，有同学抢答
道。“没错，那有关射箭的成语或典
故呢？”“后羿射日！”“百步穿杨！”我
也不甘示弱：“李广射虎”……教练
对大家的回答很满意,随后指导我
们射箭的技术要领：“射箭要侧立，
双脚与肩同宽。拉弓要把白的尾羽
对着自己……”

终于轮到我们体验了，一上来
我就被教练教育了“白色朝自己，刚
刚没有认真听吧？”我深感羞愧。但
马上调整好状态，侧立，拉弓，瞄准，
松手一气呵成，箭“咻”的一声直直
地——飞离了靶子。“哈哈哈！”我朋
友不加掩盖地笑着。我脸一沉：“笑
什么笑，你很厉害吗？”他听了这话，
认真起来，一箭出去，正中靶心。“你
一定是靠运气”，胜负欲令我不服气
地说。

又一次轮到了我，这一次，我屏
气凝神，专心致志地一箭射出，正中
靶心。我不禁向朋友露出了笑容：

“怎么样？” 陈嘉伟

烈阳高照，风中传来老师讲述
射箭起源与故事的声音，我们热血
沸腾。听完讲解，我对即将的“实战
演练”信心满满。射箭，看似简单，
实则深奥。

终于轮到我展示，我站定身姿，
双腿与肩同宽，左手持弓搭箭，右手
拉弦，一气呵成。然而，箭矢却脱靶
而出，天空似乎都暗淡了几分，风声
似乎带着一丝嘲笑。

再次轮到我，我更加沉稳，搭

箭、拉弓，调整呼吸，瞄准靶心射
出。这次，箭矢稳稳地射中了六环，
我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我打中
了！”那一刻，我心中的阴霾一扫而
空，阳光再次洒满大地。 张雯娟

在科普完知识后，我们进入了
最令人期待的“射箭”环节，激动之
情如潮水般涌动。看着前面同学的
射箭过程，我的心紧绷着。我拿起
弓箭，感觉有些分量，然后站定位
置，挽弓搭箭。教练细心地帮我调
整姿势，拉满弓弦后放手，箭矢“咻”
地飞了出去。那一刻，我感觉心似
乎与箭一同飞了出去，但遗憾的是，
箭脱靶了。我有些失落，默默排到
队伍后面，心中仍期待再试一次。

我静静站在队伍中，不断回想
教练的指导。终于再次轮到我，握
着弓箭的手微微颤抖，心跳加速。
不出所料，箭又射偏了。我默默退
到后面，心里有些沮丧。

当再一次轮到我时，心中已失
去底气，不知该对准哪里。这时，教
练鼓励道：“勇气可嘉！同学，深呼
吸，保持冷静。”我深吸一口气，努力
平复心情，缓缓拉起弓弦。我紧盯
着靶心，终于，“中了！”我内心充满
了喜悦，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

李宇晨

终于到了亲手射箭的环节，我
左脚向前踩住白线，右脚站开与肩
同宽，按照老师的指导，将箭搭在弦
上。老师扶着我的手肘，这股力量
帮助我拉开弓箭。我的大拇指靠在
弓箭上的凹陷处，食指钩住弓弦上

方，中指和无名指偏下支撑。“身体
保持不动哦。”经过老师的提醒，我
这才意识到自己因太过紧张而忘
记了先前老师的叮嘱，连忙调整身
体姿势，稳定心态，然后松手，将箭
射了出去。

令人失望的是，这支箭飞行缓
慢，最后无力地落在了一旁的草
堆上。“不要灰心，下次加油吧。”老
师安慰的话语如暖流涌上心头，很
快，我又站在了白线上。

我尽量不去想前一次的失败，
稳定姿势，站直身子，紧握住弓箭向
后拉满，直视前方，满怀希望地将箭
射出。

“不错哦，有进步！”这次的箭不
再是无力地躺在草丛，虽然只射中
了靶子的外圈，但我还是忍不住高
兴地笑了。其实学习就像射箭一
样，需要储备实力，等待时机，发出
手中那支箭。 祝祉涵

在各项运动中，射箭大概是最
富有哲理的运动之一。初学者或体
验者可能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明
明瞄准了靶心，但实际射出的箭却
与目标偏差甚远。许多人可能会误
以为，这是手抖导致的，只要手稳就
能射准。然而，射准的背后远不止
手稳这么简单，还包括站姿、拉距、
钩弦、推弓、转臂、靠位、撒放等一系
列复杂的技巧。任何一个环节的失
误，都可能导致结果大相径庭。

这与做事成功的道理颇为相
似。许多人常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
某个看似简单的原因，并认为只要
克服这个原因就能成功。然而，事

实上，一个看似简单的原因往往是
一系列问题的累积表现。要想成
功，必须逐一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一
劳永逸的捷径。

在射箭中，人能把握的只有自
己，成功也只能源于对自身的掌控。

吴田田

教练放下箭与弓，开始讲述它
们的历史，然而我却心驰神往，双眼
紧盯着那把弓，心中不由得赞叹其
精美。很快，实践环节到来，我按照
教练的指导，双脚平行站立，转头，
搭箭，举弓，拉弦，这一系列动作如
行云流水般流畅。我自信地瞄准靶
心，眯起眼睛，松开弦。然而，出乎
我意料的是，周围并没有传来期待
的赞美声，反而是一阵震耳欲聋的
笑声。我震惊地发现——箭脱靶
了！我的脸瞬间通红，羞愧地低下
了头。

我走到一旁，不断回想教练刚
才教授的动作要领，一遍又一遍地
练习，汗水湿透了后背。

我再次拿起弓，深吸一口气，闭
上左眼，用右眼紧紧盯着靶心。我
稳稳地拉弦，然后一松手，箭飞快地
冲向靶心，只听“咻”的一声，箭稳稳
地射在了靶心上。教练宣布：“十
环！”同学们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
一阵微风吹过，我用手拭去额头的
汗水，听着周围人的赞美，我深知这

是努力带来的回报。
我想起了之前学过的《卖油翁》

这篇文章，它告诉我们熟能生巧的
道理。射箭如此，做其他事亦是如
此。 王玉辉

当我拿起弓，才发现射箭并非
易事。弓身挺直有力，搭上箭矢后
需要用力才能将弦拉满。我按照教
练的指导，稳定呼吸、瞄准目标，然
后果断地释放右手，只见箭矢飞出，
直奔靶心而去，我心中一阵窃喜。
然而，当我转身望向靶子时，却发现
箭矢偏离了预期轨迹，仅仅击中了
边缘区域。

接下来的两次射击，我试图调
整力度和角度，希望能有所改善。
但不幸的是，两次射出的箭都未能
命中靶心，甚至有一次完全脱靶。

我开始反思自己射箭时的不足
之处，从握弓的姿势到拉弦的力度，
再到瞄准的技巧，每一个细节都需要
精心打磨。在教练的指导下，我一遍
又一遍地练习，逐渐找到了感觉，每
一次的尝试都让我更加接近目标。

通过这次射箭体验，我深切体
会到“熟能生巧”的道理。它不仅仅
是一句简单的四字成语，更是一种
对技艺精进的坚持和信念。

岳俊峰

七（5）班组稿老师 徐辉

张弛有度弯弓逐梦
魏村中学开展射箭主题体验活动

年画赋兴匠心传承
运村实验学校开展非遗主题体验活动

近期，现代快报(常州)小记者工作室携手后羿射箭运动研究中心的教练，为魏村中学
的小记者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射箭体验活动，让小记者们一起感受射箭带来的独特
魅力，共同放飞精彩的箭舞风华。

近期，现代快报（常州）小记者工作室联合单银娣艺术研究院组织快报小记者们一同
回溯木版年画的古老脉络，探究其精湛技艺与丰富流派。活动中，小记者们在老师的指
导下开展体验，亲手印刷出一张张栩栩如生的年画。

张振宇老师指导小记者开展木版年画体验 通讯员供图

魏村中学小记者开展射箭运动体验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