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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老城区第一小学的
70多名同学，在《洛阳晚报·教育周
刊》智慧少年工作室的组织带领下，来
到了伊滨区智慧少年基地，参加“勤奋
结硕果·劳动最光荣”主题活动。

同学们走进田地，认识海棠树、
石榴树，捕捉农田里的小昆虫，还动
手采摘了红薯叶。在挖红薯时，孩子
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后来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挖红薯。在
活动的最后环节——大自然课堂，同
学们了解了红薯的营养价值，并表示
回到家要动手试一试，为爸爸妈妈做
一道红薯大餐。

老城区第一小学的少先大队辅导

员谢晖说：“孩子就应该多亲近大自
然，他们跑跑跳跳，不仅锻炼了身
体，还能学到很多课本里没有的知
识。尤其是挖红薯的时候，看到孩
子们从一开始的茫然无措到后来的
合作、分享，我非常高兴。这种在实
践中学习的活动，对孩子们的成长
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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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晨 文/图

10 月 27日，西工
区大路口小学的同学
们来到三彩小镇，学习、
参观唐三彩制作工艺，
更变身为工坊“小师
傅”，学习制作唐三彩。

西工区大路口小
学副校长张松林说，由
《洛阳晚报·教育周
刊》智慧少年工作室
策划组织的“三彩创
作”研学活动，效果非
常好。洛阳是著名古
都，唐三彩是洛阳的
瑰宝，孩子都见过，感
觉很美，但是，怎么做
出来的都不知道。有
的 同 学 可 能 查 阅 资
料，但那也只是停留
在 文 字 了 解 的 层 面
上。这次研学活动，
孩子们听了讲解，了
解了唐三彩的灌浆、
烧制过程，还动手参
与制作了唐三彩，不
仅了解了工艺程序，
还学习了历史文化。
这正好同西工区追求
的以“概念为本”的实
物教学接轨，真好！

□陈晨 文/图

10月25日，来自西工区唐宫西
路小学的70多名同学，在《洛阳晚报·
教育周刊》智慧少年工作室的组织带
领下，来到了伊滨区智慧少年基地，
参加“勤奋结硕果，劳动最光荣”的主
题活动。

在农民伯伯的带领下，同学们来
了一次计时挖红薯比赛。虽然比赛
要求不能使用工具，但是孩子们一点
儿都不觉得困难，反而觉得和泥土近
距离地接触，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
就像农民伯伯说的那样，与泥土做好
朋友是了解大自然最为重要的一步，
不要怕脏，不要怕累，大自然的每一

样生物都会教给大家不一样的学问。
唐宫西路小学教导处副主任张

园园说，学校和《洛阳晚报·教育周
刊》智慧少年工作室一起组织学生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走进大自然，就
是想让孩子们亲身感受真实的自然
环境，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获
取知识。

□陈晨 文/图

10月25日至26日，在
《洛阳晚报·教育周刊》智慧
少年工作室的组织带领下，
西工区实验小学五年级的
同学们走进了三彩小镇，在
专业师傅的陪同下，聆听了
有关唐三彩的历史知识，动
手给三彩素胚上了釉，还为
自己制作了专属的三彩生
肖。因为孩子们的优秀表
现，三彩制作师傅奖励他们
体验了灌浆。

西工区实验小学党支
部书记王迎春说：“我被孩
子们专注聆听的样子所感
动，我相信孩子们在唐三彩
文化的感染下，会对家乡爱
得更深。”

西工区实验小学副校
长许宜迪说：“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研学活动打开
了学校的大门，带领孩子
们通过参观、体验式学
习、讨论式辨析、实践性
操作等学习方式，在欢
乐、真实、亲身体验的活
动氛围里，充实自己，积
累更多的知识和生活经
验。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
魅力课堂。”

老城区第一小学：

亲近大自然 动手挖红薯
西工区唐宫西路小学：

走进大自然 体验当农民

西工区实验小学：

了解三彩文化 感受家乡魅力
西工区大路口小学：

变身“小师傅”学做唐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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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唐三彩灌浆塑形的制作过程

“给我做的唐三彩写上名字” 给唐三彩上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