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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桨板上的传承
上午9点，学校桨板队的8名队员在教练指

导下完成编队训练，他们轻松自如地驾驭桨板，
一会儿变成一字型，一会儿变成花瓣形。

三年级学生陈诺亦动作娴熟，这名已在市
级青少年比赛中斩获前三名的小选手，来自“龙
舟世家”——祖父是曾创下“浙江省龙舟大赛五
连冠”的云龙镇龙舟队元老，父亲陈钢既是学校
体育教师，也是镇龙舟队现役队员。他说从小就
听爷爷讲划龙舟的故事。如今，由陈钢引入校园
的桨板课程，正让更多孩子接触水上运动。据校
方介绍，该校桨板队成立三年，已培养出多名市
级比赛的获奖选手。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许贝贝）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5月26日，在宁海
县长街镇中心小学，翠绿的菖蒲与灰白的艾叶在同
学们手中翻动，一场别开生面的植物观察课正在进
行。这是该“品菖蒲 识艾草”主题活动中的一个场
景，同学们化身“小小植物学家”，通过眼看、手摸、鼻
闻等方式，细致观察菖蒲叶子和艾叶，以此探索端午
习俗中菖蒲与艾草的奥秘。

在老师的引导下，大家认真记录两种植物在气味、
颜色、形状和质地上的差异：艾叶表面灰白、密布绒毛，
叶片羽状分裂，揉搓后散发浓郁清香；菖蒲叶形似宝
剑、色泽深绿，质地坚韧，轻嗅带有淡淡的辛辣味。

指导老师冯丹介绍：“这些植物不仅承载着古人
驱邪祈福的美好愿望，其天然抗菌功效更是让它俩
成了传统的‘绿色防疫卫士’。”

社团指导老师冯丹和何海叶还以生动的语言讲
述端午民间故事。从屈原投江的悲壮传说，到百姓挂

菖蒲艾草驱邪祈福的习俗起源，一个个故事引人入
胜，同学们听得全神贯注，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深
刻理解了端午蕴含的家国情怀与文化底蕴。

最令人期待的当属创意手工环节。同学们充分
发挥想象力，将观察记录制作成精美的小卡片，搭配
新鲜的菖蒲与艾叶，制作出独一无二的端午挂件。翠
绿的叶片与五彩斑斓的卡片相映成趣，寄托着同学
们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与热爱。

“原来菖蒲和艾草有这么多学问，我要把今天学
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听！”“制作挂件太有趣了，我要把
它挂在房间里，保佑全家人健康平安！”同学们兴奋
地分享着自己的收获与感受。

长街镇中心小学校长杨彦渊说：“此次活动将传
统文化教育与自然科学探索、劳动实践相结合，让同
学们在寓教于乐中触摸历史、感知自然。未来，学校
将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带领同学们探寻
更多传统文化与自然科学的奇妙之处。”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吴正
彬 通讯员 段芳）鲜榨西瓜汁、手打柠檬
汁、吐司DIY、旱地划龙舟、创意绘彩蛋、编
织五彩绳……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应
有尽有，孩子们在各个摊位间穿梭游乐，
脸上绽放出童真笑容。5月29日，宁波市
宝韵音乐幼儿园以“‘六一’遇端午 欢乐

‘童’分享”为主题，开启了一场充满童趣
与传统韵味的节日活动。此次活动延续该
园“传统节日课程化”的教育特色，以“大
带小”混龄形式让孩子们在自由玩乐中开
开心心迎接双节。

上午9点，活动现场早已热闹非凡。各
个美食摊位前挤满了小朋友：一些萌娃握
着儿童塑料刀，小心翼翼切西瓜、挖果肉，
西瓜汁顺着勺子滴进玻璃罐，映出孩子们
明亮的眼睛；一些萌娃化身“小小饮品
师”，在家长志愿者指导下，将柠檬切片、
捣碎、出汁，当金黄的柠檬汁遇上透亮茶
底，瞬间引发“哇”的惊叹声；一些萌娃则
把吐司变成“画布”，用果酱画出彩虹、笑
脸；还有一些萌娃围在冰粉摊前，看着红
糖汁浇在晶莹冰粉上，然后撒上花生碎、
葡萄干，纷纷踮着脚追问：“可以尝了吗？”

“加油！加油！”端午传统游戏区传来
阵阵加油声，大班哥哥姐姐牵着小班弟弟
妹妹的手，在“划龙舟”游戏中大显身手；

“端午投‘粽’你”摊位前，萌娃们摆出各种
各样的投掷姿势，将粽子形状的沙包一个
个向目标投去；彩蛋绘制区，孩子们的小
手忙个不停，没多久就绘出了各具特色的
得意之作。

宁波市宝韵幼儿教育集团办公室主
任林昔娜介绍，此次节日活动以儿童视角
为起点，通过前期“儿童议会”的召开，将
孩子们最喜爱的美食制作与品尝、传统游
戏体验转化为鲜活的课程资源，生动诠释
了“课程生活化、游戏化”的教育理念。活
动全程以儿童为中心，教师、家长志愿者
与社区志愿者化身成长路上的支持者，凝
聚园所、家庭、社区三方合力，将孩子们天
马行空的创意一一落地。

活动中，孩子们不仅是参与者，更是
真正的“小主人”。他们在美食制作中感知
劳动的价值，在传统游戏中触摸文化的传
承，在混龄互动中培养社交能力，真正实
现了“做中学、玩中学、生活中学”。这种寓
教于乐的模式，正是对《学前教育法》中

“尊重幼儿发展规律”的生动实践。
“我们始终秉持创新理念，每年精心

策划各类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容与
形式，希望通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孩
子们充分感受节日的独特魅力，在童趣盎
然的氛围中收获成长的喜悦。”林昔娜说。

校园桨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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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临近，5月27日，在“中国龙舟文化

之乡”鄞州云龙镇，王笙舲小学桨板队的学生

和镇上龙舟队的村民都在忙着划船。而校园

里，学生们忙着做香囊，包粽子，跟非遗老师

绘龙舟。校园内外，节日氛围浓厚，龙舟特色

彰显。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吴枫

课堂里的端午
教学楼里，不同年级的端午课程各具

特色。
四年级教室里，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农（渔）船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朱
志友带来的龙舟模型，引发学生们阵阵惊
叹。“龙舟首尾的造型取自传统渔船，但弧
度更陡，这样有利于冲浪。”朱志友边讲解
边指导学生上色。

在美术教室，版画社团的学生正用刻
刀再现龙舟竞渡场景，科技社团则尝试将
现代动力装置植入传统船模。

“包粽子不能急，粽叶要折成漏斗
状。”六年级教室里，家长志愿者手把手教
孩子们包制碱水粽。走廊上陈列着用废旧
材料制作的创意龙舟，其中一艘用矿泉水
瓶拼接的“环保龙舟”格外醒目。

龙舟文化是云龙镇的地域特色，也是
王笙舲小学近十年来创设的校园文化特
色。该校党支部书记周琴飞表示，近年来，
学校以龙舟精神为校训，倡导师生团结奋
进，顽强拼搏，奋勇争先。

“六一”邂逅端午
萌娃玩转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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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展示自
己制作的端午挂件。

孩子们在“端午投‘粽’你”摊位前玩
游戏。

云龙镇小学生体验旱地龙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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