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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小记者
A27

加入红领巾小记者的几种途径：
1.拨打电话：67897655，登记你的个人信息；2.加QQ群：315480220，在线获得活

动信息；3.关注微信公众号：郑州晚报小记者，了解我们。

■提醒

无题
（参加小记者在曼哈顿商业

街1115号陶艺活动有感）
红领巾记者团 蔡梦昕 蔡梦

楠 大学路小学四年级
脸是泥
双手托着
源自内心
眼与眼
对视
静与动的笔法
黄与绿的色彩
这旋转的精灵
便有了
生命
四月如歌
在泥的香韵中
完成了
最后的落款和署名

通过这次的制作让我明白了，失败乃成功
之母。不能因为一次的失败而否认自己。而且
做事要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不半途而废的态
度才行。同时还让我明白了，做事不要光看别
人的外表风光，而要看人家在平时的努力。

红领巾记者团 梅子童 纬三路小学
五年级

做陶艺，实不易，想做好，需常练。俗话
说：“熟能生巧。”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容易的，工
作人员娴熟的技巧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好的，
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认真对待，机会总是留给有
准备的人。

红领巾记者团 刘馨蔚 经开区实验小学
五二班

通过这次活动，我悟出了一些道理：人如
果不听话，就会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有时还
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社会上有一些人会因羡
慕某些人而想害他，我们一定不要做这样的
人，也不被那些人所气，可能他正想让你生气。

（话外音：因为没有认真听老师讲，他第一
次没做成，所以有了第一句感悟；有位小记者跑
来把他的作品弄坏了，于是有了第二句感悟。）

红领巾记者团 夏铖章 建设路二小六
年级

■说吧

做陶瓷，看着简单做着难
小记者“玩泥巴”也有许多感叹
泥巴也能玩出花样来？那是必须的。
虽然我们的“china”就是陶瓷的意思，虽然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陶瓷制
品，虽然郑州满大街有大大小小的钧瓷店，但制作陶瓷这件事儿距离大家
的生活依然很远。
清明三天假的最后一天，我们
小记者来到曼哈顿商业街的小
店“北岸线”里，亲手体验了一
把陶瓷DIY。
有同学在文章里写道：“说不定这
是我迈入艺术大门的第一步。”
真说不定哦！
郑州晚报记者 张柳/文 马健/图

陶艺——失败中站起的风骨
红领巾记者团 王卓洋 郑东外国语中学八五班

从工作室领了件黄色围裙和一块白泥
后，老师细心地教我先把泥放在旋转的电
动操作台上，用水把手掌润湿，轻轻合住泥
坯按压，把空气挤干净，中间不时让手蘸
水，最重要的是找中心点，待泥坯像一只倒
扣的碗时，先用一个手指轻按中心点，一个
小洞就在旋转的泥坯上形成了。再蘸水，
两个手指轻放进去，提升、拉拽，洞越来越
大。变换手指动作，修整，一件漂亮的几乎
透明的白色杯体就完成了。老师做的动作
流畅、安稳。我一上手，轮盘转太快，白泥
一下被甩出来，溅了我和边上小伙伴一身，
真是“看花容易绣花难”！

“没关系，转慢一些，先练练，找找感
觉。”老师不停地安慰我。

慢慢地，白泥在我手上开始有了生命，
有了灵魂，我也感受到无穷的乐趣和阵阵
惊喜。在我的不断尝试下，一件类似笔洗
的“东东”诞生了！

定目标，付诸实施，不放弃，终有所
成！那一件件陶艺，不就是一次次失败后
希望的风骨吗？

（小编点评：陶瓷与风骨放在一起感觉特
别搭。王卓洋同学对现场描写的那一段很精
致，新闻稿件中常常需要描写现场，这样读者
才可以通过还原环境来建立认知哦。）

不一样的“玩泥巴”
红领巾记者团 桑瑜 伊河路小学四（二）班

爸爸妈妈经常说，他们小时候喜欢玩
泥巴游戏。可遗憾的是，生长在城市中的
我却没有机会接触泥巴。上周末，我终于
和小伙伴们痛快地玩了一次泥巴。我们玩
的不仅仅是“泥巴”，那可是一门艺术——
陶艺制作，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 ……

这次“玩泥巴”活动我十分开心，从中
体会到创作的乐趣，说不定这是我迈入艺
术大门的第一步。

（小编点评：桑瑜同学的开头和结尾很
有特点，从对爸妈小时候玩泥巴的向往，到
最后迈入艺术大门的设想，特别顺畅。其
实她的中间部分写得也很好呢。）

有趣的陶艺体验
红领巾记者团 王中润 经三路小学三年级

到那里一看，简直是陶器世界，茶壶、
茶碗、茶杯，高的，低的，大的，小的，五颜六
色，形态各异。这些陶器是怎么制作出来
的呢？陶吧的老师说，是先用瓷土做成模
型，然后烧制而成。

陶吧老师为我们每个人戴上一个围
裙，围坐在桌子前，然后每人发一块“面
团”，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这叫瓷土，也叫
高岭土，因生产于中国景德镇附近的高岭
而得名，是制作陶瓷的主要原料。

我们几名小记者兴奋地像和面一样揉
着瓷土，然后想象着做自己喜欢的模型，那
阵势可像厨房里做饭的厨师呢。

我想做一个茶杯。在陶吧老师的指导

下，我取下一团瓷土，按在机器上，机器
旋转起来。我笨手笨脚地跟着旋转的
方向扶着我的“杰作”，可是它不听我的
话，一会儿扁了，一会儿长了，做出来四
不像……

终于，一个小巧玲珑的茶杯魔术般地
“变”出来了，我开心极了。这时大家看着
我直笑，我低头一看自己，哇，除了手上全
是泥，衣服上也是，脸上也有，就像个小花
猫。哈哈，太搞笑了。

（小编点评：王中润同学能很好地将场
景、物品与知识点结合在一起，你们发现了
吗？这就是玩儿中学的状态吧，其实关键
在于做个有心人，刨根究底啦。）

在体验之前当然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了。我在百度上了解了一下陶和瓷的相关
知识，大家跟我一起先科普一下吧。

通俗地讲，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
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炻
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
不同性质的黏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
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
瓷。陶用普通黏土，瓷是高岭土。

陶与瓷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瓷只有
白色，而陶除了白色之外还有红色、褐色、
黑色等，但不管是瓷还是陶，都可以通过添

加色剂来改变颜色；其次是瓷器的烧成温
度 高 ，在 1200℃ 以 上 ，而 陶 只 在
600℃~800℃；第三，瓷的烧结度强，胎体坚
硬致密，陶相对质地较疏松；第四，瓷敲击
声清脆、洪亮。陶敲击声哑闷；第五，瓷的
吸水率小，几乎不吸水，陶的吸水率高；第
六，瓷具有半透明性，陶是不透明体，且陶
的化学性能和机械强度不如瓷。

（小编点评：如果仅仅是玩一下泥巴，那
收获的只有感受而已。但是范昭钰同学收获
的显然不止这些。如今，“学习”的概念已经
变了，好多知识“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