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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茶叶，想必每个中

国人都能说上两句，中国是

礼仪之邦，凡是家中来了客

人，沏茶敬茶，是必不可少

的的礼仪，是温馨谦和的代名词。喝茶

更是有很多好处：能消除疲劳，使人精神

振奋，增强免疫力。

十一假期中，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了金

坛区融媒体组织的小记者茶文化研学活

动，真正地跟茶有了“亲密的接触”，这让我

兴奋不已，恨不得立刻钻进茶叶的海洋。

首先，我们在一位讲解员小姐姐的

带领下来到了七彩茶园，她声情并茂地

为我们讲述并示范了如何采摘茶叶，我

们每人都拿到了一个采茶的小篓子，大

家都跃跃欲试，可是事与愿违，尽管大家

都采得筋疲力尽，却连一个小篓子的十

分之一都没采到。此刻，我体会到了采

茶的不容易。

接着，我们来到了茶叶生命科技馆，

一位讲解员小哥哥给我们讲述了茶的来

历和制茶工艺发展的历程，让我们对茶的

历史渊源有了深层次的了解。然后我们

每个人领到了一

个花盆，大家迫

不及待地将营养

土拌匀，我拿起

比吃饭用的勺子

大一点的铲子，

将营养土费劲地

铲进我自己的花盆里，再认真地挖出跟茶

苗一样大小的空间，给小茶苗找了一个合

适的家，最后我把泥土压紧，细心为它浇

上水，希望它能茁壮成长，长成一颗结实

的茶树。

午饭后，我们在茶叶生命科技馆观

看了精彩的“炒茶秀”。只见我们上午采

到的茶叶正躺在锅里，炒茶师先按下加

热按钮，熟练地从锅里抓起一把茶叶，然

后抖了抖手，茶叶随之慢慢地飘落下来。

她一边炒茶一边对我们说：“你们大家一

起采的这些茶叶，只够泡一杯茶哦。如

果想要采一斤茶叶，需要茶农们采上五

万片。茶农们每天都在这里采摘茶叶，

可采出来的也并不多，因此茶叶比较

贵。”接下来，炒茶师让我们在未加热的

锅里试着炒茶。当我触摸到这些茶叶的

时候，我想到了这都是茶农们不辞辛苦

的成果，想到了茶叶的来之不易……

最后，我们来到了茶馆。我了解了泡

茶前和泡茶后的礼仪，知道了一些茶具的

名字，还学会了如何泡茶。

这次的茶文化研学之

旅，使我明白了一杯飘香的

茶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其中

包含着种茶人、采茶人和炒

茶人的辛勤的汗水。

来之不易的茶叶
华罗庚实验学校六（6）班 金里程

美丽的茶海—金坛茅山
华罗庚实验学校新城分校三（9）班 项雷霖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古诗曾说

过: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

碗，寄与爱茶人。在我的家乡金坛也有

这样的一片茶园。今天我们小记者带大

家去看看吧!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的茶

海，它们仿佛站在阳光下向我们打招呼，

我们穿着红马甲，腰间背着小茶篓，学着

采茶阿姨的动作摘那些尖尖的小芽头，

然后放在小茶篓里，问阿姨，采摘一斤茶

叶需要多少颗芽头，她笑着告诉我大概

六千颗芽头。我当时一愣，感觉光采茶

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接下来我们去了茶叶生命科技馆，

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我们按指引一步一

步种植茶苗，还为它培了土、喷了水。在

加工体验区观看了工作人员手工炒茶，

在滚烫的锅中倒入采摘的新鲜茶叶，双

手不停翻动防止炒焦，持续翻动一个半

小时，待空气中有股浓浓的清香味，茶叶

就炒好了。

最后我们来到了抹茶体验馆，感受

茶叶是怎样变成抹茶的。原来是通过小

小的石磨将茶叶研磨成绿色的粉末，然

后做成各种美食，如抹茶冰淇淋、抹

茶蛋糕、抹茶饮料……我

们中午还吃了抹茶面条、

抹茶鸡蛋、茶香排骨，味

道好极了。

太阳快落山了，我们

恋恋不舍的离开了茅山

茶海，还带上了亲手种的

小茶苗。

国庆假期第二天，我以金坛融媒体

小记者身份跟随团队一起去了茅山茶

海，去了解我们身边的茶文化。

刚来到目的地，就有一股淡淡的茶

香飘进我的鼻子里。顿时，我感到神清

气爽，舒服极了!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是

茶叶的故乡，茶叶不仅能喝，还能起到一

定的减肥效果，尤其是乌龙茶，对减肥的

效果特别明显呢！

走着走着，就走进了茶海，放眼望去，

一眼望不到边，如同绿色的海洋般永无止

境。一棵棵茶树枝繁叶茂，一颗颗嫩芽从

枝叶间探出头来。我忍不住伸出手轻轻地

抚摸着茶树的脑袋，满是喜爱。老师见我

们一个个对茶树这么感兴趣。就告诉我

们，茶叶就是这些茶树的嫩芽，不过要想做

成茶叶，要先将嫩芽采摘下来，平铺晾晒几

个小时，挥发掉嫩芽上的部分水分，然后放

进大铁锅里面不停地翻炒。最后把炒好的

茶叶放在大匾筐里慢慢冷却，筛去残渣，就

可以包装成袋了。老师见我们听的很陶醉

的样子，就建议我们来试着采摘一下茶叶。

我们背上小竹篓，找到嫩芽，用大拇

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住，稍

一用力，就将茶树的嫩叶

给掐了下来，放进竹篓

里。半个小时后，老师将

我们召集起来，准备收工。

天气异常炎热，我们个个

满头大汗，我抹了把头上

的汗珠，满心欢喜地看了

看竹篓——原以为有很多，可居然只有

一点点——勉强盖住篓底，经过这一环

节，我充分地了解了采茶人的艰辛。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我们的肚子也

开始唱起了歌，老师说带我们去吃抹茶

面，抹茶蛋糕我很喜欢，我很好奇，抹茶

面是什么样子的呢？味道如何呢？跟着

老师来到了餐厅，桌上已经摆好了一碗

碗绿色的面，颜色好漂亮。我们迫不及

待地尝了尝抹茶面，抹茶面很香，我们每

个人都吃了一大碗。吃完面，老师告诉

我们，抹茶面就是将抹茶粉与面粉和在

一起制作而成的，并引导我们参观了解

抹茶粉如何制作。

我们跟随老师来到一个馆内，看见

一个阿姨正推动石磨磨抹茶粉。我好奇

的探过头去，发现是用茶叶来磨成粉，阿

姨告诉我们这粉就是抹茶粉，我端起一

小盘磨好的抹茶闻了闻，觉得非常香。

又用手沾了一点尝了尝，又觉得好苦。

不少人都想体验一下磨抹茶粉的感受，

我也不例外。我用力推动石磨，可石磨

还是纹丝不动，我再加大力度去推它，石

磨终于动了一下。我甩着酸疼的手，更

近一层地感受到了磨茶的不易。

这次的茅山茶海活动给我留下了难

忘的记忆，让我知道了茶是来之不易的，

磨茶更是辛苦。真可谓是“谁知杯中茶，

叶叶皆辛苦”啊！

难忘的茅山茶海之旅
华罗庚实验学校五（1）班 王晨希

国庆假期的第二天 ,在那一望无边

的绿色茶海之中 ,出现了那一个个身穿

“红马甲”的身影，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金坛融媒体的小记者们来茅

山茶海采茶啦 !作为小记者大家庭的一

员，我也有幸一睹茶海的风采。

老师一声令下，伙伴们“嗡”的一下

向四周散去，个个瞪大了眼睛，用手轻轻

拨动茶树丛，摇身变成了一个个茶叶收

割机。

我找到了一片无人的茶树丛，轻轻

弯曲着背,伸长了脖子，心中一直默记着

老师教的手法：要用两根手指采下来，不

能用指甲掐。我马上找到了目标，用两

根手指捏住嫩芽的柄，轻轻向右上方一

用力，两指一夹紧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

声，茶叶就落在了我的手心中。一股清

新的茶香也扑鼻而来。

刚开始我们都干劲十足，可越往后，

我们越经不住太阳的炙烤 :有的一边擦

汗一边抱怨，有的手做扇子状扇风，还有

的干脆坐在了草地上休息起来。

我乘擦汗的功夫向四周张望，突然看

见了一位老奶奶。奶奶看上去是这儿的

采茶工，弯曲着背，一边仔细观察，一边快

速的往右移，手中的茶叶不一会儿就满满

的了。奶奶把手中的茶叶放入筐中，晶莹

的汗珠从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划落。看

到这儿我的干劲似乎又足了些。

后来，炒茶师傅帮我们把茶叶炒制

了出来。闻着那微微带苦的清香，我心

中却全是甜蜜……

茶海邀游
华罗庚实验学校六（5）班 徐菲

编者按：国庆长假第二天，风轻云淡，秋高气爽。近30名金坛融媒小记者来到茅山旅游度假区的茅山茶海开展研学活动。小记

者们在秋茶采摘中感受亲近自然的乐趣；在种植茶苗中感受茶叶生长，萌发自主探究的兴趣；观看手工炒茶，丰富茶叶炒制知识;打卡

特色茶叶美食，学习茶叶冲泡技艺，感知金坛雀舌的独特韵味……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让小记者们在写下了多篇研学心得的同时，

感受到了茶文化的深厚内涵。本报推出作文版，挑选佳作以飨读者，我们一起去看看小记者们的研学感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