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阳光
的照耀下，花
瓣雪白，不含
一丝杂色，是
那么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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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怀念的，是故乡的那亩田，那座山，那栋古屋，那个永不服老的老人，
她最喜欢的，是带着泥土香的花生，偶尔还能吃到的带谷壳的白米饭……

你若安好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便是晴天

一堂有趣的数学调查实践课
■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石景山学校

五年级（6）班 黄钰栋

我喜欢给家人讲我们班上数
学课的故事。因为教数学的邓老
师总是“突发奇想”。

这一段，我们学习“立方体的
体积和面积”。按邓老师的要求，
同学们上课时都从家里拿了小包
装盒。当邓老师看到牙膏盒时说：

“我昨天去超市买牙膏，平时这个
牙膏是20元一支，这次促销活动
把两支绑在一起，还是20元。我
就买回去了。可是拆开包装才发
现，一支是正常的大小，另一支却
是很小的。同学们，你们遇到过类
似的情况吗？”

我刚开始努力回想，同学们一
下子活跃起来，这个说：“过年时，
收到零食礼盒，本来挺高兴的，可
是打开包装一看，里面塞了好多包
装纸，实际没多少东西。”那个说，

“妈妈收快递，一支小小的口红，却
用那么大的盒子，空间都塞着碎
纸、塑料袋……太浪费了。”

各种关于包装的故事从同学
们嘴里说出来，我真没想到。

大家普遍感到商家这种做法
“糊弄人”“浪费”“不环保”……邓
老师总结说：这就是过度包装！

于是，邓老师的“突发奇想”又
不期而至了！

“同学们，那我们就开展个数
学调查实践吧，看看我们在生活中
有多少过度包装，以及过度包装的

相关情况！”同学们都兴奋起来。
第二节数学课来了！老师给我

们分了组，有现场调查组、新闻组、研
究报告组。我是现场调查组的。首
先，这一组的每个人都要事先做一个
调查表格，下一节数学课汇总。确定
表格以后，调查组将去超市。

我回家后左思右想，画了个简
单的表格，又觉得不妥。上网一
搜，还真有不少类似的研究，看了
十几个帖子，选择其中一个，做了
修改。

第三节数学课上，老师给每个
人的表格都提出了修改建议。最
终，综合大家的设计，确定了“标准
版”，表格里有种类、规格、净含量、
比值、图形、判断等。

调查组经过商议决定：周末去物
美大卖场集合。

一早，妈妈带着我来到物美，
她高兴地说：“这个活动挺好，正好
顺便买东西。”

老师让两个人一组，时间为一
个半小时。

我和韩成岳一组。一进超
市，满眼都是琳琅满目的饮料、
小食品……我们俩分别扑向自
己喜爱的美食，家长一个劲儿提
醒我们：调查结束再给你们买，
先要完成任务！

邓老师不放心，找到我们，给
我们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一个
人负责报商品的各项指标、测量规
格，另一个人记录，可以请家长帮
忙拍照。

我记录，韩成岳调查，韩成岳
爸爸计算，我妈拍照。我们决定按
照超市楼层设置进行我们的调查：
先调查食品类，其次是生活用品，
最后是文具玩具。

一开始超市服务人员还过来
问我们做什么？听说做数学调查
就允许了，有的还帮我们提建议。

我的妈妈和韩成岳的爸爸都
建议：先找保健品、礼品，然后再找
一般商品做对比。

果然，这两类商品的过度包装
比例很高！

调查玩具类时可给我们难坏
了！要么是没有净含量，要么是净
含量的单位不合适，我们逛来逛
去，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貌似都不
行，可是这时候，时间还剩不足15
分钟，我们急得焦头烂额。家长说

“别管净含量了，有什么记什么，就
记包装规格吧。”

于是我们在最后的七分钟完
成了所有调查，匆匆赶到楼下集
合。邓老师拿起一个奇趣蛋的包
装给我们举了例子：奇趣蛋的包装
盒表面掏了个洞，放了个奇趣蛋，
但是这个蛋只占整个包装的几分
之一，这就是过度包装。

这次数学调查让我再次感受
到了数学的实践活动是多么有
趣。我还知道了包装规格指的是
什么？净含量指的是什么？比值
怎么算？而且这次研究使得我们
以后买东西的时候可以避免上当
受骗。

外婆的手如同枯枝，一道道皱纹，都是岁月
的痕迹；一条条青筋，是年老的证明；一个个老
茧，是时光的遗物。

温暖我生活的那份爱

那一片油菜花
■ 河南省沁阳市第一小学

四年级（8）班 吕昊轩

顺着一条平整光滑的水泥
路，听着车中的欢声笑语，我来到
了山坡前。

下了车就得自己走了，山路
有点长，但是大家心情愉快的，一
个个像是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兔
子，不一会儿便来到了一大片油
菜花前。

远远望去，是一片耀眼的金
黄色，像极了一块巨大的地毯。
走近去看，油菜黄色的小花上有

着细小的花瓣，黄中透着一丝丝
的淡白，非常美丽。黄色的花瓣
下有着淡绿色的枝干与根，不时
有几只蜜蜂和蝴蝶飞过，是那样
的温馨和谐。

看着眼前如一幅画似的美丽
风景，我和弟弟跟另外一个小伙
伴冒出了一个好主意——玩捉迷
藏。

这些花不仅繁茂，而且非常
容易藏身。我快速地飞奔着，往
深处藏去。这时我想：越深的地
方，其他人就越难找到我。

我蹲了快有三分钟了，觉得

有些藏不住了，便小心翼翼地半
蹲着身体，慢慢地向前挪动。

可是百密一疏，由于我穿的
红色衣服看起来非常扎眼，所以
最后还是被发现了。

看着眼前淡黄中透着一点白
色、摸起来非常细微的花蕾，还有
那些长长的细细的新绿色的根
茎，我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真的来
了！

我沉浸在这花海之中，不知
不觉，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了，我
们只好恋恋不舍地回家了。

指导教师：王金娣

黄色的花瓣下有着淡绿色的枝干与根，不时有几只蜜蜂
和蝴蝶飞过，是那样的温馨和谐。

如果父母是花瓣，那孩子就是花蕊，
在花儿还没有完全绽放的时候，花瓣总
是“紧抱”着花蕊。

■ 湖南省隆回县第二中学
高二（716）班 刘舒婷

树影下，麦田旁，夕阳当空，花含苞欲
放；古屋下，泥路旁，大雪纷飞，松冒出新
的枝芽。

女孩紧闭着双眼，颤抖地瘫坐在地上，剧
烈的心跳一瞬间盖过了刺耳的鸣笛。

就在前一刻，演讲比赛获奖的喜悦充
斥着女孩的内心，但此时，她却无法言说
内心撕心裂肺的痛。母亲告诉她，她的爷
爷因为上树摘板栗不幸摔了下来，现在正
在医院抢救。母亲的话，字字如针般地扎
向女孩的心，眼泪悄无声息地滑落。在一
瞬间，女孩的脑海里闪现出了无数恐怖的
画面，同时，也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15年前，女孩出生在农村老家，就在
自己的家中，就在那古式的木板床上。她
一出生，似乎就昭示着她不好抚养，体重
不足斤，那么小小的，又爱哭。出生后不
久，母亲便因为工作的原因，迫不得已地
去了外地，女孩便由爷爷奶奶照顾。

女孩的成长似乎总要比同龄孩子慢
一个节拍，无论是走路、说话还是吃饭，就
好比童话中的丑小鸭一样，但她似乎是永
远不会变成白天鹅的丑小鸭。然而，最让
亲戚邻里所不能接受的是，是女孩过于怕
生，每逢有亲朋好友前来拜访，女孩张嘴
便哭，不让抱，不让逗，小小年纪便“不近
人情”，亲戚送外号“山古老”（方言指没见
过世面的人）。她只有在爷爷怀里才能安
静下来，由于这个原因，爷爷为其取名“婷
婷”，谐音停，希望她能够停止这种状况，
变得活泼开朗。

女孩渐渐长大，她最爱的事情便是在
爷爷跷起二郎腿的时候，坐在爷爷的脚板
上，让爷爷“起高高”，爷爷便乐呵呵地笑
着，缓缓地将腿抬起，同时将一双宽大温
暖的手放在女孩的腋窝下，防止她因重心
不稳而掉下。玩尽兴时，便将女孩举起，
稳稳当当地放在大腿上，满是短须的脸，
凑近女孩，女孩总会用娇嫩的小手推开，
口齿不清地说声胡子好刺。女孩也喜欢
将五个手指层层叠起，做成姜的形状，让
爷爷吃，爷爷便将小手轻轻含在嘴中，满
脸的宠溺。

低头面向镜中天，细雨蒙蒙好插田。
每年插秧时节，爷爷便将扎成一小捆的秧
苗随意地抛向泥田各处，然后将裤腿高高
卷起，一脚迈进田里，泥水很快地漫溯上
来，涨到爷爷近膝盖的部位，她看见爷爷
顺手抄起漂浮在泥田中的一捆秧苗，每次
从中均匀地抓出一小簇，从泥田头一直退
到泥田尾。她知道每个有经验的农民心
中都有一把无形的尺子，用来度量秧苗之
间的距离。看着爷爷，一次次重复着千篇一律
的动作，女孩突发奇想，猛地站起来。走向爷
爷：爷爷，插秧好简单呀！我也想试试，爷爷带
着一贯的笑脸抬起头，望着满脸期待的孙女，
没有迟疑。

女孩粲然一笑，学着爷爷的模样，泥
水的声音伴随着女孩银铃般的笑声，给沉
寂的插秧季增添了无限的乐趣。起初，女
孩只是在爷爷划定的浅泥区认真地插着，
稀稀疏疏，歪歪斜斜的秧苗。可不知不觉
中女孩到了所不能驾驭的区域。终于在
某一时刻，女孩的一只脚似乎陷得有点
深，出于本能，女孩猛地一拔脚，很荣幸地

成了泥人。爷爷闻声赶
来，顾不得擦拭满手的泥
巴，便将女孩轻轻提起，
来到小河边，为女孩仔细
地清洗身上的泥浆，没有
责备没有怪罪，只是一如
既往地笑着，那年，女孩
七岁。

女孩记事起，爷爷
总是黎明即起，带月荷
锄而归。她起床时，爷
爷往往已将收割的花生
叠成两垛，用扁担担起，
走在回家的路上了，花
生叶片自然垂下，随着
爷爷的步伐左右摇曳，
仿佛在昭示着爷爷一早
晨的劳动成果。回到
家，爷爷轻轻将花生放
下，顺手拿起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擦脸
上晶莹的汗珠，满脸喜悦地对女孩说，今
天煮花生吃。她望着爷爷，脸上的皱纹
一层又一层，如同干旱的沙漠，连绵不
断，心痛得点点头。

女孩渐长，爷爷渐老。现在，女孩已
在城里读高中，她最怀念的，是故乡的那
亩田，那座山，那栋古屋，那个永不服老的
老人，她最喜欢的，是带着泥土香的花生，
偶尔还能吃到的带谷壳的白米饭……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
蕉，时光本已足够残忍，但事故却还要无
情地降临到爷爷的身上，女孩无法想象也
无法接受爷爷从树上摔下的事实。爷爷
不服老，在那么多亲戚中，他身为最长者，

却爬到了最高处，将安全留给了别人，将
危险留给自己，有的是年轻当兵时使不完
的劲儿。

距爷爷摔伤已有一年，爷爷的身体渐
渐好起来，但对女孩的心灵创伤却无法随
时间而愈合，她永远无法忘记爷爷出院时
苍白的脸色，她永远无法想象，从来不流
泪的他，红着眼睛说，现在爷爷就是个废
人，再也没法给你送好吃的了。

一生不服老的爷爷，在岁月与事故面
前，不得不低下了他高昂的头。

女孩只想在朗朗月光下，夜深人静
时，托清风带去最真诚的祝福：爷爷，你若
安好，便是晴天！

指导教师：刘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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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三明市列东中学初一（13）班
刘宇翔

时光来去匆匆，却在心灵的深处，留下了
最温暖的回忆。

乡下，蝉鸣。午后，小院。外婆正在水池
里淘着大米，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在水盆里轻
快地搅着，盆子里的米在调皮地欢叫着，渐渐
地，水变得越来越白。把米过滤，接入碗中，
一粒粒雪白的米饱满光亮，散发着清香，在阳
光的照耀下如同珍珠。

外婆笑眯眯地看着我，招手让我过去，用那
双布满老茧的手从口袋里拿出了零食，让我回到
屋里。说完，将淘米水拿瓶子装住，再把麦芽一株
株扯下，洗净，放入锅中，开火，慢慢熬着。每当我
和同伴在外玩到天昏地暗时，只要闻到“米老头”
的香味，我总会第一时间冲回家。这时候，外婆会
在一旁的厨房看着我，眼里的宠爱似乎要把我淹
没。一口下去，米香与糖浆交织在一起的味道在
我的舌尖绽放，从一开始的脆，到咽下的甜，外婆
做的零食总是比外面小商贩做的大两三倍。几个
下来，我的肚子败下阵来，外婆一边用袖子擦我的
嘴巴，一边拉着我的手，那粗糙又布满老茧的手总
会给我一种安全感。黄昏，走出家门，和外婆一起
在街上溜达，夕阳下，影子渐渐拉长，一老一少在
街上悠闲地走着。

到了晚上，我和外婆在树下纳凉，外婆坐
在凳子上，我坐在外婆的腿上，蝉在树上叫
着，星光荡开宇宙，展现在我的眼前：“一颗，
两颗，三颗……外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星星
啊？”稚嫩的童声在小院里回荡，外婆不语，只
是左手拿着蒲扇轻轻摇，另一只手伸到我的
后背，用手背给我挠。外婆没有用力，单单用
那老茧就够了。我把外婆的手放在自己的腿
上，把自己的手伸出来：我的手白嫩，外婆的
手如同枯枝，一道道皱纹，都是岁月的痕迹；
一条条青筋，是年老的证明；一个个老茧，是
时光的遗物。风从脸边拂过，远处的蛙鸣不绝于耳，院里的
树在那儿立着，扇子在外婆手上，轻轻摇，轻轻摇，伴随着童
年摇到我的梦里。

现在，我已长大，再也不是那个在院内数星星的我；外
婆已老，再也不是那解答我幼稚问题的外婆了。外婆坐在
椅子上，满是老茧的手里拿着那把有些破旧的蒲扇，摇着，
摇着，在躺椅上睡着了。我静静地看着外婆，阳光还是那束
阳光，院子还是那个院子，树还在那儿立着，蝉还在那儿叫
着，只是，今人非昔人。

我走到外婆身旁，握着那双布满岁月的茧手，体会着时
光和温暖。

指导教师：雷碧玉

■江西省芦溪县芦溪镇第二中心学校五（7）班 彭雅馨

如果父母是花瓣，那孩子就是花蕊，在花儿还没有完全
绽放的时候，花瓣总是“紧抱”着花蕊。在这个世界上，父母
的爱无比美好，会给人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温暖。

那天下课铃声响起，放学了。我从507班走出来，抬头
望见了正向头顶“慢跑”过来的乌云，心里隐隐有了一丝丝
不安，因为我没有带伞。我急忙向门卫室跑去，打了电话给
我妈妈，要她过来接我。

过了一会儿，妈妈还没有来。我打了电话过去问，电话
中母亲说：“来了，来了！”又过去了好一阵，同学们都走光
了，学校也快要关门了。天空依然下着雨，可是还没有看到
妈妈的身影。我只好再次打电话过去，然而无人接听。我
真的很生气，如同这瓢泼大雨，还有时不时的电闪雷鸣。

天空已渐渐地黑了下去，我终于在路的尽头看见了妈
妈。我飞快跑过去，坐到车上，没说一句话。妈妈也没顾上
问我的情况，骑着车子带我赶紧回家。

到了家，我正准备质问妈妈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接我。
一转身，才发现妈妈右脚大脚趾盖都掀起来了，流着血。她
因为着急来接我，和别人的车撞上了。可她没有去医院，依
旧先来接我。我为此流下泪来，刚才都错怪妈妈了。

父母的爱是伟大朴实的，温暖了我的生活。让我们用
心去感受这份爱吧！

指导教师：贺勇芬

仙
人
掌

《少女》张子珈（13岁）

■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上庄校区
五年级（12）班 李天歌

我们家人都喜欢植物，所以呢，家里布
满了各种花花草草：有蝴蝶兰、天竺葵、茉
莉、木槿、芦荟等，还有我自己种的绿豆、花
生、大蒜和薄荷。咦？不对不对，那儿不是
还有一小盆仙人掌吗？原来，它太过平凡，
我都快把它给忘了！

这其实也不能怪我。看！蝴蝶兰、天
竺葵、木槿和茉莉隔一阵子就会开花，粉的
粉，紫的紫，黄的黄，白的白，赏心悦目，多
美啊！再看看，芦荟、花生和薄荷，几乎每
时每刻都在努力蹿个儿，它们给阳台创造
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氛围。接着看，绿豆、花
生与大蒜，它们长大后还都能吃，让我体会
到了收获的快乐。

再来看看仙人掌。这盆小仙人掌是邻居送给我的，它像
一个托着果实的小手掌一样，中间是粗一点的圆柱体，旁边是
稍细一点像小朋友胖嘟嘟的手指，其实还挺可爱的。但满身
都是刺，偶尔我想摸摸它，它却把我扎得满手都是刺，真扫
兴！而且它总是静静地待在那里，有时一个月不给它浇水它
也不会死，完全没有存在感。于是，我就将它扔到冷宫——墙
角那里去自生自灭了。

有一天，我正给植物们浇水呢，无意间一回头，哇！我看
见了什么？仙人掌居然开花了！在那肉嘟嘟的仙人掌顶部
竟然不知何时盛开了一朵小小的白花，花蕊上还有着一滴晶
莹剔透的露珠！顿时我心中既欣喜又敬佩。欣喜的是，这是
我第一次见到仙人掌的花。敬佩的是，因为我对它的偏见，
别的植物每天都能享受到温暖的阳光和清澈的水珠，而我却
任由它待在阴暗的角落，被我和家人遗忘。但在如此艰苦的
条件下，它不但顽强地活了下来，还开出了生命之花！

我赶紧把它从墙角大王的魔爪之中解救了出来，隆重
地摆在了我的窗前，每天都注视着它。

不过时间一长，窗前的弊端就渐渐显露出来：我的窗户
是朝北的，因为被前面楼层遮挡，以窗户中间为界，一边有
阳光，另一边却没有阳光。而仙人掌恰好是被我放在了窗
户中间那个位置上。

最开始，它像一名小骑兵，挺拔地立于小瓷花盆正中
间。没多久，几颗仙人掌小手指就开始向着太阳的方向倾
斜。几天后，所有仙人掌都齐刷刷地转向了太阳的方向！
没过多久，它迎着太阳又开出了一朵小白花！在阳光的照
耀下，花瓣雪白，不含一丝杂色，是那么的圣洁。

我震惊于它的美，更欣赏它的坚韧。它喜欢追随太阳，但
身处阴暗角落的时候也顽强地生存着，一旦条件合适，它又能
重现光彩，开出生命之花。

让我们也做一株坚强的仙人掌吧，无论身处什么样的
困境，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追寻到心中的太阳！

指导教师：弓如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