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麻糍
2020 年的第一天， 学校和少年宫一起联合举办了

“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营活动。 我对这次活动特别
期待，因为听说活动中有我非常喜欢的打麻糍活动。

打麻糍活动开始了。 一位叔叔告诉我们，打麻糍一
定要把工具举高，有节奏地用力往下锤，还得两个人合
作，一个人锤，一个人翻糯米，才能打出好吃的麻糍。爸
爸妈妈们听了叔叔的话，慢慢地掌握了技巧，我也跟妈
妈一起体验了一把打麻糍的乐趣！

麻糍做好了，我迫不及待地夹了一个放进嘴里，又
香又糯，真好吃啊！

小记者 包鑫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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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黄粿
1 月 1 日，第十届“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营

顺利开营了。
整个活动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打黄粿了。 一

开始，我和同学们都不遗余力地打着，没过一会就打不
动了。 就在这时，不知谁喊起了“加油！ 加油！ ”大家也
很有默契，异口同声地开始背我们班的学号表，越背越
大声，越背打黄粿打得越起劲。

在同学们的轮番轰炸下，米团终于投降了。 我们把
打好的米团从石臼中取出来，放到了铁盆里。家长们围
在铁盆周围，开始用手将米团搓成米粿的形状。

经过一番手忙脚乱的战斗后， 米粿终于制作完成
了。品尝着大家第一次团结合作的劳动成果，人人脸上
都乐开了花。

小记者 徐欣雨

� � “樵夫担柴”体验心得
2020 年的第一天， 在遂昌好川村， 迎来了第十届

“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活动。
在一系列的闯关活动中，我负责的是樵夫担柴。 樵

夫要担着 20 斤的柴进行 50 米接力赛， 当前面的人拍
了我的手后，我就要立即挑上柴快速前进。起初我觉得
挑不动，肩膀压下来走不快，感觉担子很不稳，随时可
能前倾后仰。 我就前后慢慢调整到平衡状态，最后，我
用毅力战胜了自己到达了终点。

这次闯关我们班还获得了二等奖哦！ 不过我不想
再当“樵夫”了，太辛苦了！ 我要努力学习，用知识改变
命运！

小记者 黄柏涛

卤水点豆腐
元旦这天，在好川“农耕文化我传承”体验活动中，

我终于明白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的意思了。
首先是磨豆， 把浸泡好的黄豆放在石磨上磨成豆

渣，这可是个力气活，我和妈妈两人用了好大的力气才
转了几圈，然后将豆渣放到锅里煮开后过滤成豆浆。讲
解员说：此时豆浆里的蛋白物还是一种游离状态，是不
会凝固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卤水把豆浆里的蛋白物
凝固起来。加了卤水后的豆浆会变成豆腐花，然后把豆
腐花放在定型的容器里，把水分压出来就成了豆腐。

课堂外的知识是书本上读不到的， 要靠实践去体
验感悟才能获得，今后要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
中不断增长见识，做一名阳光好少年。

小记者 黄品然

农耕活动我传承
今天，老师带着我们参加“农耕文化我传承”的亲

子活动。
活动可丰富了，有打麻糍、磨豆腐、做渔樵耕读游

戏……在这次活动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游戏闯关完
成锄地种菜的任务。 当我们经过层层关卡到寻宝换物
的时候，我心里很着急，担心自己的伙伴们不能及时
找到换物卡。“找到了！ ”语菲兴奋地跑到老师那里将
换物卡给老师，我们领来了锄头、小青菜等农具准备
种菜。 只见几位爸爸熟练地拿起锄头松土，然后挖了
一排排整齐的土坑，几位妈妈也熟练地将小青菜放进
土坑，把青菜的根部埋进土里。 不一会儿，我们的小青
菜就种好了，看着自己种的小青菜，心里想着不用多
久肯定就能大丰收。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农耕知识， 也感受
到了劳动带来的乐趣！

小记者 陈樗逸

“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验活动
“快跑啊，快跑啊。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最后一名

接力队员。 最后一关是寻宝换物，我们开始拼图，同学
们围成一圈，有的快速地移动拼图，有的紧张思考，争
分夺秒地完成了闯关拼图，开始了寻宝之旅……

这次的寻宝是要找几张有字的小纸条， 拿去换农
具。 可是，大部分都是空白的。“啊！ 我找到了！ 是一
个小铁锹。 ”经过细心地寻找，我们组共找到了五张有
字的小纸条。 换了农具，我们便开始种菜了。 瞧，那嫩
绿的小菜苗就被种到了泥土里。 种完了小菜苗，所有
队员的眼里都充满了喜和乐。

这次农耕活动虽然很累， 但是我们全体队员都收
获满满。 农耕时代，人多力量大。 团队合作精神很重
要。 农耕让我们懂得珍惜，农耕我们传承。

小记者 王施琪

农耕文化我传承———寻宝
“快来啊，快来啊！ ”元旦的下午，农耕文化我传

承———寻宝活动正式开启。 我和王语菲、王施旗在焦
急地等着班里的同学来拼图，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寻
宝了。 终于来了，我和同学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
拼图拼好。

拼好后我拉上王语菲和王施旗就往田里跑，我
们拼命地找纸条，可是要么纸条上是空的，要么就找
不到纸条，最终经过努力我们找到了 5 张纸条。

你们可别小瞧这纸条，它的用处可大了，我们种
菜就是用这些纸条上的工具种的，有了这 5 张纸条，
我们种菜的时候就轻松多了。

寻宝游戏太好玩了，这真是让人难忘的一次活动！
小记者 钟妙菡

农耕文化我传承
2020 年的第一天，在有 40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古

村三仁好川村， 我们开始了第十届“农耕文化我传
承”亲子体验活动。

在中国农耕社会中，比较重要的工作是渔民、樵
夫和书生。 而我负责的是“渔夫垂钓”，当前面的人拍
了拍我的手之后，工作人员就给我一块小饼干。 我把
它放在我的头上，随即用自己的脸部力量，把小饼干
成功地吃到了口中。 最后进行钓鱼，两个人要求要钓
到五条鱼，可我们却只钓到了四条鱼。

这次的活动让我收获满满，真是不虚此行呀！
小记者 黄欣宇

打麻糍
2020 年元旦的这天， 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来到好

川村参加青少年宫主办的第十届“农耕文化我传承”
亲子活动。

这次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打麻糍了。 好川村
的叔叔阿姨一早就帮我们把糯米蒸熟， 等着我们去打
麻糍。她们把蒸熟的糯米倒入石臼里，我们就开始拿着
石臼棍打糯米饭了。 糯米饭很糯，很难打，我们同学的
力气根本不够用， 都是爸爸妈妈们带着我们一锤一锤
地打。 后来还是几个爸爸的努力， 才把麻糍打得稠稠
的。 然后几个妈妈帮着把整块的大麻糍揪成一块一块
的，再滚上黑芝麻和白糖，可美味了。

我喜欢打麻糍， 这次活动让我更加了解了劳动
的意义和粮食的来之不易。

小记者 郑博文

一次有趣的农耕活动
� � � �元旦这天，盼望已久的“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体
验活动在遂昌三仁的好川村举行！

活动丰富多彩，有打麻糍、做黄粿、游戏、磨豆腐、
知识竞赛和闯关等。 我最喜欢富有挑战性的闯关游
戏。 闯关分为六关，我被分到第四关，这关只有我一个
人， 要求是通过手忙脚乱的道具翻山越岭爬山。 经过
四关的考验， 同学们飞快地跑来跟我击掌。 我迅速转
过身，趴在垫子上。 我手按在手印上，脚踩在脚印上，
既要看好下一个手印在什么地方， 又要保证脚不能踩
错脚印，还要捡旁边的小球。 不一会儿，我顺利地过关
了。 接下来的几关，同学们也很快地完成了。 最后，我
们班获得第二名！

在这次活动中， 我对一无所知的农耕文化有了深
刻的认识，期待下一次有趣的农耕活动。

小记者 叶子一

调皮的气球
2020 年的元旦，我们来到了三仁参加农耕体验活

动。 活动内容可丰富了，我了解了织畲族彩带、学做了
豆腐、体验了打麻糍和黄粿，可我觉得最有趣的还是
下午的互动游戏环节。

游戏环节每个人都有任务，我和鑫朋、欣雨是“击
鼓而庆”。 游戏开始了，我和鑫朋背靠背用屁股夹着打
足气的气球艰难地向前走， 好不容易走到桥对面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挤破气球。 我俩竭尽全
力地挤啊挤，汗都出来了，还没听见爆破声。 鑫朋往中
间一看，咦，气球已经悄无声息地破了掉在地上了！ 欣
雨看见了连忙转了十圈跑去敲响了锣！

比赛结束了， 这次活动让我明白了： 要多角度想
问题，因为气球破裂可不一定都有爆破声哦！

小记者 郑可畅

农耕文化我传承
今年元旦，学校组织了“农耕文化我传承”亲子活

动。
新年新气象， 大家的心情和今天的天气一样晴

朗。 打麻糍喽！ 打黄粿喽！ 我们体验着各种城里没有
的农村生活，个个收获不少。

在寻宝活动中，纸条上写农具名称的，可去兑换
相应的农具，然后就可以领菜苗种菜了。 我和思琪、
妙涵任务非常重，在很大一块茶叶地里寻宝。 茂盛的
叶子增加了寻宝的难度， 但背后的呐喊声给我们带
来了力量。 终于，我们寻到了两个宝，里面都有农具！
我们第一时间跑去换取了菜苗和农具， 个个弯着腰
种起了菜，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完成
任务了！

接下来，我们将等待菜园的丰收！
小记者 王语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