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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童老师给同学们展示了三种不同风格的典型凤凰图腾，然后请同学说

一说它们在造型上的不同之处。大家观察得特别仔细，发现线条粗犷的图腾显得

很有气势，线条细腻流畅的图腾给人轻盈活泼之感，而唐代的凤凰则高贵华丽。

课堂现场

版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种类很多，是集绘画、手工制作于一体的艺术形

式。漏印版画便是其中一种，它比较容易上手，能印制在各种不同的物品上，为生

活增添美感。这期，让我们走进浙江龙游县詹家小学童老师的课堂，体验一下版画

艺术的美与趣。

上课铃声一响，只见童老师身穿凤凰装，头戴凤冠，不疾不徐地走进教室。

她的这一装扮吸引了全班同学的目光。在同学们的赞叹声中，童老师带着大家开

启了这节课的旅程。她先给同学们播放了一个短片，短片中的人们和童老师穿着

一样的衣服，他们有的在打麻糍，有的在跳竹竿舞，有的在制作文创产品……好不

热闹。

看完短片，童老师提问：“你们猜一猜短片播放的情景发生在哪里，老师这身

衣服又是哪个民族的传统服饰。”

“老师，您的衣服是畲族的。”一位同学脱口而出，他还兴奋地介绍，“我来自詹

家镇的浦山村，这里也叫畲族村。

这两天，畲族村正在举行一年一度

的‘畬乡印迹———文创节’呢！”同

学们听后很羡慕，纷纷表示好想去

参加。

童老师趁机向大家展示了从

文创节上带来的文创作品，并笑着 童老师带来的作品

凤凰图腾发展过程

阴童婷燕 文 /图 姻陈淑婷 插画

说：“别急，同学们，文创节大使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涵，他们希望你们帮忙设计文创

节作品，送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你们愿意吗？”

“愿意！”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那我们一起把畲族人喜爱的凤凰图腾展现在文创作品上。”童老师说。

于是，童老师又播放了一段视频，让同学们了解畲族人对凤凰的情感，追溯畲

族凤凰图腾的由来。童老师告诉大家，凤凰不仅是畲族的图腾，也是中华民族的

吉祥神鸟。她还简单介绍了凤凰图腾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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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欣赏

那要怎样把凤凰图腾印在纸袋、扇子或者卷轴上呢？童老师开始示范。她拿

出一张 250克的素描纸，先内后外剪刻出一只漂亮的凤凰，再用少量双面胶将

剪纸凤凰贴在待印的扇面上。“接下来，老师要开始印制了，你们可要看仔细

哦。”童老师一边说着，一边选取、调和丙烯颜料，然后用海绵蘸取颜料以按压

的形式直接上色。“上色时，颜料不宜太多，避免厚重。”童老师补充着。待颜料

干一点后，童老师把剪纸凤凰取下来，一件将凤凰图腾漏印在扇子上的作品便做

好了。

童老师课堂示范

接下来，就到了同学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大家选取自己喜欢的凤凰图腾，仔细

剪刻。在选颜料时，有的选了同类色，有的选了对比色，有的在彩色中加入了一点

白色……同学们一个个都变成小小艺术家，专注创作。

很快，一件件凤凰图腾漏印版画作品便在同学们的手下诞生了。在这节课中，

大家不仅体会了用漏印版画的方式进行凤凰图腾创作的乐趣，还感受了畲族民俗

文化的魅力，在实践中热爱传统艺术，热爱家乡的风土人情！

（文中学生作品由浙江龙游县詹家小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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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未来

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展出了不少苏绣
精品，还有一些苏绣主题的绘画作品。我正好采
访一下来看展的游客。同学，你好！我发现你看这
幅画好久了呢。

我在创作这幅画时，想到了苏绣和凉亭，我把两者结合起
来，以博物馆为场景，配上蓝色，就是一幅苏绣山水画啦。

漫 采访手账阴杭州市行知小学 603班 李煜然 图 姻点 点 文 /插画

（指导老师 吕雨芯）

是呀，这幅画中的风景十分漂亮，我都忍不住想
去她的画里游历啦！

确实，看得出，这幅画的作者用彩铅耐心地画了
好久。这些笔触很好地表现了苏绣的纹理呢。

我觉得这幅画中的苏绣好有气势！

因为小画家用线条来构图。生活中，我们随处可
见各式各样的线条，线条构图是一种广泛应用的
构图方式。线条有很多种，水平、垂直、弯曲……

作者这里用的是垂直线条喽？

对，垂直线条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线条，可以用它
来画树木、柱子、栏杆等。作者为了强化效果，选
择一些重复的垂直线条元素呈现在画面中。同
时，她注意到画面的结构布局，做到疏密有致，让
画面充满节奏感。

这个创意太棒
了！我希望每
幅画旁边都有
个“点赞”按钮，
那我一定会为
这幅画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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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水乡———柯桥古镇

傍晚时分，古镇成了人们饭

后散步的好去处。人们在庭院里

围炉煮茶，在河边拍照、看风景，

在广场上打球……我最喜欢和爸

爸在古镇的房前屋后玩捉迷藏

了。嘘，小狗别出声哦！

浙东古运河沿线，有一处古镇，青石街面，白墙黛瓦。这个古镇叫柯桥古镇，

已有 1700多年历史。让我们跟着小画家，一起来游览这个古镇吧。

阴浙江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第二小学二（6）班 蒋涵妤

柯桥古镇街区改造后，我们

一家人经常来这里游玩。爸爸载

着我穿行在古镇的石板路上，石

板路起起伏伏，我坐在自行车上，

像坐在小船里一样。古镇一面是

河，一面林立着各种店铺，有臭豆

腐、桂花香糕、萝卜丝饼……真让

人口水直流。

哪里传来婉转悠扬的曲子？

原来是古镇戏台上正在表演越剧

呢。路过的人都停下来观看，人群

中不时爆发出会心的笑声、称赞

声，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还有一些

摊位卖着好吃、好玩的东西，吸引

着游客的目光。

终于坐上乌篷船啦！如果

你来柯桥古镇，有机会的话可

以体验一番乘坐乌篷船的乐

趣。船桨激起的水声，两岸游

客的欢笑声，风从耳边掠过的

呼呼声……在手机里定格成

一张张照片。看，我们一家三

口笑得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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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名片：大家好，我叫蒋涵妤，喜欢画

画、阅读和拉小提琴。我来自美丽的江南古

镇柯桥———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历

史文化名镇。平时一有空，爸爸就带我去

柯桥古镇玩，我用纸版画记录了那里的一

草一木、一砖一瓦。欢迎大家来柯桥

古镇游玩！

（指导老师 蒋建伟）

说起绍兴美食，不得不提绍

兴臭豆腐。在柯桥古镇，随处可见

这种美食，虽然它闻起来臭，但吃

起来香！它色泽金黄，外酥里嫩，

充满人间烟火气。它是我们绍兴

民间的休闲小吃，你如果来绍兴，

可以尝一尝哦。

古镇水道纵横，两岸是高

低错落的水乡民居。萧绍运

河从古镇里穿流而过，与支流

交错在一起，形成了著名的

“三桥四水”景观。在柯桥古

镇，随处可见乌篷船从水面慢

慢划过，岸上的人站在河边看

风景……

我脚下的融光桥，因附近的

融光寺而得名。它为什么能被列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你

看，石桥的每一级台阶都是整块

长条石，桥边古树参天。站在桥上

遥望，白墙黑瓦的房子错落有致，

石板路蜿蜒伸向远方……

2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