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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清明节
307班 高一腾（证号2202013）
指导老师 袁佳玮

为什么清明节是中国四大传
统节日之一呢？带着疑问，我们探
究小组开启了“清明节”探寻之旅。

通过查阅资料，我们了解到清
明节的主要活动有扫墓祭祖和踏
青郊游。每到清明节，人们会借扫
墓等形式来祭奠祖先、缅怀先人。
这不仅是表达对故去亲人的怀念，
也是家族家风的传承，更是中华民
族认祖归宗的纽带。清明时节，春
回大地、万物复苏，山间田野处处
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扫墓祭
祖的同时，大家也能亲近自然。清
明节让我们拥抱自然、讴歌春天，
也让我们学会感恩、慎终怀远。

哦，原来清明节作为代表性的
传统节日，是透着深厚的文化含义
的！这次的“清明节”探寻之旅，让
我和我的组员获益匪浅。

猜灯谜
302班 王梓萱（证号2213489）
指导老师 穆芳妤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人们会在这一天吃元宵、做灯笼、
猜灯谜。

我最喜欢猜灯谜了。今年的元
宵节，我和学伴小组的同学一起去
宁波帮博物馆学习宁波帮精神。快
要结束的时候，看见门口的几棵树
上挂满了彩灯，琳琅满目。原来这
里正在举行猜灯谜活动。

开始猜灯谜了，我和同伴们认
真地选着、思考着。我拿到的灯谜
是“一座七彩桥，雨后天上挂”，工
作人员问我：“答案是什么呀？”我
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彩虹”。工作
人员笑眯眯地说：“你猜对了。”这
时其他同学的灯谜也猜出来了，最
后我们获得了奖品——两艘小船，
真是成就感十足呀！

月亮出来了，满街的花灯亮起
来了，天空被映衬得格外璀璨。这
真是一个难忘的元宵节！

十岁红包
306班 石若玒（证号2213597）
指导老师 金燕飞

春节拜年，最让我们开心的事
情，就是可以有额外的收获——红
包。

今年寒假，我和弟弟兴高采烈
地去给外公外婆拜年。一进门，我
就大声祝贺道：“外公外婆，新年快
乐！身体健康！”一旁的弟弟也有样
学样：“外公外婆，新年快乐！红包
拿来！”大家一阵哄笑，外婆赶忙去
包了两个红包分给我和弟弟。

吃完饭闲聊，舅妈夸我长得
高，外婆笑呵呵地问道：“垚垚，一
晃眼就长这么高了，过完年是不是
十岁啦？”“是呀！”我点了点头。只
见外婆又掏出一个红包递给我说：

“外甥女十岁了，大生日，要给个大
红包！”妈妈摆手说不要了，外婆硬
是塞给我，“十岁，必须要拿着！”

晚上八点，我们依依不舍地离
开了外婆家。在途中，我掏出红包
比划着，一旁的弟弟仿佛如梦初醒
似的，竟哭了起来：“不公平！”“怎
么不公平了？”“姐姐有两个红包，
我只有一个。”“姐姐十岁了！以后
你也有十岁的红包呀！”“那我十岁
了，姐姐的红包不是更大了吗？”这
下小家伙的眼泪彻底决堤了，像断
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那我分你
一点，别哭了！”小家伙又破涕为笑
了。

难忘的端午节
308班 贺语桐（证号2213501）
指导老师 沈星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
节，也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关于“端午节的习俗知多少”，
我们学伴小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有人说划龙舟，有人说挂艾草，而
我却最爱吃粽子。奶奶在一旁提
议：“不如我们今天就来包粽子
吧！”我们纷纷赞同。

准备好材料，我们就和奶奶一
起开始包粽子了。我先把粽叶卷成
锥形，放入适量的糯米，然后放入
馅料。放完以后，再放一层糯米，直
到快溢出来为止，最后用线扎起
来。可我手一滑，“哗啦”一声，糯米
散落一地，第一次以失败告终。我不
灰心，再来一次！第二个粽子包得很
顺利，特别是在扎的时候，我绕了好
几圈，直到绕得很紧，才打了一个
结，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确保没有
漏馅。等粽子出锅，我们吃着自己包
的粽子，心里美滋滋的！

趣味青团
310班 潘逸萱（证号2213516）
指导老师 吴柔逸

那天是我很期待的日子，我和
学伴小组的朋友们约好一起做青
团。

备好材料，我们跃跃欲试！我
先拿出花生和芝麻清洗干净，接着
妈妈把花生和芝麻放进锅中，大火
翻炒，等水分蒸干后用小火炒，锅
里发出嗞嗞声，花生的香味混杂着
芝麻的清香，馋得我直流口水。“快
来帮忙！”小伙伴喊着。我赶紧撸起
袖子，把去皮后的花生倒进绞肉机
中，绞成颗粒状，再放入白糖、蜂蜜
等。大家一起搅呀搅，搅成了香气
扑鼻的青团馅。“哇，好香啊！”我们
高兴地跳了起来。

只剩最后一步了，做最Q弹的
青团皮。我负责洗艾草，其他四人
也忙了起来，烧水、备材料、晾艾
草……大家忙得不亦乐乎。过了一
会儿，青团新鲜出炉，我顾不得烫，
拿起青团大口吃了起来。第一口糯
糯的，直黏牙齿，再仔细嚼上几口，
芝麻和花生的香味在牙齿间流窜，
甜甜的滋味在舌头上停留……“太
好吃了！”我感叹道。

特别的元宵节
309班 姚欣悦（证号2213503）
指导老师 王晶晶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
圆是圆又圆……”元宵节那天，我
们学伴小组的同学们在一起做汤
圆，叽叽喳喳的，兴奋极了。

我们一同去超市买来糯米粉
和芝麻馅。到家后，我们先将水慢
慢掺入糯米粉中，晨晨分次倒入凉
水，我负责揉成面团，其他成员热
心指导着。待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揉好后，小宇将面团慢慢搓成长
条，又麻利地分成一个个小面团，
大家都不禁竖起大拇指。

接下来，我们把小面团压扁，
放入芝麻馅，揉成滚圆。不一会儿，
就包了很多。我看着满满一盆汤
圆，开心地说：“哈哈，终于大功告
成了，可以煮汤圆了。”我们把胖嘟
嘟的小汤圆放进锅里，不一会儿就
煮熟了。

一咬汤圆，糯糯的，甜津津的，
大家边吃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笋尖儿”过中秋
305班 项璟茹（证号2213496）
指导老师 邱天天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我们笋尖儿小组的成员，你一言我
一语地背诵着张九龄的《望月怀
远》，开始了新一期的学伴小组活
动：探讨中国传统节日——中秋
节。

“中秋节的习俗，你们知道多
少？”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地议论：

“中秋节是农历八月十五，在那天
家人们会聚在一起吃月饼赏月，别
提有多开心了！”“我的家乡在宁
海，我们是在农历八月十六过中秋
节的。最重要的是和家人们团团圆
圆，平平安安。”

“孩子们，做手抄报前，先来吃
香喷喷的月饼吧。”妈妈的声音打
断了我们的讨论。我们赶紧跑过
去。哇！这么多月饼，红的、黄的、绿
的，形状各异。我赶紧拿起一个，轻
轻咬下，甜甜的，香香的，那感觉，
仿佛飞入天堂一般。月饼的香味，
钻进鼻子；月饼的味道，滑向喉咙，
流入心窝，让我们笋尖儿小组5个
人的心里都美滋滋的。

在宁静的月光下，和伙伴们一
起吃着月饼，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情啊！

我们的传统节日
301班 马景昊（证号2213596）
指导老师 董文燕

“这个饺子是什么馅的？也太
好吃了吧！”咦？从哪里传来阵阵欢
声笑语？原来，是我们班正在开展

“传统节日介绍”的交流活动呀！在
此之前，董老师让我们以学伴小组
为单位，先选定一个感兴趣的节
日，再在课外进行探究学习。我们
小组选择了“春节”这个热闹而又
喜庆的节日。

为了这次展示，我们真可以说
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课
件，我最拿手，洋洋负责搜集资料，
小愚负责现场演讲，其他成员协
助。为了让同学们有更深切的体
会，我们还请爸爸妈妈教我们包饺
子。当热气腾腾的饺子出现在课堂
上时，同学们都开心不已。最终，我
们小组以32票的最高票数获得了
此次展示活动的第一名。

当然，别的小组也毫不逊色，
他们有的展示了做青团，有的分享
了月饼，还有的在现场写起了春
联。同学们在享受中国传统美食的
同时，也了解了它们的来历和习
俗，收获了满满的知识。就如董老
师说的那样，传统节日真是我们中
华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吶！

过端午
303班 郑童心（证号2213494）
指导老师 胡亚囡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
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
洋。每每听到这首儿歌，我就会想
起去年五月初五我们过端午的情
景。

那天早晨，妈妈早早地起床，
把新鲜的艾枝和菖蒲挂在大门边
上。碧绿的艾草还带着露水，宝剑
似的菖蒲笔挺笔挺，散发着淡淡的
独特的清香。我把和妈妈一起做的
香包挂在脖子上，到小区里和小朋
友比一比，谁的香包更漂亮。

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吃粽
子。青青的粽子有着四个可爱的尖
角，胖鼓鼓的。剥开粽叶，雪白的糯
米粽上嵌着两颗红色的枣子——
妈妈又给我准备了“枣粽”！枣粽
——早中，她这是希望我考试“早
中”啊！一口下去，甜甜糯糯的粽子
是妈妈的味道，也是妈妈的爱啊！

中秋讨论会
304班 张梓灏（证号2213495）
指导老师 余以琳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伴着这动听的歌声，我们学伴小组
成员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华传统节
日之一——中秋节。

“中秋可以赏月”、“中秋可以
吃月饼”、“中秋可以玩花灯”、“中
秋象征着亲友团聚”……大家各抒
己见，讨论得异常激烈。

妈妈建议我们还可以亲手做
月饼。我们兴高采烈地进了厨房。
妈妈教我们把粉抹在手上，把面团
压扁，用面皮一点一点包住馅。再
把包好的小圆球塞进模具里，用手
掌压平，再左敲敲、右敲敲，一个白
白胖胖的月饼就蹦到了案板上。我
们把做好的月饼拿到阳台，一边吃
月饼一边赏月。

月亮似乎感受到了我们的快
乐，变得更加闪耀，连璀璨的星星
都自愧不如。

走进传统节日

镇海区实验小学

一起过中秋，做月饼；一起闹元宵，猜

灯谜……在学校建立学伴小组的基础上，

镇海区实验小学的老师们布置了探究性

作业：一起探究学习中国传统节日，鼓励

孩子们共同合作感受、交流、创作。孩子

们从书本走向生活，融合家长、社区，

创造出不同的童年回忆！让我们来

看看镇海区实验小学的小记者们

对传统文化的感受与思考吧。

指导老师 吴柔逸

◀制作传统节日手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