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末，瑞安日报培训中心的老师给小记者们上了一堂“缝补课”。钉纽扣、修补衣物上的破洞……小记者们学得非常投入。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代不复存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导致如今大部分家长忽略了对自己孩子的“缝补”教育。

来自二年级小记者班的张歆瑜说：“平时我在家从没有亲自缝补过东西，连钉纽扣都不会，最多就是帮外婆穿过针线，原来自己缝补东

西这么有意思。”

培训中心的老师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缝补课”，让小记者们收获一项新的生活技能，在今后的生活中养成朴素的生活作风。

（苏梦璐 文/图）

从小到大，我的衣服哪里线开了，或划破了，都是妈妈亲手帮我补

上。我根本不会也从不去关注这些，但今天的活动课却让我学会了简单

的缝补。

老师将我们分为4个小组，第一小组由我、如者和钟诚组成。随后，

老师发给我们每个人一枚针、一根线、一个苹果形纽扣，还给每个小组发

了一把剪刀。看着这些平时不接触的东西，我们傻眼啦。

老师仔细地讲解着操作的每一步骤。首先要把线对折，然后把线

穿过针孔里。光这个动作我都手发抖，老半天都穿不过针眼，这些东

西好像就是要和我对着干似的。

老师看着大家，笑着说，你可以沾一点口水，这样就防止线

上的毛突起。按照老师的方法，再经过我的努力，终于线进

了针眼。

我看着自己的成果高兴得有一点小激动，接着我们又

在线的最尾端打了个结，这个难不倒我。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环节――缝扣子了，缝补第

一针要确定好位置，一针挨着一针的跟着。我非常

紧张地握起针，在战战兢兢中缝下第一针，接下

来针眼紧靠着前一个针脚，一针又一针缓慢而

来，缓慢而去。我的手似乎不听使唤，大拇指

差一点和针尖就“亲吻”在一起。经过一番

“苦战”，我的手也不抖了，心也不慌了。

时间过去大概有20分钟，扣子终于钉

好了。虽然缝的不是很结实，像个摇

头晃脑的小孩子，但我心里还是

很开心。

补衣服真是一个细活，要十

分的细心和耐力。以前都是

让妈妈帮忙，现在我学会了

缝补，以后就可以自己

搞定了。通过这次

的活动课，我也明白

勤俭节约是中华

民 族 的 传 统 美

德，以后我会多

多动手来做

这种事情，

把 传 统 美

德 传 承

下去。

人生中第一次穿针引线的经历是在作文活动课上完成的。

今天上课时，老师递给我一根针、两根线，让我将它们“拴”在一

起。我扯出一段线，把它拉直，一只手拿着线，一只手捏着针，把线对

准针眼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迅速一穿。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

腐”，后果可想而知——线穿不过。第一次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再来

过。

我再次穿针，眼看就要成功了。线突然扭转方向，它“宁死不

屈”，对我使出“不依不饶”的招式。

我再施一技，使出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可事实证明

还是做了无用功。

我气得不想补了，但一想我都十来岁了，自己的事

情老依赖爸爸妈妈，衣服脏了妈妈给洗，衣服破了妈妈

给补，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样下去怎么行

呢?

仔细回想从前妈妈给我缝补衣裤时的情景，

终于知道我为什么穿不过去了。我把线放进嘴

唇一抿，抿得像针一样细，拿住线，对准针眼

慢慢地钻过。

针穿好了，接下来开始缝补了。我

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哎呀，不小心扎到

了一下，手指头上冒出了小血珠。男

子汉，流点血怕什么？我没有停，

又继续穿针引线，可针老是不听

我使唤，不是偏左就是偏右，虽

然看上去是简单的一针针、

一线线，却缝得那么难！

我心里想：这可比写

作文难多了！我继续

缝着，针也慢慢听话

了。二十分钟过去

了，总算把衣服上

的破口给缝起

来了，虽然针

脚有大有小，

有 窄 有

宽 ，可 这

都是我的

“ 心 血

和 汗

水 ”

呀

！

“缝补课”走进周末小记者课堂

潘钲日 广场实验小学 五年级

今天是瑞安日报作文培训班

的活动课，老师早几天就发短

信给我们，说下节课要带一件

旧衣服来。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老

师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来到培训班，同学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议

论着。

“不会又是手绘T恤吧？”“难道……”过

了一会儿，老师笑眯眯地走到了讲台上，在投影

上放映出一首诗：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

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个同学大叫

了一声：“老师，不会是让我们缝衣服吧？”

没错！我们这次活动课的主题是——“学缝补、

知节俭”。

顿时，教室里叫苦声一片，我们从来就没拿过针

线，根本就不会缝补啊，这下该如何是好。随即，老

师给我们介绍了几种针法，又发给每人针、线，还有

各种碎布头、纽扣，让我们自行“改造”一件衣服。

我和叶一玮一起“改造”一件短袖衬衫。该如何

改造呢？我和叶一玮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想不

出来。可能是看到了桌子上的闪亮的纽扣和衬衣上

暗淡的白色纽扣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叶一玮灵机一

动，“要不，我们将纽扣全部换掉

吧！”“不错的建议。”说着，我们便

开始行动。拆纽扣倒是小菜一碟，

拿把剪刀“咔嚓咔嚓”没几下，纽扣

全部散落下来，可是缝纽扣……

我想着妈妈平时缝纽扣的样子，仔细

地缝了起来，可是缝出来的纽扣却是惨不

忍睹，满是线疙瘩，纽扣垂头丧气地耷拉着，

仿佛在埋怨我怎么将它缝成这样。

我有些灰心，怎么简单的缝纽扣，在我的手里

却变得如此复杂，手还被针扎了好几下呢？

不行，我再试试。我扭了扭脖子，耸了耸肩，振

作起来开始缝第二个纽扣。果不其然，这个缝的比

上一个好些了。过了好久，我们才将这一件衬衫全

部改造完了，看着闪闪发亮的纽扣，心里有一种说不

出的快乐。

今天的缝补课让我明白了：如今虽然不怎么需

要缝补衣服，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还是需要传承

的。今后，我们一定要做到勤俭节约。

李余涵 红旗实验小学 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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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勤 仙降中心小学 四年级

学缝补、知节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