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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来稿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一棵棵
小草从土地里长了出来。小动物们
也苏醒过来，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到南方过冬的小鸟也开始了迁徙的
旅途。

我跟随厦门日报小记者团来到
五缘湾湿地公园，用我们的实际行
动为南北迁徙的飞鸟建造“加油
站”，为迁徙之路保驾护航。在自然
的“大教室”里，老师告诉我们因为
人类活动造成温室效应，导致鸟类
迁徙时间、食物生长位置、果实成熟
时间都错乱了，飞鸟在迁徙途中找
不到食物，造成多起异常集体饿死
事件。

看着图片上成片的飞鸟尸体，
我无比揪心，我们能为鸟类做些什
么呢？老师说，五缘湾湿地公园就
在鸟类迁徙的其中一条路线上，我
们可以做几个鸟类喂食器，悬挂在
树上，定时投放一些杂粮，让鸟类在
停下来歇脚时可以饱餐一顿。

说干就干，我们马上开始讨论
并动手设计起来。为了吸引鸟类注

意，我们把木棍涂上颜色，建造一个
彩色屋顶；为了方便小鸟进出，我们
用四根棍子支撑屋顶和喂食平台，
四面敞开；为了让小鸟歇脚方便，我
们将一根根栖木捆绑在用纸皮做成
的喂食平台四周；为了不浪费食物，
我们还用矿泉水瓶装上食物，利用
重力让食物一点点漏到喂食平台
上。

在我的“指挥”下，同组同学有
的忙着做栖木，有的忙着做屋顶，还
有的忙着做柱子，大家都满头大
汗。就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柱子
与底盘的连接处断开了，喂食平台
失去平衡，我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
眼，立刻召集组员们扶好屋顶和其
他三根柱子，找来透明胶带和黏胶，
小心翼翼进行加固。

喂食器做好后，我们将它挂在
选中的树上。我站在树下，想象着
长途跋涉、饥肠辘辘的小鸟在这里
歇脚，吃上我们为它们准备的食物，
欢欢喜喜，叽叽喳喳，好像在说：“厦
门真美丽！”那画面该有多美好啊！

文/本报记者 王坚
图/本报记者 黄晓珍
人们一直在说，环境需要保护，

飞鸟需要守护，现实生活中我们该
怎么做呢？3月，厦门日报小记者
团联合五缘湾湿地公园、“小鹿快
跑”研学平台，一起举办了“守护飞
鸟”活动，30名小记者了解、学习近
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鸟类异常事
件，通过STEM-PBL跨学科项目
式挑战方法，经小组讨论、现场研
究，最终设计制作了独一无二的鸟
类喂食器，用行动参与到护鸟行动
中。

专家小课堂
用猜谜方式传授飞鸟知识
“毛色翠绿叫声脆，眼睛透亮尖

长嘴，飞行速度快似箭，要找它家在
峭壁。”伴随着湿地公园郭老师念出
的谜面，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手抢
答道，“这是喜鹊，这太简单了。”孩
子们纷纷要求提高难度。

“喉部栗红色，黑色过眼纹，绿
色衣服黄内衬，挂着一条蓝尾巴。
鸟中老虎，蜜蜂蜻蜓最怕它。猜猜
它是谁？”这一问，直接把现场的孩
子们都难住了。“这是栗喉蜂虎，是
蜂虎科蜂虎属的鸟类。它们有热带
鸟类羽毛艳丽的特征，在阳光的照
射下，全身闪烁着金属般的艳丽光
泽，有人称之为中国最美丽的鸟之
一。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保护区，
主要就是保护它的。”郭老师这样解
释道。

在户外小课堂上，通过工作人
员现场的环境介绍，小记者们知道
了全球气候变化及人类生活对鸟类
的影响，了解了户外不同鸟类喂食
器的特征，猜谜活动更是加深了小
记者们对湿地公园现有鸟类的了
解。

探究式学习
小记者绘制出鸟类喂食器
完成了前期学习，就到了实践

阶段。孩子们分小组来到户外，各
自选择一棵树，并根据树型特征设
计、制作鸟类喂食器。

为了更好地激发孩子们的想象
力，现场“小鹿快跑”的工作人员引
导各组的孩子，针对不同鸟类的特
点、喂食器适宜的高度、盛装的食物
特点等，大胆想象，并充分发挥团队
的作用，最终绘制出了每个小组独
特的设计方案。

在活动中，负责本次活动小课
堂分享的林老师告诉记者，“如何让
研学成为真正的‘研’中学习，是‘小
鹿快跑’一直在研究的方向。我们
希望活动不只是给孩子们带来快
乐，还可以激发孩子们热爱世界的
内 驱 力 。 所 以 ，我 们 引 入 了
STEM-PBL跨学科项目式课程的
概念，就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通过
活动引导孩子们了解守护飞鸟的重
要性，尤其在了解候鸟的迁徙路线
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鸟类红色名录
上的鸟类物种后，通过动手制作鸟
类喂食器，让孩子们体会到守护飞
鸟的使命感。”

厦门市音乐学校严梓窈同学的
妈妈说：“守护飞鸟以及DIY喂食
器，举动虽小，却在孩子心里种下了
一个大大的梦想，感谢厦门日报和
五缘湾湿地公园给予孩子们近距离
沉浸式体验的机会！”

建
个
加
油
站

风和日丽的周末，妈妈带着喜欢
鸟儿的我来到五缘湾湿地公园，参加
主题为“守护飞鸟”的厦门日报小记
者团活动。

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制作一个鸟
类喂食器，我们被分成9个小组，我
加入了第1小组。首先我们要挑选
挂喂食器的树。这棵树必须满足几
个条件：高低适宜、树枝粗壮、远离喧
嚣。经过大家的精心挑选，我们小组
在自然教室外不远处选了一棵合适
的树，贴上了小组标签。

接下来就是设计喂食器，根据小
组讨论结果，我们决定做一个房型漏
斗式喂食器——器型似房子，中间有
两块挡板，里边装上鸟食，随着鸟儿
进食，谷物会不断通过漏斗式的通道
掉入喂食口，添加谷物时只需将屋顶
打开即可。

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领取了制
作材料，纸盒子经过精心剪裁，变成了
喂食器的上半部，又将纸板顶部剪了
个口，把矿泉水瓶对半剪开，把此前对
剪的矿泉水瓶有瓶盖的部分插入开
口，这样只需将盖子旋开便可添加谷
物。随后，大家将喂食器的各个组件
用透明胶组合固定，并用彩笔、彩色吸
管等把它装饰得色彩鲜艳，组员都笑
着说，这个造型独特又色彩绚丽的喂
食器应该很容易吸引鸟儿来进食吧。

为了测试结果，我们赶紧把它挂
在了之前选定的树上，远远观察着。
果然，一会儿工夫，就看到一只不知
名的小鸟来进食了。看到自己做的
喂食器派上用场，组员们开心极了。
其实，生活中的我们，都有义务保护
鸟类，保护大自然，爱护我们共同的
家园！

30 名小记者走
进五缘湾湿地公
园，学习鸟类知
识，制作喂食器，
参与护鸟行动

周六，我随着日报小记者团来到
五缘湾湿地公园参加一场有意义的
护鸟行动。这里风景秀美，主要的保
护生物是栗喉蜂虎。听名字十分霸
气，其实它是一种夏候鸟，体型娇小，
羽毛艳丽，在阳光下全身闪耀着金属
般的色泽，十分美丽。

老师告诉我们，由于人类社会现
代工业高速发展，给地球带来了难以
抑制的温室效应，许多地区的自然生
物和农作物受温度升高的影响，开花
结果的时间都提前了。而候鸟在它
们每年南迁北返的漫长路途中，需要
在中途若干个地点停留，补充食物，
做好下一段长途飞行的能量储备。
当它们按照迁徙周期到达习惯的迁
徙地时，可能会不幸地发现，果树上
的果实已经全部掉光，就会寻不到食
物。所谓适者生存，候鸟群不得不将
自己迁徙的时间也提前，长此以往，

候鸟千百年来建立的迁徙规律将会
被打乱，生存面临极大危机。老师给
我们展示的鸟类死亡的照片，令人触
目惊心。“所幸，随着社会的进步，人
类保护动物的意识也在逐步增强。
我们可以通过在迁徙地为鸟儿们设
置自动喂食装置的方式，作为它们找
不到食物时的补充救济。”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分成 9
个小组，用瓦楞纸皮、卷卷棒、棉
绳、矿泉水瓶等生活中常见的材
料，动手设计并制作鸟类自动喂食
器。我们集思广益，分工合作，不
到1个小时，大家精彩纷呈的作品
就都完成了，有城堡般的，有木屋
型的，还有最实用的瓶口状的……
它们将被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放置
到不同的树上。想到自己也为这
些美丽的鸟儿们做出了一份贡献，
我的心里喜滋滋的。

周六，厦门日报小记者们来到五
缘湾湿地公园，开展保护湿地鸟类活
动。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
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
在啼。”老师带领我们参观完湿地公
园内的鸟类和它们生活的大树，就到
了喂食器制作环节。我们先开展了

“头脑风暴”，讨论该如何设计喂食
器。小组同学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大家又到户外查看实际情况，很快我
们就顺利地完成了设计。

有了设计图，接下来就简单多
了。领取了工作人员准备好的纸

板、彩色小木片、胶水、胶带等材料
后，我们首先把纸板根据设计裁成
6块长方形，制作喂食器的主体，并
在其右下方开个小门，方便小鸟自
由出入；然后用彩色小木片装饰外
观，让整个喂食器看起来就像一座
小屋；对着喂食器看了好一会儿，我
们又在“小屋”上增加了绳子，方便
将它固定在树上。这样，喂食器就
完成了，我在“屋顶”写上“7 号小
窝”，并在里面放了装着水和食物的
瓶子，将其固定好。

希望小鸟能到我们做的“小屋”
里，饱餐一顿，再美美地睡上一觉。

草原广袤的天空中传出尖厉的
长啸，街道两旁的树木中传来清脆
的鸣叫——都是鸟儿啊！工厂中腾
起的烟尘，大海中漂荡的油污……
那可是成千上万只鸟儿离去的罪魁
祸首啊！

3月11日下午，在“守护飞鸟”
活动中，通过自然课堂我了解到，由
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导致全球气候
变暖，海平面上升，才造成了近年来
一系列鸟类奇异事件：聚集觅食，突
然坠落，成群死亡……看着屏幕上一
个个鲜活的小生命离去，我痛心不
已。

课后，步下木阶，清新的空气扑
鼻而来，处处洋溢着树木与青草的清
芬，其间夹杂着悦耳婉转的鸟鸣。在
老师的带领下，我们通过猜谜语环节
认识了各种鸟儿的名称及生活习

性。分好小组后，我们挑选了一棵比
较粗壮的大树，准备悬挂自制的喂食
器。每个小组都齐心协力，脑洞大
开，设计出各具特色的喂食器。我所
在的小组经过一番探究设计，再通过
剪、折、裁、涂、绑等步骤制作，喂食器
便大功告成了。想到鸟儿在我们亲
手制作的喂食器上啄食谷物的场景，
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心里像是吃了
蜜一般甜滋滋的。

鸟儿是人类的朋友，我们拥有一
个共同的家园——地球。鸟类的缺
失将破坏整条食物链，最后威胁到人
类自身。守护飞鸟，刻不容缓，我们
在行动！我不禁赋上一首藏头诗：

守地球生态应医，
护环境尽己之力。
飞于天依木而栖，
鸟翱翔生生不息。

周末参加厦门日报小记者团
组织的守护飞鸟行动，我早早就来
到了五缘湾，这里可说是“鸟的天
堂”！

老师介绍说，保护区内有90多
种鸟类，100多种植物，其中最重要
的鸟类要数“栗喉蜂虎”，这是一种
非常漂亮的鸟，还是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呢。

进入自然课堂，聆听着老师的
讲解，我知道了鸟类的生存现状。
因为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不断上
升，鸟儿能捕食到的鱼虾越来越
少。澳洲海滩上曾出现成百上千具
鸟类的尸体，它们就是因为在迁徙
的途中缺乏食物，抵达澳大利亚时
饿死了。听到这里，我很心痛，怎样
才能保护我们的鸟类朋友呢？老师
告诉我们，可以给它们制作一些喂
鸟器，让它们在饥饿疲倦时能及时
得到补给，保持飞翔的能量，顺利抵
达迁徙地。

听了老师的话，小伙伴们大感

兴趣。对，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给
鸟儿制作喂食器！这喂食器很有讲
究，它分为多种类型，分别为平台喂
食器、房型漏斗喂食器和管形喂食
器等。我们小组经过讨论，决定制
作房形漏斗喂食器。

我们先在纸上画好草稿图，再
去领取相关的材料。第一步将纸皮
对折，把卡纸装上，接着在纸皮上挖
一个洞，用来给鸟加食。由于时间
关系，我们只能做比较简单的款
式。我们拿来一个矿泉水瓶，把不
同颜色的雪糕棒贴在矿泉水瓶上
面，然后剪掉上半部分，一个简易的
喂食器就做好了。

虽然没能制作出一个最理想的
喂食器，但是能亲手给鸟儿们做喂
食器，尽我所能去帮助鸟儿，让它们
迁徙的时候有地方休息，有食物可
以吃，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希望
未来的我，能够为保护飞鸟做出更
大的努力！

3月的周末，我有幸参加了厦
门日报小记者团的活动，化身“飞鸟
守护大使”，观看近几年世界各地发
生的鸟类异常事件，并亲手制作独
一无二的喂食器，实际参与到护鸟
行动中。

通过老师的分享，我认识了多
种鸟类，一个鸟儿因环境污染死亡
的视频，让我颇为震撼，感受到爱护
鸟类、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如何才能更好地守护这些天
空中的精灵？老师教我们动手制
作喂食器，通过老师的介绍，我们
认识了平面式、尼杰式、房子式等
多个类型的喂鸟器。我们第5小组

4个人根据树木的实际情况，选定
了喂鸟器的类型，并且分工制作：
我们先把纸板分成两半，在纸板上
粘上雪糕棒，然后剪出两个正方形
和三角形贴在一起，另一个纸板铺
底，组装成一栋小房子的模样。我
还做了一些漂亮的装饰品贴在纸
板上。然后，我们把鸟食放到了房
子里，一个漂亮结实的喂食器就大
功告成了。

通过这个活动，我认识了很多
鸟类朋友，也知道了保护环境的重
要性，还懂得了要在活动中分工合
作，我的“知识瓶”里又多了几滴

“水”。

为
迁
徙
的
鸟
儿

亲手筑巢 守护飞鸟
●园南小学四年2班 周梓晔

小记者在小组讨论中。

“手”护飞鸟行动
●鹭江新城小学二年4班 尚映彤

在“鸟的天堂”制作喂食器
●滨东小学三年1班 许博宁 指导老师：吴勇兰 吴玉琼

爱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大同小学四年5班 王思诺

保护候鸟 我们在行动
●滨北小学五年10班 叶泽恺

小鸟，“7号小窝”欢迎你们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三年1班 李勇霖

一起珍爱小生命
●莲龙小学六年5班 陈姝然

小记
者制作的
喂食器之
一。

户外课堂之鸟类知识猜谜环节户外课堂之鸟类知识猜谜环节。。

小记者画小记者画
出鸟类喂食器出鸟类喂食器
的设计图的设计图。。

小记者小记者
在户外挑选在户外挑选
适合放置鸟适合放置鸟
类喂食器的类喂食器的
树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