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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方达人查老师先让玩过魔
方的小记者上台挑战复原魔方一
面颜色，上台的几位同学都表现
出了不服输的精神，我们班的一
位同学竟然很快就完成了，我既
惊叹又佩服。第二个环节，查老
师向我们介绍了魔方的来历和种
类，并通过问答与同学们互动，让
我们快速吸收了魔方的相关知
识。第三个环节是介绍魔方的玩
法，三阶魔方的玩法包括普通玩
法和竞速玩法等，我们还了解到
了许多关于魔方的趣事，并学习
了“火山魔方”的还原方法。

轮到查老师展示魔方技巧
了。只见查老师神情专注、思维
敏捷、手法娴熟，在两手起落之
间便将打乱的魔方快速复原，为
我们呈现了一次次速度与智力
碰撞的视觉盛宴。查老师甚至
挑战了10秒内单手复原魔方，
我们为查老师倒数计时，只见五
彩斑斓的魔方在查老师灵巧的
手指间迅速变换，每一次的成功
还原都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和欢呼声。
三（2）班 严麒承 指导老师 戚红玉

一开始，查老师邀请四位同
学上台进行互动——复原魔方的
一面。我从小就对小小的魔方特
别感兴趣，因此积极报名参加。
当我被邀请上台时，我感到非常
高兴。随着老师的一声令下，活
动正式开始。我的心怦怦直跳，
既紧张又兴奋。我担心自己在2
分钟内无法完成，输给其他三位

“战友”，但我不愿服输，也想挑战
自我。我按照之前学到的魔方旋
转要领，快速地转动手中的魔方，
左右交替，最终成功复原了一
面。我悄悄观察周围的三位同
学，只见他们还在继续旋转魔
方，不禁暗自窃喜。当老师宣布
成绩时，我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

查老师通过生动有趣的问答
方式，带领我们深入探索魔方的
奥秘。起初，老师向我们介绍了
各种魔方，如三阶魔方、金字塔魔
方、二二三魔方等，我们听得目不
转睛。我觉得这节课太有意思
了！它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
力，更培养了我们的逻辑思维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2）班 王沁怡 指导老师 戚红玉

查老师问：“有同学愿意上来
挑战2分钟复原魔方一面吗？”同

学们纷纷举手，我犹豫不决，害怕
失败尴尬。在我迟疑时，已有四
位同学上台。我迅速加入啦啦
队，为他们加油。魔方在手中快
速转动，时间飞逝。老师喊“时间
到！”挑战结束，一位同学成功复
原，获得小魔方奖励。老师鼓励
其他同学不要气馁。

接着，查老师展示了十多种
魔方的玩法，包括金字塔魔方、变
形魔方和连体魔方等。查老师挑
战了单手10秒复原魔方，我们惊
叹不已。查老师说，魔方不仅是
游戏，更是锻炼智力和协调能力
的工具，它能让我们学会冷静、专
注，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随着铃声响起，课程结束，我
们仍沉浸在魔方的魅力中。
三（2）班 毛可馨 指导老师 戚红玉

查老师生动有趣地讲解了魔
方的起源、玩法和种类，并演示了
魔方的基本手法和口诀，同学们
听得津津有味，现场赞叹和惊讶
声此起彼伏。随后，在查老师的
指导下，同学们热情地尝试转动
魔方，自由练习技巧。大家全神
贯注，指尖下的魔方色块快速变
换，混乱的色块逐渐变得有序。

曾经，我对别人玩转魔方的
能力感到好奇和羡慕。在这次魔
方课堂上，我们一步步学会了复
原魔方，满满的成就感油然而
生。魔方课教会了我如何耐心地
面对复杂问题，并通过不懈努力
和尝试，最终取得成功。这次体
验课是一次“奇妙的思维之旅”，
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参与其中！
三（3）班 郑歆苒 指导老师 杨小清

魔方是一种变化多端的智力
玩具，它曾被社会学家誉为“20
世纪最有影响的100项发明之
一”。今天，我们小记者有幸参加
了魔方体验活动，让我们一起来
感受一下！

“你们对魔方有哪些了解？”
在课堂上，主讲人查老师向我们
提问。大家纷纷举手发言，有的
说：“魔方有各种形状。”还有的
说：“我知道有二阶魔方、三阶魔
方和金字塔魔方。”在了解了我
们对魔方的认识后，查老师向我
们介绍了魔方的起源和历史，并
指导我们如何正确玩转魔方。
接着，查老师带领我们进行实际
操作，我们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
学习如何复原三阶魔方。“我第

一次成功复原魔方，真是太神奇
了！”一名同学兴奋地说。她边
说边用手指转动着手中的魔方，
而旁边的同学也在争先恐后地
交流自己的操作技巧。整堂课
时而安静，时而传来成功的喜悦
声……
三（3）班 刘沫欣 指导老师 杨小清

这次活动中，老师向我们展
示了多种不同的魔方，包括枫叶
魔方、金字塔魔方、镜面魔方、风
火轮魔方等。此外，还有创下世
界纪录的魔方。比如，世界上最
贵的魔方，其价值高达一千万美
金，整个魔方由黄金和钻石制
成，金光闪闪，非常耀眼。老师
还介绍了世界上最大的魔方，需
要五个人才能围抱，非常壮观。

在活动中，老师让我们亲身
体验，随机发给我们几个被打乱
的魔方，然后迅速复原。老师在
短短几秒钟内就能将杂乱的魔方
复原，令人惊叹。借此机会，老师
还向我们简单讲解了金字塔魔方
的复原方法，让我们在实践中学
习魔方的知识。

三（8）班 梁恺瑞 指导老师 王茜

当老师搬着一个大大的透
明箱子进来时，我们的目光被其
中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物体
吸引了。有的同学兴奋地叫道：

“是魔方，是魔方……”另一个同
学好奇地问：“我们今天要玩魔
方吗？”

老师将魔方整齐地摆在讲
桌上，每个魔方都有其独特之
处，有长方体的，有正方体的，还
有三棱锥形状的……大小也各
不相同。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
了魔方的知识，我们都急切地想
要体验。

我们这组分到了一个三棱
锥形状的魔方，它的外形像金字
塔，由四种颜色组成。当我拿到
它时，就爱不释手，不停地摆弄，
但色块就是不听使唤，四处乱窜，
让我感到束手无策。

老师走过来对我们说：“拼好
魔方是有技巧的……”说着，老师
拿起魔方，左右旋转，轻轻松松地
就将魔方复原了。同学们纷纷围
拢过来，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我
们按照公式，终于完成了自己的
魔方复原，教室里顿时充满了同
学们的欢呼声。

三（8）班 牛艺博 指导老师 王茜

近期，小记者们纷纷走进怀德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启一场场别
开生面的文化之旅。在这里，他们成为“小小李时珍”，探索中医药的
奥秘；他们亲手体验活字印刷术的古老智慧；他们还创作独特的烧箔
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小记者的脚步，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见证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在课堂上，同学们纷纷举手，争相
回答问题，现场气氛活跃。我们学习
了中医的四大诊法——“望、闻、问、
切”，并在中医姐姐的带领下，探索了
穴位的奥秘，体验了舌诊的神奇。同
时，我们还掌握了一些简单的医疗技
巧。中医姐姐耐心解答了我们在饮食
方面的疑问，并传授了中医舌诊的知
识，比如我发现自己有草莓舌苔，表明
脾胃火气较旺，建议我多吃易消化食
物，并常煮小米粥来养护肠胃。

随后，小记者们动手制作香囊。
先将准备好的锦袋取出，填入艾草，然
后束紧袋口，一个个既美观又实用的
香囊便完成了。整个活动中，小记者
们表现积极，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活动
非常有价值。未来，我们可将今日所
学到的舌诊知识应用于生活，为家人
和朋友提供健康建议和指导。这次中
医文化的学习之旅，让我们受益匪浅。

紫云小学二（6）班 刘诗林

周末，我参加了在怀德苑社区二
楼举办的现代快报小小李时珍活动。
进入会场，我们迅速找到座位坐下。
一位身着美丽服饰的中医师为我们授
课，我们听得非常入迷。

中医师向我们介绍了中医的四大
诊法——望、闻、问、切，并讲解了舌诊
的知识。舌头与不同的脏腑相对应，
通过舌诊可以了解身体哪些部位需要
调理。例如，舌苔发黄可能意味着肝
火旺盛，应少吃辛辣食物；舌苔发白则
可能是湿气重、脾胃虚寒，应少吃冷饮
和寒性食物。中医师观察了我的舌
苔，指出我脾胃虚弱，建议我少喝牛
奶。这几天我照做后，感觉肚子确实
舒服多了。活动结束时，中医师赠送
了我们每人一个装有艾叶的香包，既
防蚊虫又美观。今天，我对中医调理
身体有了初步认识，还收获了香包，感
到非常开心和充实。

河海实验小学四（5）班 丁元铭
指导老师 刘妍

在社区教室里，我和妹妹与其他
小记者们一起聆听了邹老师生动有趣
的讲解，深入了解了活字印刷术的历
史。活字印刷术是宋朝发明家毕昇发
明的，比德国的印刷术早了大约 400
年。现代的排版印刷正是基于活字印
刷术发展而来的。活字印刷术经历了
泥活字、木活字到金属活字的发展过
程。

在老师细致的讲解和有趣的互动
之后，我们迎来了我最期待的环节
——体验活字印刷。虽然我表面上看
起来平静，但内心却激动不已。终于
轮到我了！我选择印刷一幅可爱有趣
的年画。我先将小滚筒均匀地滚上黑
色墨水，然后小心地将墨水均匀地涂

在印刷版上，确保边角都涂满。接着，
我把一张红色宣纸谨慎地覆盖上去，
用手按压，然后用大滚筒滚过，使油墨
均匀地印在宣纸上。我固定宣纸，不
让它移动，反复几次后，小心翼翼地揭
开宣纸，一个喜庆可爱的胖娃娃形象
便清晰地呈现在纸上。

怀德苑小学四（2）班 朱墁苓
指导老师 夏丽萍

文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
物，但同学们是否知道这些文字是如
何产生的？了解活字印刷术吗？今
天，我和姐姐以及许多现代快报的小
记者们一起来到了怀德苑社区，亲身
体验了活字印刷的乐趣，揭开了其神
秘的面纱。在邹老师的详细讲解下，
我了解到活字印刷术是由北宋的毕昇
发明的，最初是泥活字。后来，印刷术
发展出了木活字和金属活字，而金属
活字中的铅活字起源于我们常州。认
真听完讲解和互动，我最期待的体验
环节开始了！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给
印刷版均匀涂上墨汁，小心翼翼地盖
上宣纸，轻轻按压，然后用滚轮均匀滚
动。哇！当我掀开宣纸，发现印出的
是古诗《登鹳雀楼》。看着宣纸上那苍
劲有力的文字，我感到满满的成就感。

怀德苑小学二（9）班 朱奕宁
指导老师 钱怡

北宋年间，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其
制作步骤包括捏、烧、写。泥活字数量
多，查找不便，人们便将其按顺序排
列，方便查找，类似于现在的“查字
典”。后来发明的木活字有缺点，容易
变形、发霉，因而铅活字随之产生。后
来还出现了铜活字，但铅活字最常
用。这次活动让我学到了新知识，我
以后还会参加小记者活动，学习更多
知识。

怀德苑小学三（6）班 吕佳怡
指导老师 何玉环

秋天的午后，空气清新凉爽。下
午，我和同学一起参加了快报小记者
举办的“烧箔画”活动，我们都很激动。

老师告诉我们，烧箔画是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将金箔融入绘
画的艺术。烧箔画制作包括绘图、上
胶、贴箔、扫箔、封层、装裱六个环节。
我们紧跟老师步骤，用铅笔描绘图案，
我画了一幅秋日小鸟图。大家专注地
制作，金属箔在纸上舞动，仿佛在诉说
着作品的独特与历史感。

作品完成后，我们兴高采烈地回
家。阳光下，我的《秋日小鸟》烧箔画
显得格外美丽。我相信外婆收到这份
特别的礼物，心里一定会感到温暖。

怀德苑小学二（1）班 张嘉泓
指导老师 潘燕萍

古韵新声：传统技艺探索侧记
怀德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非遗系列活动

指尖飞扬玩转魔方
武进区实验小学分校开展主题体验活动

它是智慧与创造力的火
花碰撞点，每一次旋转、每
一次尝试，都是对逻辑思维
与空间想象能力的极限挑
战。10 月 31 日中午，常州
公益助学联合会·现代快报
邀请指尖魔方的查老师走
进武进区实验小学分校，带
领同学们用双手“编织”出
独一无二的解谜之旅。

小记者体验活字印刷

现场体验魔方复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