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钱江晚报》小记者组织活

动，是前往余杭塘栖古镇采风、超山赏梅花。

坐在大巴上观赏着沿途的美景，心里想杭

州的变化真大啊！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

厦，一条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卧在大地上。大巴

在高架上开着，望向窗外就像“飞”起来一样，车

继续在“彩虹桥”上飞奔，一棵棵生机勃勃、亭亭

玉立的大树站在马路边，从眼前一闪而过。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心心念念的古镇，

领队老师简单交代了一下注意事项跟集合

时间，我们就开始自由活动。我和同学一起

东逛逛西走走，我们在人山人海当中窜，感

觉自己快压成一块烧饼了。

我还是人生中第一次做冰激凌，一家简

单的店铺实现了我觉得不可能实现的愿

望。同时也看到了古镇的房子很漂亮，棕色

的油漆刷在洁白的房屋上可美了，那儿有一

座古老的石桥，拱形的桥洞倒映在水中勾出

一个整体的圆形。

很快到了中午，我们点好名字，坐上大巴

开往下一个地点超山梅园。过了一会儿就到

了那美丽的梅园，看到那一棵棵散发着幽香

的梅树，我迫不及待的想进去，不出所料，拍

完照片我们一个个进了梅园，发现草地上有

好多人在放风筝，仰望天空，一只只五彩斑斓

的风筝挂在天空，给天空增添了许多色彩。

时间如流水一样，一转眼，美好而充实的一天

接近了尾声，今天的旅程真好，有很多的景观

都让人印象深刻，依依不舍！

大桥小学 401班 裘心瑜

难忘的一天

我是一个陶瓷花瓶，我是中国人勤劳与

智慧的结晶。首先我来自我介绍一下：陶瓷

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的重大发明之一，欧洲人一向视中国陶瓷为

无价之宝，所以，他们把陶瓷叫做“china”，久

而久之，“China”成了中国的英文名字，可见，

陶瓷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了。

从古至今，与吃饭沾边的锅碗瓢盆都离

不开陶瓷，还有各种装饰品，都是我们变成

的，尤其以江西景德镇的更为有名，景德镇陶

瓷分有艺术陶瓷、生活用瓷和陈设用瓷，设计

品种成千上万，尤其里面融入了大量的中国

文化艺术，堪比一本上下五千年史啊，可想我

的阅历是如此的丰富呢！

话说我和我的伙伴们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呢？下面让我带小记者朋友们一起进入制造

时空⋯⋯老师们都已经等待在那里了，小伙

伴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好多胚模，分给各个

小记者们，做法也有很多种，有手工制作的也

有机制的，老师今天教小记者们一种“搓条

法”的花瓶制作，然后陶泥在小朋友手里开始

慢慢地搓成条状，围在事先印好的图形上，越

叠越高，形成一个花瓶，这就是“搓条法”，然

后给我整形，刻花，上釉，这几个步骤给我打

扮完成后他们狠心把我放进了 1150℃的烧

炉里历练了 10 多个小时，我从一个丑小鸭飞

升变成了白天鹅，打开炉门的一刹那我迫不

及待地完美绽放了我自己。小记者们在老师

的帮助下看到自己的作品感到非常惊艳，而

我亦是静悄悄地在那里释放属于我自己的那

份美，以及中华五千年的悠悠历史文化沉淀！

我是中国的陶瓷，是国宝，更是中国人

民聪慧的象征，我抬头看着天空默默念叨

“I am china！” 汇宇小学 504班 郑恺睿

我是一个陶瓷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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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早晨6点钟，天还没全亮，我破天荒

地起了个大早。在平常双休日，我才不会起这

么早呢！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要参加小记

者活动。早上七点多，我和妹妹、妈妈来到了萧

山歌剧院门口，等候大巴车的到来。妹妹班上

也有几个同学报名参加小记者活动，所以在大

巴车没来之前我们玩了个痛快。

等了许久，大巴车来了。负责带队的老

师点完名字，我就像猴子一样第一个蹿上了大

巴车。我找了一个比较靠前的座位，这样可以

更加清楚看见一路的风景。没过多久，车开动

起来，我望着窗外永远如新的景色，在敞开的

窗前漂浮而过，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坐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第一

个目的地——塘栖。塘栖古镇位于杭州市北

部，已有 1300 多年历史，在明清时期曾有“江

南十大名镇”之首的美誉。刚到这个地方，我

一眼就看到了一座很复古的桥，后来才知道，

这叫“广济桥”。至今已有 500 多年历史，横

跨京杭运河，势若长虹，全长 83 米，高 13 米，

上下共有 169 级台阶。在这座桥的对面，分

别有3条街。

每条街都卖着各色小吃，味道棒极了！还有

琳琅满目的小玩意儿，让人看了爱不释手。 我

们还参观了古人用的书店，以及塘栖古镇的建

筑物模型，真是古色古香，如诗如画。上午大

部分时间，我们都花在欣赏古镇的美景和享受

美食上了。下午一点，我们在广济桥边集合，

整队乘大巴去下一个景点——超山赏梅。

一进园区，映入眼帘的就是许许多多的

梅花。有白的、黄的、淡粉色的⋯⋯还有一个

梅花小导游在为我们讲解。我大有收获：梅

花分为三大系：真梅系、杏梅系、樱李梅系。

五大类：直枝梅类、垂枝梅类、龙游梅类、杏梅

类、樱李梅类。导游讲了一会儿，就让我们各

自去赏梅了。我找到了一棵开得比较茂盛的

梅花树，在地上捡起一朵梅花闻了闻，淡淡的

香味让人陶醉；花瓣娇嫩润滑，好像精雕过的

玉石一样光亮。

我知道梅花是不怕寒的一种植物，越是

寒冷，花开得越发怒放。它不惧风雪、坚贞不

屈、傲雪欺霜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宝剑

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要想取得优

秀的成绩，我们必须具备梅花的精神。

下午四点，我们坐上了返回萧山的大巴

车。此时我心依然沉静在游玩过的美景中，

不由自主地轻轻叹息：如果能留住时光该多

好啊！ 明德学校 501班 王佳桐

春游记

星期天下午,我和爸爸来到了随心陶艺

中心，体验《钱江晚报》小记者团组织的亲子

陶艺活动。

刚进门，老师就说：“我们先去参观一下

别人做好的陶艺成品吧”。在老师的带领下

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些成品会是什么样子

呢？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当这些成品

摆放我眼前的时候，我想这些作品怎么这么

的精致生动！有水杯、笔筒，还有 12 生肖的

动物，真是栩栩如生啊！转身我一眼看到摆

放不是很高的地方，有一对用陶泥制作成老

夫老妻的塑像，他们好像正在说笑着，真是

非常生动形象。我想这塑像的作者一定很

喜爱陶艺制作，不然怎么能做出这么好的作

品呢？

来到了摆放各种各样陶艺工具的桌子

旁，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第一次陶

艺制作。首先，老师说我们从最简单的泥

条开始做，自由发挥。我想做个花盆吧！

我先做 3 个圆形的底部又揉了许多泥条，

然后一圈圈地围上去，找来带有小花图案

的模具刻出了几朵花，贴在花盆的周围。

我抬头看看同学们做的都各不相同,大家

都开心地笑起来。

最后老师又带我们去体验了电动陶艺拉

胚机，同学们都兴致勃勃动手试了试，拉胚机

转得很快，没有一点技术还真是不好控制呢，

真是很新鲜刺激。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匆匆，我怀着意犹

未尽的心情结束了陶艺学习体验，这次陶艺

制作，让我对陶艺这个已有几千年文化的工

艺，有了更深一点的体会和认识，真是一次很

棒的体验！

明德学校 303班 巢哲

学陶艺制作

星期天一大早，老妈告诉我下午“钱江晚

报小记者团”要组织一次亲子陶艺体验活

动。听到这个消息，我既紧张又兴奋，这是我

回到萧山后第一次上陶艺课。

午饭过后，我和老爸坐上了 300 路公交

车前往目的地——汇金广场 B 幢 5 楼随心陶

艺。走进陶艺教室，我看到窗台、展示架上摆

着各种各样的陶罐，有圆的、有方的、有大的、

有小的⋯⋯老师告诉我们：“同学们，你们只

要认真学习制作方法，就可以制作出满意的

陶艺作品。”接着，老师向我们大略介绍了陶

艺的工具和制作的基本方法。15 分钟后，老

师宣布制作陶艺正式开始。

今年是狗年，老妈是属狗的，我要制作一

件礼物送给她。我用擀泥杖压出一个打底座，

用手搓成一根根泥条围成高高的城墙，用刻刀

制作了四门大火炮，最后在底座上刻上“狗年

大吉”四个大字，我的作品完成了，取名“狗年

防兽塔”，送给老妈，希望她一切顺顺利利。

这次陶艺之旅虽然短暂，但让我体验了动

手的快乐，也让我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真是有

意义的一次经历。 育才小学 201 陈沐轩

陶艺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