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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天童老街后，同学们首先被
引导至“海丝”寻迹文化馆，了解古代
明州（宁波）在建筑文化、茶文化、陶瓷
文化等方面与日本、韩国以及部分东
南亚国家的交流情况。

“海丝”寻迹文化馆内，一幅幅精
美的历史画卷和实物展品让同学们仿
佛置身于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讲解
员生动地讲述了宁波与东南亚国家在
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故事，同学们
听得如痴如醉。特别是当讲解员提到
宁波工匠的精湛技艺时，他们更是投
去了敬佩的目光。

“一把斧头一把刀，房子造了半
天高”，在天童木匠心作研习基地，
同学们迎来了新的挑战——学习榫
卯结构和解鲁班锁。研学老师向同
学们展示了传统木质建筑的结构和
工艺，并详细介绍了榫卯结构的原
理和优点。

随后，大家开始动手实践。有的小
组一开始手忙脚乱，但很快在老师的
指导下掌握了技巧；有的小组则配合
默契，很快就成功解开了鲁班锁。看着
自己亲手搭建的木制模型，他们脸上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桃源书院位于海曙区横街镇，建于
北宋年间，最初由“庆历五先生 ”之一
的王致将自己的旧宅“酌古堂”改建为
书院，用于教授学子，后由他的继任者
王说将“酌古堂”改建为“桃源书院”。在
宋神宗御书“桃源书院”匾额后，书院声
名大振。两宋时，桃源书院与湖南岳麓
书院齐名，可谓当时浙东最高学府，也
是宋代浙东书院中规模最大、办学最
久、影响深远的书院之一。如今，重建后
的桃源书院成为一座集历史、文化、自
然于一体的综合性书院。

抵达桃源书院后，同学们换上汉
服，正衣冠、学揖礼、祭拜孔子像，表达
对古代先贤的敬仰之情。随后，大家诵
读国学经典《论语》中的经典篇章，“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琅琅书声在
书院里回荡。

办学崇文，使宁波文化兴盛，人才
辈出，涌现了王阳明、黄宗羲、范钦、全
祖望、舒亶、王应麟等文化大儒。结束
拜孔仪式后，同学们在研学老师的带
领下，走进浙东历代文化名人纪念馆，
了解浙东文脉的发展历史，感受宁波
古代文化名人的风采和智慧。“宁波历
史文化名人真是如同天上繁星般绚
烂、众多啊！”有学生在参观中发出了
这样的感叹。

寻迹“海丝”文化 体验古老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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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海曙区储

能学校丽园校区六年级的

同学们迎来了一次别开生

面的研学活动。他们带着对

古代书院的好奇和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热爱，踏上了前

往桃源书院的旅程，展开了

一场主题为“寻访浙东文

脉，传承书香文化”的一日

营研学活动。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张培坚

11 月 19 日，宁波市北仑

区淮河小学三、四年级的482

名学生，踏上了前往东吴天

童老街的研学之旅，这不仅

是他们学习生涯中的一次重

要体验，更是对传统文化的

一次深度探索。

东吴镇有着1700多年的

历史，见证了“海丝”文化的

崛起和辉煌，至今仍保留着

众多的“海丝”文化遗迹，在

宁波的“海丝”史迹中占据重

要地位。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张培坚

在通往桃源书院的路上，有许
多碑林石刻，记载着浙东文人墨客
的诗句和名言等，这也引起了同学
们的兴趣。研学老师带领大家细品
部分书法碑刻拓片，并详细讲解碑
石传拓的技巧。“碑石传拓是一种古
老的技艺，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
把石碑上的文字和图案复制到纸
上，让它们得以保存和传承。现在，
我来教大家怎么操作。”

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
的讲解，然后迫不及待地动手尝试
起来。大家小心翼翼地用拓包蘸取
墨汁，轻轻地拍打在石碑上，看着
纸上的文字和图案逐渐清晰起来，
同学们兴奋不已，“哇，太神奇了！”

“我可以把书法大家的作品带回家
啦！”

另一边，学生们体验制作非遗
烧箔扇。作为一项非遗技艺，烧箔在
中国绘画中被广泛应用。在研学老
师的指导下，同学们通过画、涂、贴、
扫四个步骤，将古风元素的图案融

入团扇中，在扇面上绘制出了流光
溢彩的效果。“这是我亲手制作的扇
子，太漂亮了！我要把它送给妈妈当
礼物！”一名同学开心地说。

在宋代，射箭、投壶等体育运动
不仅是娱乐活动，也是一种社交方
式，同学们在研学老师带领下，饶有
兴致地体验了一番宋代体艺活动，
感受宋韵趣味。

“我们学校在组织春季研学和
秋季研学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
春季，我们带领学生亲近大自然。
到了秋季，我们更希望进行有深度
的文化研学。”海曙区储能学校丽
园校区党支部副书记赵海燕介绍，
今年秋季，学校围绕宁波地域文化
开展了一系列“大思政”主题课程，
不同于学校内的课程，研学更重要
的是让孩子们“动起来”。“一次好
的研学，既要有趣味性，又要有文
化性，还要能让孩子们进行动手实
践。今天的研学达到了我们的目
的。”赵海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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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青团外面裹了一层金
黄色的松花粉，因此叫金团，是我们
天童老街的传统美食。”在民俗体验
教室里，老街居民带领同学们尝试
包天童金团。经过一番耐心的指导，
同学们学会了如何搓圆、裹馅、按压
和印花。很快，一个个色泽诱人、散
发着清香的金团在大家手中诞生。
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品尝着亲手制作
的美味，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的
笑容。

作为古老的文字，甲骨文有着
独特的魅力。在文字课堂内，研学
老师给同学们讲解甲骨文的演变
历史，并教大家如何进行活字印
刷。随后，同学们小心翼翼地拿起
刷子，在模板上均匀地刷上墨汁，
然后放上纸，轻轻按压。这个过程让
他们深刻感受到了古代印刷术的神

奇和魅力，当一张张印有古诗的纸
张从手中诞生时，同学们不禁发出
了惊叹声。

除了这些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
外，同学们还参加了投壶、合力筑塔
等游戏。在投壶游戏中，他们手持箭
矢，瞄准壶口，奋力投掷。每当箭矢
准确落入壶中时，周围的小伙伴们
都会发出欢呼和掌声。合力筑塔游
戏中，同学们分组合作，用积木搭建
起一座座高高的塔楼。在紧张而有
趣的游戏中，大家不仅锻炼了团队
协作能力，还收获了快乐和欢笑。

下午，同学们带着满满的收获
踏上了归途。他们挥手告别天童老
街，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这次研
学之旅不仅让同学们学到了很多课
本上没有的知识，还体验到了传统
文化的魅力。

参观“海丝”寻迹文化馆
搭木作模型、解鲁班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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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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