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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小学生寒假是学期的延续，也是新年的起航。小作者们畅谈自己理想的寒假生活，字里行间，

既有对往日生活的回望，也有对未来时光的期待。在期待之中明晰目标，坚定前行。在旅行中，抵达现实中的远

方；在阅读中，抵达精神世界的远方。

随着腾讯会议里最后一句“同学们再见！”落下尾

音，寒假生活就这样悄然拉开序幕。

也许一直放假在家没有场景的切换，或是作为高

三学生假期的短暂和作业，并没有让你抱有多大的惊喜

和期待，但假期总是比一复一日更让人放松和欣喜。

阳光透过窗帘浅浅地落在你身上—并不用像上

学一样起得很早，可以睡到自然醒。起得晚并不被我认

为是浪费时间，良好的睡眠可以帮助你一整天都拥有

良好的状态。

拉开窗帘，阳光洒进卧室，缓缓起身刷牙洗脸，保

持整齐洁净。这种干净从来都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

人。妈妈早已为你准备好了早餐，包子和粥还是牛排意

面，根据你喜欢的健康食谱来执行。

正常吃饭流程过后，写作业完成学习任务自然是

必不可少的一大环节。假期的作业更加灵活—可以

自由支配时间，每天规律性地完成自然是最佳选择。同

时，可以放缓思绪，提取出自己的问题和易错点难点，

逐一突破，利用假期时间解决个性化问题。并不需要多

紧张，只需要提高效率即可。

充实的一上午也就这样过去了。中午小憩一会儿，

下午再执行几小时学习计划，今日任务就完美完成。望

着外面阳光明媚，怎能忍住不出去放松一下身心？换好

运动鞋，穿好运动装，对着蔚蓝的天空拍张照，再放下

手机，简单地做一个热身活动，用跑步开启活力满满的

一下午。

散步着回到家，大概已经到了晚饭时间。妈妈做了

你喜欢吃的菜，爸爸招呼着你来吃饭。落座，点开一部

喜剧电影，欢乐地和家人讨论剧情。欢腾的时间结束，

你也要承担洗碗的工作，这大概也是你成长的一个标

志和责任。

晚饭后的时光也无需浪费，依偎在沙发上翻开喜

欢的书也是人生一大幸事。根据自己所读的书，放一首

适合的歌曲更为温馨。当然，中途也免不了拿起手机，

和朋友交流这一天的经历；点开浏览器看看今天的新

闻—无论是八卦或是国家大事；打开视频软

件看看喜欢的博主又更新了什么。平常的一天就这

样平常地过去了。

三五好友成群出游也是必不可少。无论是底蕴

厚重的博物馆，还是休闲娱乐的电影院，无疑都会

增长你的见识、开拓你的眼界。把别人的故事加到

自己的体验中，及时记录下你的感受与思考，或许

在某次考试中就帮了你的大忙。

当然，每年寒假最最期待的还是充满年味的

春节。在这段时间，你仿佛进入了“桃花源”，似乎

所有一切都可以为春节的快乐让道。痛痛快快地

享受陪伴家人的时光也未尝不是一种最解压的方

式，让你暂缓上一年的失望与下一年的压力，沉醉

于贴春联、收红包、逛庙会、滑冰的快乐……过完

了最重要的日子，又要重新投入沸腾的生活，我们

又满怀期望地前行。

这样平凡琐碎又充满意义的生活，就是我理想

中的寒假生活。

教师点评（指导教师  胡人杰）：

作者从一天的时序中将自己的寒假生活呈现

在我们面前，不管是慵懒地睡个懒觉，再完成寒

假作业，还是和家人其乐融融地聚餐、和三五好

友结伴而行，都能够看出作者平凡却又充实、温

馨的生活。不同于很多人的“宅”，作者将自己

的寒假生活也放到了户外，让我们走出疫情的

阴霾，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阳光，这座城市古

老的底蕴。当然了，寒假是离不开中国最隆

重的传统节日— 春节的，一同沉醉于

春节的文化习俗，一同品味春节的热闹

与喧嚣，又何尝不是这个假期能带

给我们的享受呢？

平凡琐碎又充满意义的生活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三10班 周芷冰

提 起 寒 假，最 让 人

兴奋的就是过大年。而今

年的新年将是我过的最特

殊的年，因为11年来我将第

一次在老家过年，对此我无

限期待。

我的老家在东北松花江

畔，那里有神秘的长白山，有

肥沃的黑土地，白山黑水，

人杰地灵，是全国人民的粮

仓— 著名的“北大仓”。

我 听 到 爸 爸、妈 妈、哥 哥

提 到老家的鹅毛 大雪，迷

人 的 雾 凇 ，美 味 的 大 乱

炖……这些都令我心生向

往。在中国人心中春节早

已成为阖家团聚的代名

词，家人们将从祖国的

四面八方回到家中，坐

在 热 炕 上 欢聚一堂，

聊聊自己这几年的经

历，给 予 亲 人 新 年 的

祝福……

妈 妈常说 老 家 吃

穿住行 都 特 别健 康 环

保 。吃 的 米、面、菜、

鸡、鸭、鹅、猪，都 是自

己家产的。东北一些美食

也 独 具 特 色，黏豆包、杀 猪

菜……这次去我一定要尝一尝大

娘做的杀猪菜。酸酸脆脆的酸菜搭

配上薄如纸的白肉，铺上一层鲜嫩多汁

的暗红色血肠……一锅炖煮得十分入味的杀

猪菜，鲜香美味，肥而不腻，想着都流口水……在

老家我还可以看到做杀猪菜的整个过程，这让我尤其期待。

我还要睡睡东北的大火炕，妈妈总说热热的火炕熨帖着身体

很舒服，爷爷多年的老寒腿都能烙好。取暖的土炕和火墙烧

的是玉米杆和玉米瓤子，既低碳又绿色环保……我已经迫不

及待地想看到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的场景。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最吸引我们的除了吃，还有

玩。大东北冬天的娱乐项目多得数不过来：冰灯，滑冰、滑

雪、冰滑梯、踩高跷、扭秧歌、挂灯笼、放鞭炮、溜冰、打冰

球、汆糖葫芦……有几项我必须要体验一下。在众多游戏中

费力气最大的应该是抽陀螺，在厚厚的冰面上用绳子使劲

儿抽打它，陀螺就跟转圈式的永动机一样，一直转下去停不

下来，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蒸蒸日上。最受孩子欢迎的

项目应该就是滑冰，爸爸早已经给我订好了冰车，我恨不得

现在就坐上冰车体验在冰面上飞翔的感觉，去感受冰雪的乐

趣。我还想在大年夜放鞭炮放烟花。因为我很少见到鞭炮，

只在电视上看到烟花，想象着烟花在空中绽放，那样绚烂，那

样美丽，我要放个痛快，让美丽的烟花带着我们对新年美好

的期盼飞上天空。

说起东北另一个特色项目—大型冰灯展。那定是要去

看一看的，冰灯是流行于中国北方的一种民间艺术，也是冰

雕艺术的一种形式。冰灯有各种各样的样式，如长城式、城

楼式还有城堡式，其中最好看的就是长城式，在冰上打上绚

丽的霓虹灯，显得长城更加气派、宏伟。白的雪，红的灯笼，

透明的冰，妈妈说，那样的场景空灵、唯美又梦幻。

我准备把自己在老家的独特体验记录下来，发挥我的特

长，制作成影片，回到学校后与老师、同学们分享，让大家和

我一起了解东北独特的民俗文化。老家的新年，健康快乐又

特别！是我最理想的寒假生活。

教师点评（指导教师  草桥小学海阔）：

小作者将自己的寒假生活与春节、与回家过年紧密联系

起来，通过采访家长、查找资料了解了老家过年的习俗、特

色，规划出了自己的寒假生活。字里行间充满着对阖家团聚

的渴望、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对丰富多彩的过年习俗的向往。

他的寒假生活的确健康、快乐、充满意义！

品味东北民俗 阖家团聚过大年 

草桥小学 五4班 孙浩朗

小禾畅想
我我理想理想的寒假生活的寒假生活

《癸卯和春》迎兔年 
《癸卯和春1-4》是读唐代宋之问的《灵隐寺》有感之作。2023

年是癸卯兔年，桂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树，玉兔是月中神兽，诗中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诗情浓时画意显，作者将亭山有意、流

水含情的诗意使用黑白木刻版画表现出来。星辰与河流、玉兔与中国

南北建筑结合，在呈现诗意美的同时展现中国建筑独有之美。祝福我

大美中国，祝福我挚爱的朋友们，“兔年大旺，金玉满堂”。

丰台区少年宫王晓珺老师为孩子们讲授关于

非遗木刻版画和中国年俗文化的知识，用手中的

刻刀将中华年俗文化—庙会中的精彩瞬间凝固

在黑白木刻版画中。木刻版画《赶庙会》系列作品

《金龙跃舞向骄阳》

《癸卯和春-1》 《癸卯和春-2》 《癸卯和春-3》 《癸卯和春-4》

《国泰年丰》 《时来运转》 《吉庆有余》 《龙腾飞.民安康》

《赶庙会》

“有朷之间”木刻版画工作室

 朷语—尽染无限可能

  木刻版画工作室创建于2007年，2017年正式命

名“有朷之间”木刻版画工作室。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版

画美育与教学的研究与应用。我们根据少年宫学生的年

龄、兴趣特征、学习能力，研发适合的版画教学课程体

系。工作室课程结构和设置上由基础班、发展班、创作

班组成，形成阶梯式教学班逐级推进的课程体系。工

作室一直在以探索“自主、合作、探究”课堂教学模式

的基础上，在教育教学形式、教材选择、艺术创作上

不断的“融合、创新、实践”。版画教学所蕴涵的这

些积极的教育价值也正是新时代的教学模式所追

求的。2019年“有朷之间”木刻版画工作室正式

挂牌为杨宏伟版画艺术传承与教育基地。

工作室利用学习传 统 木 刻与现代 木 刻

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秉承石涛（清）提出

“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

的观点,引导学生的创作紧跟时代

风 貌,通 过“刀”笔在作品中

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鲜

活的生命力。

中国的木刻版画就已知的史料证明已经有1100多年，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木刻版画都要早，

中国是木刻版画的发明国。木刻版画的创作以刀代笔，作品突出“刀味”和“木味”，造型与其他姐妹艺

术略有区别，在它悠久的发展过程中有着辉煌的成就，他是中国造型艺术中的重要一门。早在2006年木

刻版画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非遗木刻版画

表现的是中国传统年俗活动中的庙会一瞥。年节

时人们四面八方赶往庙会，吃串糖葫芦看看吹糖

人，看那踩高跷的艺人和上下翻飞的彩龙多威武，

听那拉洋片的摊位上锣鼓声、瞧相声台下笑掉大

牙... . . .学生的思绪随着我的引导纷

纷勾画出一张张精彩的画面，孩

子作品中黑白版画语言应用得当，场景描写概括，

人物形象生动；学生通过染色技法对画面进行上

色，使黑白画面更加喜庆。

非遗木刻版画创作是将认识美、寻找美、创作

美结合在一起，通过传统文化的分享，认识文化中

的美；通过交流讨论，寻找生活中的美；通过创作实

践，装点美的生活。通过木刻版画创作师生一起浸

润在中华文化中学习、充实、成长，我们将在中国传

统文化的滋养中获得生命的智慧、成长的动力。

学生作品

图/文 丰台区少年宫 王晓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