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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社团
泾县城关第二小学
“小记者”养成记
□杨 剑
“您好，朱校长，您年轻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在学校的管理工作中，有什么事情是令您
骄傲的呢？”……这是泾县城关第二小学小记者之家的小记者们正在对校长朱亮进行专题采
访，别看小记者们年纪小，可问起问题来头头是道。今天就跟随小J姐姐走进泾县城关第二
小学的小记者之家。

表达心声的窗口
据了解 ，泾县城关第二小学的小记者团成立于2013年，“如果想了解小记者之家的发展，
那必须要从2013年说起。当时学校成立了小记者站，小记者站主要围绕小记者培训、小记者
采访等开展活动，到2019年的时候学校先后培养了两千多名小记者，在老师的带领下，每一
批的小记者们基本能做到敢说、敢采访、敢写，小记者们积极踊跃向宣城市小记者报投稿，
参加各项活动，学校小记者站取得了较好反响。”朱校长介绍道。
为配合记者站的发展，2019年3月，学校组织创办了首个校级学生刊物——《小记者月刊》
。“该刊物为月刊，最初版面为四版，两个栏目，分别是校园新闻和儿童文学。”朱校长介
绍说。月刊一经发行，深受老师和学生喜爱。“我爱好写作，经常给学校的校报投稿，当看
见我的作品刊登在月刊上，我的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四（9）班李铭峰开心地说。
这也是学校开设小记者团、月刊的初衷，朱校长说：“我希望学生有善于发现的眼睛，有勤
于动笔的行动力，不管是小记者团的成立，还是月刊的创办，我们都是想为学生们提供一个
充分展示才华的舞台，一个表达心声的窗口。”

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2021年学校《小记者月刊》进行了改版，原来的儿童文学改为中低年级版和高年级版，版面
为综合版+中低年级文学版+高年级文学版，共6个栏目12个版面，栏目内容多样；小记者人
数每学年达300余人，涵盖3~6年级。2022年3月，学校成立了采访团，对小记者进行写作、
采访、编辑和发布培训，让小记者参与到学校各项活动的采访、拍摄和编辑报道中来，并开
展社会实践采访活动。小记者们采编的节目通过学校抖音、视频号向外宣传和展示。
目前，学校将小记者站、《小记者月刊》编辑部和小记者采访团整合为——小记者之家。“
学校《小记者月刊》不断创新优化，每个栏目都富有特色，每期的月刊深受同学们欢迎，成
为同学们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透过小记者这扇窗口，我们小记者能体验各项社会活动，学
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透过月刊，社会各界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丰富多彩的校园活
动和学生生活。学校小记者工作已成为学校教育工作的特色与亮点，成为推进学校素质教育
的一个重要渠道。”朱校长这样点评。

小记者有话说
郭佳艺：2022年9月，我成为了小记者，每一次的实践活动，都让我受益匪浅。学校每月发
布的《小记者月刊》也是我最期待、最爱看的刊物，我的作品也经常刊登在月刊上。通过月
刊我能读到其他同学优秀的文章和诗歌，欣赏到富有创意的美术作品，《小记者月刊》成为
我在校园学习生活的好伙伴。
彭瑾瑜：在辅导老师的安排下，我们采访团小记者们会拿起话筒、架起相机拍摄视频，有时
还会现场采访我们的同学和嘉宾老师。采访结束后，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运用软件对视频进
行剪辑，在每项采访活动中锻炼了自己的综合能力，现在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大记者。

在艺术节上采访小画家
小记者走进地震局
《小记者月刊》样报
小记者采访团
读书日实践主题活动

一周快报
滁州市琅琊路小学
传承非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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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雅丽
近日，滁州市琅琊路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走进校外活动中心，用剪纸这一
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表现形式，将剪刀化为笔、纸张化为书，手剪清明主题作品祭奠先
烈，在动手操作中感受非遗魅力，传承非遗文化。
同学们在剪纸

和县历阳镇第一小学
缅怀革命先烈
□单静玲
近日，和县历阳镇第一小学党员教师和少先队员代表来到和县西梁山革命烈士陵园，开展清
明祭扫活动。队员们向革命烈士默哀、敬礼、敬献花篮，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追思。祭扫
仪式结束后，队员们参观了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通过珍贵的文物、图片和影像资料，队员
们深入了解了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

聆听革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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