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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小记者
B15

这个季节还有葡萄吗？面对问
题，我们几位同事一致回答：“没有。”现
在的红薯心有几种颜色？“红色、白色、
紫色的。”大家再次回答的信心满满。

看，住在城市知识局限了吧。

这个季节依然有葡萄可摘，因为它
们是分好几茬成熟的。关于红薯，
至少有8个以上的品种可刨，这就是
物种的多样性吧！

本周日，咱们就一起摘葡萄、刨

红薯去。干点农活，学点知识，搞点
吃的，再晒晒秋日的暖阳！需自驾
哦！报名电话：13838049210。（加入
晚报小记者，即可随时参加各种活
动。电话：67897655。）

小记者活动召集帖：

本周日，摘葡萄、刨红薯去

夜访国学名师
晚报小记者感叹“如饮醍醐”
10月18日晚，9名红领巾记者团小记者在河南饭店采访了
傅佩荣、张颐武、聂振弢3位国学名师。在随后小记者的来
稿中，用“如饮醍醐”来形容本次采访的感受。大家具体学到
了什么，看报道。

让祖国的精华成为自己的东西
红领巾记者团 百炉屯小学六年级 陶玉辉

聂振弢爷爷是南阳师范
学院的教授。他首先为我们
讲解了“国学”文化，他说：“国
学就是中国的学问，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

对于如何学习“国学”，聂
振弢爷爷的观念是：集中识
字，经典启蒙，诗颂入教、礼乐
并兴。他鼓励我们从小就要
读《三字经》《百家姓》《弟子
规》《论语》《孟子》等一系列书
籍，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

聂振弢爷爷口中的“好文章”
指的是“不加优美词句，写个景
点，也能让人读着朗朗上口”。

确实如聂振弢爷爷所说：
“读三百千，可读书。”只有了
解我们中国传统精华，才算是
真的会读书，会写作。国学经
典，会伴随着我们的成长，一
直走下去。

张颐武叔叔是著名评论

家、文化学者。他应邀参加
“汉字英雄”栏目也有一段时间
了，他告诉我们：“现如今许多
人都在用拼音打字的方式传递
信息，虽然方便了生活，却也退
化了我们对汉字的认识。特别
是对于学生来说，祖国的未来
需要你们，而你们却连最常见
的字都是提笔就忘，这哪行
呢？”他建议我们：要多看书，多
识字，多练习，再忙也要挤出时
间来阅读，功夫关键在课外。

他还告诉我们，因为对汉
字的重视，他成为儿子的榜
样，他儿子现在对汉字的理解
力也在逐步加强。

4 个小时的采访让我受益
匪浅，原来我们的国学是这样
的宽广，我们的汉字是这么的
奇妙、经典。中国祖先们智慧
的结晶，我要全部学进脑子里，
使它们成为我自己的东西。

说起国学，我并不陌生，
我从 3 岁开始上国学班，一直
学了 4 年，学习背诵了《弟子
规》《三字经》《论语》《大学》

《中庸》《易经》等。现在有机
会向国学名师请教，确实非常
兴奋。

张颐武老师是《汉字英雄》
的评委之一，我们小记者对他很
熟悉，也是他的粉丝，请教的问
题范围也集中在“汉字”上。

我问张老师：“很多同学
上课，他记课后生字；读完课
外书，他只记书本的内容，从
来不记书本的生字，怎么办？”

张老师首先肯定这个问题
问得好，然后建议先把课上好，
跟老师学好，字有老师讲。在

读课外书时，常用字典，把不熟
的字、好词好句记到本上，然后
查字典，这样对学习有用，看
书、上课、预习等，都用《新华字
典》，把字典放在书包里，要经
常用。一辈子学，小时候多学，
到老的时候也要经常学，俗话
说“活到老，学到老”。

采访一直持续到晚上 11
点，在回家的路上，老爸说：

“感觉怎么样？如饮醍醐吧！”
《汉字英雄》又开始啦，我

还真不会，不怕，国学名师有
建 议 ：回 家 查 字 典 。 醍 醐

（tíhú）古时指从牛奶中提炼出
来的精华：如饮醍醐。

今天晚上零距离向3位国学
名师请教，还真是如饮醍醐啊！

访谈实录：看漫画书笑笑即可
红领巾记者团 建设路二小六年级 夏铖章

小记者：老师您好！请问
您的爱好是什么？

傅佩荣：我喜欢打篮球、
听音乐。不过现在打不动了，
就更喜欢听音乐。

小记者：那您爱看什么书呢？
傅佩荣：在我们那时候没

有漫画书，我就看一些故事
呀，小说呀。

小记者:那您推荐我们看
什么呢？

傅佩荣:你们可以看一些
推理小说，侦探小说或者是科
普小说，最好别看那些言情小
说或者是武侠小说，要看就看
些让自己动手动脑的书。

小记者:老师，我最喜欢看
侦探小说、科普小说。那些有
知识的漫画书行吗？

傅佩荣:那要多看有知识
的部分，其他都是笑笑而已。

小记者:谢谢老师！

玩儿中学，学中玩儿

小记者发现自救自护“真重要”

10月20日，红领巾记者团小记者20余人分两批来到市妇幼活动中心，参加了这里的未成年
人自救自护体验学习。
体验现场，孩子们大呼过瘾，表示“玩儿得很爽”。从大家传来的稿件看，这次“玩儿”的意义显
然不同于平常，幼小的心灵里都种下了“安全”的种子。

星期天，我们红领巾小记
者团来到郑州市未成年人安全
自救自护教育基地，在赵老师娓
娓动听的讲解之下，我开启了一
段令我终身难忘的奇妙旅程。

我们第一个体验的展台是模
仿驾驶员，我脚踩着油门，手握着方
向盘，汽车在马路上有时左拐有时
右拐，当一个驾驶员可一点也不轻

松，遵守交通规则就更重要了。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火灾

自救演练，当发生火灾时，我们
一定要保持镇定，首先要用手试
探一下门是否很热，然后用湿毛
巾捂住口鼻，匍匐前进，沿安全
通道逃离现场。我还体验了脑
电波球、雷雨天气怎样防雷、学
打了110、119报警电话等。

地震海啸可能离我们很远，
但很多小事就在我们身边，我们
可以随手做到，比如不乱丢垃
圾、别把电脑屏幕开得那么亮、
节约每一张纸，要知道一吨废纸
可以做成18万支环保铅笔噢!

这一次我有很大收获，遇
到特殊情况怎样逃生自救，到
学校我要告诉我的同学们。

来自救自护基地收获生命之盾
红领巾记者团 郑州三中初一 鲁嘉豪

周日上午，我来到郑州市
未成年人自救自护基地。

根据老师的指点，我们上了三
楼，从楼梯扶手这点，我就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专门为未成年人设计的。

1000 平方米的体验场馆，
五大特色展区，人防、消防、环
保、自然灾害、健康知识一应俱

全。这是一座具有知识性、体
验性、趣味性和时代感的教育
场馆，运用声、光、电等高科技
手段，模拟了有可能引起儿童
安全问题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
象，营造出逼真的体验环境。

走进这里，我们将在安全知识
的海洋中畅游；走出这里，我们都会

收获一个生命之盾，学会保护自己，
关爱他人，珍惜人类赖以生存的地
球。这就是我对整个基地的评价。

虽然我有点纪律不好，但是
老师讲解的东西还是都听进耳
朵里了。比如运动前不能吃牛肉、
猪肉什么的，容易导致消化不良。
还有单脚跳不会被高压电电到。

一次报警模拟训练
红领巾记者团 绿都城小学三年级 张欣语

10 月 20 日 9 点，我和其他
几位小记者来参加未成年人自
救自护学习体验，令我印象最
深的是“报警模拟训练”。

显示屏上模拟的场景是：
夜深了，一个小男生独自回家，
突然出现一个坏人出来抢劫，

这时，画面出现一位女警察让
小朋友模拟报警。

“我看到有人抢劫。”警察
问：“地点在哪儿？”我回答说：

“在中州大道。”警察又问：“你
的名字是什么？”我又把名字告
诉她。她说：“好的，我们会尽

快赶到现场的。”接着警车来
了，警察把坏人抓住了。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体验，
我学到了很多自救自护知识，
亲自体验的感觉很有趣，印象
特别深刻！小朋友，如果你有兴
趣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