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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地

下期预告

亲爱的同学们，你知道什么是
农历吗？农历是我国的一种历法，
又称夏历、中历、旧历，俗称阴历。
农历是以华历（阴历）为基础，融合
阳历成分而成的一种历法。所以
我国的农历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应
该叫阴历，而是阴阳合历。

农历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二十四节气就是农历的一个重要
部分，重阳节、端午节等都是传统
的农历节日。农历就在我们身
边！只要我们用心去看、去听、去
搜集，就一定能发现更多关于农历
的知识。

精选题材

本次习作的主题是农历，写作
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广泛。我们
可以从哪些方面了解农历呢？大
家心中要有一个方向。比如，我们
可以直接围绕农历的起源和制定
来写，也可以围绕二十四节气来
写，像立冬这个主题我们刚刚写
过，十月除了立冬，还有小雪，大家
就可以写。我们还可以写一写农
历节日谚语，像清明难得晴、谷雨
难得阴等，每一句谚语都饱含了深
刻的道理。另外，农历十月初一是
我国传统的祭祀节日——寒衣节，
俗称鬼头日，北方人会在这一天祭
扫，我们也可以作为写作的题材。
当然，我们还可以结合古诗词，写
写与农历相关的传统节日，像重阳
节、除夕等。

确定了题材，接下来就是搜集
和这些题材相关的资料，写一写它
们的传统、来历、习俗等，从而使我
们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历法知
识。最好选择自己感兴趣、熟悉的

内容，这样写作时，才能胸有成竹、
下笔如有神。

梳理思路

确定习作题目。本次习作，可
以选取的内容有很多，大家要根据
自己搜集的材料，确定一个点展开
来写，并确定作文的题目。题目是
作文的眼睛，要简洁有新意、符合
文义，可以围绕内容来定，也可以
围绕中心来定。

编写写作提纲。要考虑文章
的整体安排，设计一个写作提纲，
确定开头、中间、结尾写哪些内
容。还要明确哪些内容详写，哪些
内容略写。对表达主题很重要的
内容，就要详写，对表达中心不是
那么重要的，就略写或者不写。

紧扣主题

抓住要点。不管是抓住哪个
方面来写，都要围绕题目和中心，
写出特点，例如：正月十五元宵
节，吃元宵、扭秧歌、猜灯谜、闹花
灯、放烟花；寒食节，祭祖上坟等，
大家要通过具体的文字资料来体
现这一特点，叙述清楚其传统、来
历、习俗等。

把握精神。文章要有思想升
华，这样的作文才有深度。在抓住
特点之后，不能浮于表面，还要感
受蕴含的精神文化，感受中国传统
历法的博大精深。如端午节，屈原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伟大爱国主
义精神；重阳节，敬爱老人；中秋
节，家人团圆。在点题或者总结
中，你可以尽情地抒发感情，需要
注意的是，必须要和所写内容相呼
应。

农历是我国传统的历法，又有
华历、夏历、汉历等名称，农历是一
种阴阳合历。

农历分为平年和闰年，平年为
十二个月，闰年为十三个月，农历的
月份又分为大月和小月，大月有三
十天，小月有二十九天。

农历把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
以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业等事，
所以农历既有阴历的成分，又有阳
历的成分。

农历作为中国传统历法，自
轩辕帝时期就开始广泛地应用
到当时的生活中。

阳历和农历还有许多不同之

处。阳历是世界通用的，将地球
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定为一年，
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大月三十一
天，小月三十天，平年二月二十八
天，闰年二月二十九天。农历将
月亮圆缺一次的时间定做一个
月，共二十九天半，为了算起来方
便，大月定做三十天，小月二十九
天，大小月大体上交替排列。

农历有很多好处。农历是定
历，它具有天文年历的特征，能很好
地和各种天象对应，如它的节气严
格对应太阳高度。

这就是农历，我们老祖宗智慧
的结晶。 （指导老师：石艳朋）

认识农历
蓝天学校五（4）班 李昂洋

第二十八期主题：农历

湛河区东风路小学三（4）班语文教师 康巧锦
（省优质课教师、市教育系统学术技术带头人、市骨干教师、区名师）

写物是小记者的一项基本功。
下周跟着导师写作文的主题是小动
物，小记者可以挑选一个自己最喜
欢的小动物来写，如小猫、小狗、小
鱼等。擅长绘画的小记者可以画出
自己最喜欢的小动物，喜欢书法的

小记者可以书写一首关于小动物的
古诗。

小记者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写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这篇作文时，
一定要写出自己的特色，写出你心
中独一无二的小动物。 （王红梅）

第二十九期主题：我最喜欢的小动物
导师：卫东区新华路小学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李文珠

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农历是集
阴阳历于一身的一种历法，而我
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历法的国家
之一。平均历月是以月亮的盈亏
朔望周期为一个朔望月，设置闰
月以使平均历年为一个回归年，
然后又设置了二十四节气来反映
季节的变化。

农历的作用主要是运用二十
四节气指导农作物的收种管理。
二十四节气就是我国古代人民概
括总结出的一套天文气象历法。

农历包括寒来暑往的准确时间、
降雨降雪等自然现象发生的规
律，记载了大自然中一些物候现
象的时刻。

许多古诗词中也含有农历
的身影。比如杜牧的《清明》一
诗中提到的清明节，就和农历
有关。它既是一个扫墓祭祖的
肃穆节日，也是人们亲近自然、
踏青游玩、享受春天的欢乐节
日。

我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七凌

晨出生的，这个时间接近二十
四节气中的大雪。这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第二十一个节气，也
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大雪的
到来，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
下雪的可能性大增。我的生日
过后，经常能看见外面银装素
裹。

农历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
结晶。其中蕴含了农事、季节、气
候的变化，博大精深，值得我们深
入地学习。（指导老师：刘亚伟）

农历中的智慧
东风路小学 三（4）班 胡伊林

“妈妈，今天是 11月 4日，不
是我的生日呀？”我仰起头，一脸
疑惑地问妈妈。妈妈一边拿蛋
糕，一边说：“傻孩子，今天是农历
九月十九，每年你都过农历生日
呀！”

“农历是什么啊？”我继续追
问。

“农历啊，是咱们老祖宗制定
的历法，这种历法传说创始于夏
代，所以又叫夏历。你还会背《二
十四节气歌》吗？”妈妈摸摸我的
头，笑着问我。

“当然会！”我信心满满地
说，“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
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
冬小大寒。”我大声地背了起来。

“儿子真棒！”妈妈竖起了大
拇指，说：“你知道二十四节气是
怎么来的吗？”我摇了摇头。

“二十四节气是古人根据太
阳的位置，为了方便干农活，把一
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还有一首
新《二十四节气歌》想学吗？”

“想学，想学……”
妈妈笑了笑，拍手唱起来：

“打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
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种
麦，谷雨种大田……”

“我们老祖宗真厉害！现在
是什么节气？”我急切地问。

“快小雪喽！”
“怪不得天气越来越冷！”
“吃蛋糕吧，儿子，又长大一

岁了！古人无穷的智慧结晶，需
要我们不停地学习。吃完蛋糕，
妈妈教你新《二十四节气歌》吧！”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心里高
兴极了！ （指导老师：刘亚伟）

我的农历生日
东风路小学三（4）班 吴其骏

农历是中国传统历法之一，
也被称为阴历、夏历、旧历等。农
历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
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
是古代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
慧结晶，它不仅能反映季节的变
化，指导农事活动，也影响着千家
万户的衣食住行。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
已经用土圭来测量正午太阳影子
的长短，确定了冬至、夏至、春分、
秋分四个节气，一年中影子最短
的一天为夏至，最长的一天为冬
至，适中的为春分和秋分，这四个
节气是二十四节气最早的雏形。

春秋时期的著作《尚书》中对节气
有所记述。

我们的祖先把5天叫1候，3候
为1气，全年分为七十二候二十四
节气。随着不断地观察、分析和总
结，节气的划分逐渐丰富和科学，
到了距今2000多年的秦汉时期，
形成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概念。
西汉刘安著的《淮南子》一书里就
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记载。公元前
104年，由邓平等人制定的《太初
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定为历法。

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
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季节、气
候、物候等自然变化，如：二分（春

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四
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反映
一年四季的变化；小暑、大暑、处
暑、小寒、大寒反映一年中气温的
变化；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
降、小雪、大雪反映水量的变化；
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反映物候
现象。

二十四节气中每一个节气都
有其特定的意义，被称为农耕时
代的“时间智慧”，充分体现了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2016年
11月30日，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名录。 （指导老师：陈逊）

二十四节气的由来
中心路小学六（3）班 朱笑晗

梦想小屋 东风路小学 四（1）班 田钊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