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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六年级下
册第一单元的习作主题是“家乡的
风俗”，要求同学们介绍一种家乡的
风俗，或写一写参加一次风俗活动
的经历。如何把文章写得更加生动
精彩呢？

一、深入了解“家乡的风俗”
六年级的同学已经历过许多的

风俗活动，但很多时候只是知道风
俗的形式，并不了解这些活动的由
来、发展演变的过程，有些风俗还有
相应的传说或故事。因此在习作之
前，我们必须要用多种方式深入了
解家乡的某一种“风俗”。我们可以
查一查：借助网络或者查找地方志；
可以问一问：询问长辈家乡的风俗
习惯；还可以比一比：把家乡的风俗
同其他地区的进行对比，也可以拿
现在的风俗和以前的风俗进行对
比，不同之处更能彰显“风俗”的特
点。

二、确定顺序，明晰条理
在了解家乡风俗的基础上，同

学们要确定写哪一种类型的文章。
如果准备介绍一种家乡的风俗，大
家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写。如老舍
先生的《北京的春节》，老舍先生从
腊八节开始介绍，直到正月十九，随
着时间的推进，风俗形式也发生相
应的变化；也可以从一种风俗的多
个方面来写，如介绍南方人过年吃
汤圆这一风俗，同学们可以从汤圆
的来历、做汤圆、吃汤圆等方面进行
介绍，还可以跟北方人过年吃饺子
的风俗进行比较，突出家乡风俗的
特点。如果准备写“参加一次风俗
活动的经历”，就要着重写“我的经
历过程”，要突出“我”的所做所说，
所观所感。如沈从文先生的《腊八
粥》，课文以“八儿”的视角，记叙了
他盼粥、想粥、猜粥、看粥、吃粥的整
个过程，将腊八节的风俗融入“八

儿”的经历中，并且插入他的语言、
动作、神态、心理等细节描写，人物
形象跃然纸上，风俗特点也就自然
而然地表现出来了。

三、抓住重点，写出特点
在介绍一种风俗或记叙参加风

俗活动经历的过程中，同学们切忌平
均用力，要抓重点进行细化，着重用
笔；跟重点内容不相干的部分可以略
写，甚至可以忽略不写。如《北京的
春节》中，老舍详写最能表现北京独
特风俗的除夕、初一和元宵节，其他
时间都一带而过；《腊八粥》作者详写

“等粥”的过程，“吃粥”部分仅寥寥数
句就交代完毕，可见“详略得当”的文
章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此
同时，同学们可以尝试运用比喻、拟
人、对比、夸张等修辞手法，把家乡风
俗最具特色之处或者参加风俗活动
经历中印象最深刻的某一件事着重
描写，表达对家乡风俗喜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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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有鱼
海曙区洞桥镇中心小学304班

马可欣（证号2301046）
指导老师 张亚金

余伸巍
海曙区鄞江镇中心小学老师，

海曙区“四有”好老师，海曙区小学语
文教坛新秀，曾获海曙区小学语文优
质课二等奖，撰写的《灵动音符，“活”
动语文课堂》在2019年海曙区小学
语文学科论文评比中获奖。

端午粽
北仑区绍成小学607班
朱函逸（证号2310994）
指导老师 周妙雯

“五月五，过端午”。端午节是
我国的传统节日，有许多的习俗：
赛龙舟、挂艾叶、包粽子……其中
我最喜欢包粽子了。

粽子，主要材料为糯米和粽
叶，里面可以包红枣、猪肉等。相传
战国时期，楚国人屈原不忍看自己
的国家灭亡，跳进汨罗江自杀，楚
国百姓不愿让江中鱼虾吃屈原遗
体，就往江中投粽子。久而久之，包
粽子就成了端午节的习俗。

去年的端午节，我们一家来到
外婆家，外婆早早地就把粽叶和粽
馅给准备好了。我拿起一片粽叶，
准备包起来。外婆告诉我，要先把
粽叶叠成漏斗状，装上糯米，再放
上一颗去核的红枣，再铺上一层糯
米，把它给压一压，用绳子绑起来。
这样，一个像模像样的粽子就做好
了。

前面的几个步骤我都做得很
好，唯独最后一步，我怎么也绑不
牢。最后，在外婆的提醒下，我调整
了手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
给绑起来。

粽子包好之后，外婆把一大笼
粽子放进了大锅中，并告诉我：煮
粽子不可以心急，刚开始要用大火
煮，接着用锅中的余温焖，这样粽
子吃起来比较柔软。

粽子终于蒸熟了，我迫不及待
地剥开棕叶，一口咬了下去，哇！好
烫啊，但是好好吃啊。粽子在嘴里
软软糯糯的，合着甜甜的枣子，那
滋味简直“绝”了呀!

我爱端午粽，它是我们家乡的
风俗，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
要好好将它传承下去。

习作：家乡的风俗

外婆家的春节
宁波市孙文英小学603班
王晟鸥（证号2302380）
指导老师 李芸霞

妈妈总说，她小时候过年，真
的是年味十足。

那时候，刚进入腊月大人们就
要开始为过年做打算了。请裁缝给
小孩子做新衣服，熬麦芽糖做冻米
糖，炒瓜子花生等各种小零食，所
有过年物资早早备齐，家里家外角
角落落挨着收拾干净。尤其是过了
小年之后，洗洗刷刷，杀猪杀鸭，忙
得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大年三十当天，全家老小分工
合作。吃过早饭，男人们带着孩子
先去祭祖，然后回来贴春联，屋里
屋外再收拾一遍。女人们一早会去
菜园里拔来各种各样的蔬菜，清洗
好放着备用，然后就是做卤蛋、炸
肉丸、烧排骨、蒸粉蒸肉……都是
一盆一盆的，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就
能轻松整出一桌饭菜招待客人了。

忙碌了一天，终于等到一家人
围坐在餐桌前吃年夜饭了。外婆家
的餐桌上一定会出现这几道菜：莲
藕、马齿苋、青菜，还有最重要的
鱼。莲藕寓意着道路通畅；马齿苋，
老人们喊它为“和气菜”，预祝一家
人和和睦睦；青菜不言而喻，代表
着一家人亲亲热热。重头菜是那道
鲢鱼，必须是有头有尾完整的一
条，它承载了一家人的美好愿望，
希望来年从头到尾生活宽裕富足。

年夜饭之后就进入了轻轻松
松过大年的时间了，全家围在电视
机前边看春晚边守岁。大年初一，
小孩子穿着新衣服新鞋子，揣着压
岁包四处串门显摆，大人们也难得
轻松自在一天。

听着妈妈说的年味，我都有点
期待能回到她小时候了。

“打采茶”
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602班
潘依辰（证号2311788）
指导老师 梅聪玲

我的家乡在丽水，那里有各种
各样流传至今的风俗，而令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打采茶”。

“打采茶”，不仅是美好祝愿，也
让村与村，人与人之间有了更多的联
系，营造了大年喜庆、热闹的气氛。

这天，我来到广场，看到广场
中央已经围满了人。我挤进去看，
有12个采茶姑娘，穿着彩衣，头戴
精美的头饰，手提一盏五彩缤纷的
采茶花灯。她们边唱边翩翩起舞，
手上的采茶花灯让她们显得更加
美丽动人。我在一旁看着，也兴奋
地跟着节奏跳了起来。周围的观众
看到如此出彩的表演，纷纷鼓起掌
来，有的还跟着唱了起来，体会着
采茶姑娘们从正月到十二月的各
种艰辛和快乐。采茶姑娘们随着优
美轻快的旋律，摆出了各种各样的
花阵。看着她们精彩的表演，听着
乐器悦耳动听的演奏，我仿佛看到
了青田万事风调雨顺，各家各户安
居乐业的景象。

突然画风一转，锣鼓铿锵，出
现了一群气势非常足的人。他们上
演了一出十分具有农村色彩的生
活场景，让我们在场的观众心中一
喜，不住欢呼，和他们一起跳跃、起
舞。广场上一片热闹景象。

“打采茶”是我的家乡——丽
水的重要风俗，令我印象深刻。

难忘的灯会
宁海县实验小学城南校区603班
徐子宸（证号2313846）
指导老师 王伟群

正月十四那天，爸妈带我去了
一趟前童。

还没进园门，就听到锣鼓喧
天。映入眼帘的是那高高的轿子，
轿子周围有一群人在抬着，他们穿
着统一的服装，从山庙里请出“濠
公老爷”，走街穿巷地进行巡游。

紧随其后的是一排铜锣队，那
声音震耳欲聋，那气势雄伟壮阔，
引得人不禁连声叫好。

轿上站着两位儿童，手持道
具，身穿古装，看那严肃的神情，
仿佛下一秒就要冲到敌人面前。

要说最引人注目的，非“荡秋
千”莫属了。四个儿童坐在“秋千”
上，利用自己的腿部力量往前转去。
他们清一色穿着古装，将浓郁的地
方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直到第二
天凌晨，灯会才会结束，人们将“濠
公”抬回庙内，不一会儿，空中就绽
放出一朵朵鲜艳的“花”……

听爸爸说，这个习俗是前童人
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先童濠。以前的
前童虽然处于白溪沿岸，但水利条
件较差。明正德年间，有个名叫童
濠的人历尽艰辛，发动全村老少开
渠引水，最终将白溪水灌入百渠千
沟。

灯会结束了，可我还是意犹未
尽，脑海里一直“放映”着灯会的
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