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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活动

农农耕耕文文化化我我传传承承 育育才才少少年年乐乐体体验验

坚持就是胜利
一大早，我就和妈妈一起去刘坞参加“农耕文化我

传承”亲子体验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樵夫游戏。
游戏开始了，我拿起一捆柴，放在肩上，飞快地

跑了起来。 没跑两步， 扁担两头的柴像不听话的孩
子，在我的肩膀上玩起了“跷跷板”。 我放慢脚步，努
力保持前后平衡。

当个樵夫可真累呀，但我不能放弃！ 在此起彼伏
的加油声中，我咬紧牙关，踩上独木桥，绕过弯道，将
柴递给了队友黄靖博。 只见黄靖博七拐八弯就到了
下一站。 最终，我们班得了第一名。

紧张、刺激的小樵夫游戏，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
艰辛，更让我懂得了坚持就是胜利！

304 班 谢梦晗

农耕文化我传承
一大早，中巴车就载着我们从学校出发了，目的

地是刘坞村。
在打黄米粿活动中， 只见一位伯伯把热腾腾的

足足有十几斤重的饭团放进石臼。 唐梓萌爸爸抡起
大木棰重重地打下去， 我们小朋友手里拿的木棒也
没闲着，大木棰抡起的时候，我们就拿木棒戳饭团。
这是力气活，唐叔叔捶得气喘吁吁，边上的家长马上
替换上来，接着捶。 原本一粒粒的米饭，渐渐变成粘
稠有弹性的粉团。

黄米粿打好喽！ 一个个小记者伸出手，揪下黄米
粿，沾一下酱料，放在嘴里嚼，真 Q 弹！

305 班 涂瑞祺

有意义的农耕体验
下了好多天的雨停了，“农耕文化我传承” 亲子

体验营如期举行啦！
出发前，爷爷告诉我，我们祖祖辈辈都种过田、

割过稻，这次农耕体验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到达目的地，我们体验了打麻糍、打黄米粿等传统

制作。 打麻糍和黄米粿的方法一样，把蒸好的糯米、黄
米饭倒入石臼，然后用木槌捶打。 打米团看着简单，但
不小心的话会打飞。米团打好后，我们往米团上撒上红
糖粉，黄米粿蘸着酱，那吃着真叫一个香。

吃过中饭， 我们还开展了农耕亲子游戏和农耕
知识竞赛活动。 这次农耕体验活动让我体会到了“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305 班 朱惜

渔樵耕读
彩带从四面八方涌上前来， 渔樵耕读活动开始

啦！
上午，同学们和家长们一起动手做麻糍和黄粿。

午饭过后，热闹又激烈的“战争”开始了。 比赛一开
始，我坐在一个叔叔的脖子上，经过障碍、冲过关卡，
我从滑梯滑了下去，然后快速来到水塘边。 我的任务
是钓鱼，也许是因为太紧张，我一条鱼都没钓到。

等待我们的是惩罚———我坐在叔叔背上， 他费
力地做着俯卧撑。 随后，我们猜了谜语，还认识了很
多农具。 这次活动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辛苦。

303 班 戴言

黄米粿传奇
今天，我参加了“农耕文化我传承”主题活动。 在

磨豆腐、打麻糍、打黄米粿和“渔樵耕读”等活动中，
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黄米粿。

黄米粿是我们家乡极富特色的传统过年美食。
要制作黄米粿，首先要去山上砍一种叫“三茄子”的
树木，把它烧成灰、沥其汁，以汁浸泡优质粳米至橙
黄色，将米倒入饭桶内蒸熟，再将蒸好的米倒入杆臼
中，我们小朋友用木棍长时间地捶打。 最终，形似年
糕、色如黄金的黄米粿诞生了！

我们迫不及待地揪着黄米粿蘸各种汤汁吃，特别香！
303 班 卢熠

农耕之旅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农耕文化节。
我和爸爸开始了我们的农耕之旅。 首先，我们做

麻糍，先是一个糯米团，再滚上糖和芝麻，咬一口，糯
糯的、甜甜的、软软的，十分好吃。

活动开始了，我和谢梦晗一起去挑柴，原本以为很
有趣，没想到背起柴时我才知道有多重，我快速向终点
跑去，可是一身的酸痛又让我渐渐慢下来，但我还是坚
持到达了终点。 这一刻，我才明白农民伯伯的艰辛。

通过这次农耕活动，我们收获了快乐，也收获了
课外知识。

304 班 程诗恬

体验农耕文化
怀着好奇的心情， 我们兴奋地坐上大巴车前往

“农耕文化我传承”活动目的地。
在老师们的指挥和带领下， 我们开始体验打麻

糍。 我们先是把一团糯米放在石臼里，然后拿杆不停
用力翻打。 通过努力，我们把麻糍打得又粘又糯。 真
没想到，要吃到好吃的麻糍还如此费劲！

之后，我们还磨了豆腐，打了黄米粿，还玩了许
多小游戏，最后老师给我们颁发了“农耕章”和“黄金
印”。 你们怎么也猜不到，黄金印就是我们自己打的
黄米粿！

301 班 李源

浓浓家乡味 深深家乡情
1 月 6 日，“农耕文化我传承” 亲子体验营活动在

刘坞村如火如荼开展。
来到活动地点，我们先从“吃”直奔主题，打麻糍、

磨豆腐、打米粿。 家长和孩子亲自上阵，体验家乡美食
是如何做成的。

吃的做好后，我们又进行了“渔樵耕读”活动，钓
鱼、开锣、打春耕、担柴，切身体会农民伯伯耕作的辛苦
与不易。之后，我们还在家长的陪同下把一株株菜苗播
种在“希望的田野上”。活动最后，我们还进行了农耕文
化知识竞赛。

这一天， 我深深体会到了家乡美食中浓浓的乡情
以及农民伯伯劳作的辛勤。

301 班 周格妤

农耕活动
星期天，我参加了“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活

动。
在一片空地上， 我们排好队， 前面摆放着几个石

缸，边上有一粗一细的两个圆柱体“槌臼棒”。这么简单
的工具，黄米粿、麻糍能做出来吗？

开始打黄米粿啦！爸爸们个个摩拳擦掌，拿起槌臼
棒，一边“一二、一二”喊着口号，一边用力打着米饭。
阵阵加油声，震耳欲聋。接着就是我们小朋友闪亮登场
了。 我们 4 人一组，拿着木棒边戳米团边喊。 在我们的
齐心协力下，软软糯糯的黄米粿做好了。

大家吃着自己做的黄米粿，心里美滋滋的，别提多
开心了！

302 班 叶雨彤

快乐的一天
一路上，我和同学们有说有笑地到达了“农耕活动

我传承”活动目的地———刘坞村。
活动开始了，第一个项目是做麻糍。爸爸们一个接

一个地用木棰捶打米饭， 在捶打过程中， 还要一边加
水。 我疑惑地问：“爸爸，为什么还往里加水啊？ ”爸爸
说：“米里糖分很高，捶打它就会粘在石臼上，加入水就
会稀释米饭里的糖，就没那么粘了。”我似懂非懂。做好
后，我拿了一团，蘸上白糖，咬一口，香香甜甜的，美味
极了！

回家路上，我想：我回家还要再做香甜的麻糍，给
妈妈和妹妹尝尝。

302 班 董冠良

� � � �打麻糍、磨豆腐，金黄米粿香又糯；静垂钓、动耕种，农耕文化我传承。
“快来看我打的米粿。 ”“快来尝尝我捏的麻糍。 ”……新春佳节，遂昌县云峰街道刘坞村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原来，由遂

昌县青少年宫、遂昌育才小学、遂昌县红领巾学院共同举办的遂昌县第九届“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活动在刘坞村举行。
据了解，本次亲子体验活动共有 60 位来自育才小学的孩子与其家长，以亲子互动的形式体验打麻糍、磨豆腐、打黄米粿等

活动，感受本地乡土人情，了解传统美食制作工艺，传承渔樵耕读的文化传统。
农耕体验之后，还进行了农耕文化知识竞答活动。 孩子们凭借着自己在项目体验中学到的知识，赢得了一个个“黄金印”。
“孩子们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这样的田间课堂不仅让孩子们爱上劳动，感受渔樵耕读，同时也拓展了劳动体验空间。 ”遂

昌县青少年宫活动部老师周丽梅说道。
通讯员 谢巧文 周丽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