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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完牡丹，我们随涧西区英语学校学生励浩
然，到五（2）班的牡丹主题课上听一听。

“一年冬天，武则天心血来潮要赏花。她下
令‘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百花之中，唯独
牡丹严守花信，不违时令。武则天大怒，下令把
牡丹全部烧掉，连根铲除，贬
到洛阳。没想到，第二年春
天，洛阳漫山遍野的牡丹开
得更大更美了……”在励浩
然和班主任周崇俊的讲解
下，大家了解了牡丹故事，诵
读了牡丹诗词。

拿起报纸

听完牡丹的故事，第三站，我们
来到天津路小学参加“识牡丹，种牡
丹”的小竞赛！

“牡丹常用分株和嫁接法繁殖，
也可播种和扦插……”学完牡丹的小
知识，孩子们拿起锄头，带上水桶，在
老师程诚的带领下，对校园里的牡丹
进行移栽、养护。

擦擦汗珠，我们继续精彩的牡丹课程。
在高新区实验小学的牡丹面塑课

上，六（1）班的陈卓凡正教大家捏牡丹。
“先选择要捏的牡丹品种，然后分析牡丹
的结构，从花朵、枝干、叶子着手，分开
捏。”以花朵为例，陈卓凡将花蕊、花瓣逐
一捏好，轻轻黏合——一朵栩栩如生的
牡丹就出现了，是不是很漂亮？

一剪之趣，韵味悠长。看到本版右下角的牡丹
剪纸作品了吗？它的作者是机车小学六（4）班的学
生贾正博和旭升中学的学生张英俊（如下图）。在
机车小学的纸艺坊社团里，人人都是心灵手巧的
小老师。即便你从没学过剪纸，他们也能教你剪
出一朵不错的牡丹!

剪一剪

亲爱
的读者朋
友 ，你 可
以准备一
把 小 巧 、
锋利的剪
刀 ，沿 着
右下角的
牡丹剪剪
看。先沿
着牡丹的
外轮廓把
花 剪 下
来 ，再 小
心掏剪里
面的细节
部 分 ，一
朵漂亮的
牡丹就出
现啦！

第一站，我们跟着洛龙区一实小的
孩子到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赏牡丹。

在四（2）班小导游李锦源的带领下，大
家来到九色台附近，几百朵粉蓝色的牡丹正
迎风摇曳。

“这种牡丹叫‘蓝月亮’，现在是粉蓝色的，
过段儿时间会变成粉白色，花谢时会变成白色，
所以外号叫‘变色龙’。”在学校的牡丹课程中，
李锦源了解到：在月光下，这种牡丹会变成淡蓝
色，所以被称为“蓝月亮”再恰当不过。

该班教师孙志华说，“园中寻春”是牡丹课程
的一部分，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环节。在牡丹园
中，孩子们学到了牡丹品种、园林设计、牡丹养护
等方面的知识。

第一课：识牡丹

第四课：捏牡丹

第五课：剪牡丹

第二课：诵牡丹

□记者 焦琳 见习记者
赵丹 通讯员 孙雨希 吕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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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只西子，众芳唯牡丹。
随着牡丹文化节的到来，洛城开启赏

花模式。校园里，各种“牡丹”也“开”得如火
如荼，面塑、剪纸、诵读、栽种……孩子们在牡
丹课程中，品味牡丹的美；校园外，孩子们拿
起手中的笔，写牡丹、画牡丹，并用不同的材
料做创意牡丹（详见 C08 版、C09 版）。

本期，让我们一起领略孩子眼中
牡丹的别样风采吧！

一朵牡丹手中开

四月，我市中小学的牡丹课程纷纷上线——

第三课：栽牡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