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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名学生手绘玉泉历史古迹
文·摄影/本报记者 刘晓君 郑慧英

3月9日，《北方新报》
第十二届草原读书月“晨
旭杯”寻找书画小明星活
动走进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民族实验小学，开展了
“童眼看玉泉 捕捉春天
的气息”主题社团活动，
31名学生用手里的画笔
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世界。

认真作画
3月9日，首府的天气格外晴朗，31名

来自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民族实验小学美
术社团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玉泉
区通顺大巷，感受玉泉区的历史文化，并
将名胜古迹用画画的形式表现在画纸
上。

身穿各种颜色民族服饰的学生们分
别在自己喜欢的古建筑物前坐了下来，
有的坐在门楼前，有的坐在房屋一角前，
也有的坐在巷子口，拿起画笔开始认真
作画。

五年级的李昊画的是“通顺街”门
楼。半个小时过去了，他已经将门楼的整
体框架画了出来，一砖一瓦清晰可见。接
下来的时间，他按照门楼的颜色一一进
行涂色。“今天能在户外进行画画，我有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也很轻松。以前都
是照着书里的图案画，而今天是画实物，
所以非常真实，也很有挑战性。”李昊兴
奋地告诉记者，他学习画画已经有4年时
间了，平时画的都是写真和素描，偶尔也
会画古建筑，所以今天的画对于他来说
不是很难。同时，他对自己的画很有信
心，希望能参加评选比赛。

四年级的王臻是个非常有天赋的孩
子，仅凭在美术课上学习的基础，第一次
来到户外画画，就画得非常好。记者看
到，他画的是一面墙，墙的前面还站着一
匹马，画中的马栩栩如生。王臻说：“第一
次在户外画画我感觉很有意义，画实物
比照着课本上画画更有立体感，能充分
发挥想象力，而且对提高绘画水平也很
有帮助。”

过往的行人，也被孩子们作画的神
情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赞赏声此起彼
伏，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录视频。

对于本次活动，该小学的美术老师
阿勇嘎说：“我认为此次活动举办得非常
好。通过此次画画比赛，可以启发学生们
对美的感受及想象力，展现学生的自我
表现能力、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丰富学
生们的文化生活，给学生们一个展示自
我的舞台。”

表现获赞
学生们有的画门楼，有的画街景一角，有的画灯

笼……50分钟很快结束了，小学生们都在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并统一交到老师手中。
“孩子们的表现很棒，他们的作品让我惊艳！每个

孩子眼里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思想就像脱缰
的野马，在创作中自由发挥，用彩铅、水粉、马克笔、勾
线笔，以线描的手法画出了他们眼里的实物，而且色
彩运用很大胆。这次户外写生很成功，也让我看到了
孩子们的天赋和潜力。”美术老师王英对孩子们的表
现赞不绝口。

内蒙古晨旭艺校校长臧金龙看过孩子们的画之
后，也竖起了大拇指。他说：“有生命力的参照物，会激
发创作者的灵感，作品也会透着生命力。”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小学生对于
玉泉区通顺大巷的历史人文知识并不了解。
“通顺大巷，又名大范家巷，曾经是呼和浩特旧城

居民的聚集区。它的位置靠近玉泉井、大召寺，散发着
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如今，通顺大巷已经成为最具
地方特色的传统饮食街。民间有一种说法，过年进这
里走一走，一年都会通通顺顺、平平安安。”当日，五年
级的张可萌通过精心准备给大家讲解了通顺大巷的
来历。四年级的何皓栋说，他虽然住在玉泉区，但对于
玉泉区的名胜古迹不是很了解，所以他回家后会查一
查相关知识。

在活动即将结束时，草原读书月青少年文化传播
使者臧鑫格现场创作了一笔画“猴子献桃”，独特的创
作手法和精彩的作品赢得阵阵掌声。

激发情怀
“今天是美术社团活动第一次走出校门。看到孩

子们惊喜的眼神和作画时的专注，我和带队老师认为
此次尝试很成功。这也为以后的社团活动提供了经
验。”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民族实验小学副校长王玉苗
说，这些学生很多都在大召寺附近居住，跟着老师走
近这里的名胜古迹，将这里的一砖一瓦用画笔进行勾
勒和表现，如同翻阅一本老书，穿越时光，感受品味玉
泉区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
“在作画的同时，孩子们会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

脚步向他们走来，与春天拥抱。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比课堂上的讲解来得更加生动。而且这样的经历，也
可以成为他们写作文的第一手素材。”王玉苗微笑地
说。

玉泉区民族实验小学作为玉泉区唯一的一所民
族学校，历史悠久，一直以来学校走的是内涵发展的
道路，着重打造蒙古族办学特色。除了让每位学生掌
握好书本知识外，该校也很注重情商教育。为此，该
校从2009年开始，相继推出足球、美术、蒙古语小合
唱、搏克、马头琴等16个社团组织，而且这些学习都
是免费的。“这些特长的学习不占用学生的休息时
间，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在双休日高兴地玩。通过形
式多样的社团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打造学校
特有的办学风格。”王玉苗说，孩子们画笔里的明清
古街，那么的古香古色，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了解历
史，也有助于激发他们爱家、爱校、爱所有美好事物的
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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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现场指导

臧鑫格表演一笔画

讲解通顺大巷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