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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江集中学
七年级（4）班 周佳玲

竹，与梅、兰、菊并称“花中四君
子”，与松、梅誉为“岁寒三友”，可见
人们对它多么地喜爱。它中通外
直，节节高升，不惧严寒，傲霜斗雪，
刚毅顽强，自古以来就象征着谦谦
君子的正义形象。

一次散步，正值盛夏，暮色将
至，正怀疑路上无景致可寻，一片竹
林映入眼帘，豁然开朗。一棵棵竹
子，竹身挺拔，枝繁叶茂，青绿逼眼，
充满无限生机。扑面而来的清风，
撩动我的发梢，让我在这炎炎盛夏
中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凉爽。竹子
数不胜数，一眼望去很是壮观。清
风拂过，它们便晃动起来，直觉天昏
地暗，地动山摇，有点儿像坐在船
上，在汹涌的海面乘风破浪，急流勇进。

我虽站在竹林之外，但这并不影响我被它们
那雄伟的气势所震撼。它们摇曳着身姿，仿佛在
招手，示意让我过去。

我置身于竹林之中，又一阵凉风吹过，竹叶发
出沙沙的声音，它们你推我，我推你，一片热闹，让
人不禁愉悦，感到神清气爽。这里除了清风，还有
淡淡的竹香，我靠在一棵粗大的竹子上，闭上眼
睛，感受这清新的香气，香气似乎也是翠绿色的，
如轻纱般轻轻地围绕在四周。这幽寂的氛围，让
我联想到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仿
佛此刻我与王维是知音，是知己，共同身处在这幽
深的竹林中，一起弹琴，一起长啸，与世无争，好不
自在。

我爱竹，欣赏竹，崇拜竹，不单是因为竹的万
般风情给人以艺术的美感，更是因为竹的自然天
性和独特品格给了我启迪，我们要像竹子那样不
畏艰难困苦，乐观向上，坚韧不拔，去创造美好的
未来。

伴着竹林的清香和阵阵清风，我怀着不舍的
心情，加快脚步，匆匆地离开了这里。

名师简介

心中的五彩绳

一条手绳千千结，看似平常却

来之不易，它寄托着长辈们美好的

期许，这不正是另一条传颂千年的

“慈母手中线”吗？

锅内放小葱花和切好的蒜末炒出香味，主角
西红柿入锅，慢炒几分钟汤汁便流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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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的自然天性和独特
品格给了我启迪，我们要像
竹子那样不畏艰难困苦，乐
观向上，坚韧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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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之“圆”

每次放假回家，爷爷都会做我最喜欢吃的菜，给我
零花钱，带我出去玩，爷爷给了我童年最温暖的爱……

灭蚊记

竹

韵

轻轻放下圆规，纸上的圆，似比窗外的月还满，这“满”包含着我的努力……

■ 福建省永安市巴溪湾小学六年级（6）班
罗梓涵

月光照进窗来。草稿纸上零星画着几个
圆，却不像窗外的月那样圆满。

“画不了！”我扔下手里的圆规。妈妈皱
起眉头：“怎么会画不了呢？”她拿起圆规，将
针尖立起，捏着圆规上端，慢慢倾斜，转动圆
规，铅笔尖轻盈地在纸上划出一道弧线，圆规
继续旋转着，最后与原先的线重合，一个满圆
跃然在纸上。

看到这，我一时无话可说，重新拿起圆规
一画，可线却再次偏离了。“就是不行！”我怒气
冲冲地喊。“你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圆规，却想
一画就会，这怎么可能？只有反复练习，才可
能成功！”妈妈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窗外，一轮圆月正静静地看着我，而我看
着手中的圆规。想起妈妈的话，我深吸一口
气，再次拿起圆规，在白纸上练习起来。不要
烦躁，只有反复练习才可能成功！我努力使
自己平静下来，回想起妈妈使用圆规时的情
景。手抓圆规上端，确定中心，把重心放在圆
心上，再慢慢倾斜，转动手指，纸上留下一道

弧，我喜上眉梢，立刻将圆规一转，圆心却在
那一瞬间偏离，弧线也偏离了应在的轨道，根
本不成圆。

我气得狠狠将圆规扔在草稿本上：“练什
么练！根本没用！哪有这么难学的东西？像
溜冰、弹琴……”我猛然停住，溜冰、弹琴，哪
样不是靠练习才换来的成功？

静心练习！捏住圆规，落在纸上，手一
倾，针尖稳稳立着，再向另一端缓缓倾斜，小
心翼翼地转动圆规，纸上慢慢出现一道浅浅
的弧，艰难地在纸上滑行着，却没有再偏离，
断断续续，终于“首尾圆合”。松了一口气，看
这圆，虽不如月圆，但终于有了一点圆的模
样。我的心欢悦起来，再持圆规，反复练习，
一个又一个圆，愈来愈满，愈来愈圆。

要心平气和，不要放弃！妈妈的话是对
的，只有反复练习才可能成功。轻轻放下圆
规，纸上的圆，似比窗外的月还满，这“满”包
含着我的努力！而我也懂得了一个深刻的道
理：圆规转，弧线走，画圆得心应手。我知道，
这份熟练，离不开练习；我明白，成功包含千
千万万，但需坚持不懈。

指导老师：雷碧玉

每次写作文时，都会有同学抱怨没有内容可写。其实，生活中的小事同样可以写得波
澜起伏、引人入胜，这篇《月下之“圆”》便是很好的示范。

小作者从“我”初次尝试画圆失败时的沮丧写起，接着描写了妈妈的示范动作，并借妈
妈之口说出“反复练习，才可能成功”的道理。谁知“我”静下心来再次尝试，仍然“功败垂
成”，于是怒气更增。然而，就在“我”“气狠狠地”抱怨时，“我”突然联想到之前学习溜冰、
弹琴的经历，终于深刻地领悟了妈妈所说的道理。文章末尾，“我”的收获远不止学会画
圆，更在于获得了精神上的成长。

本文精巧的情节设计，对小作者的描写能力提出了较大的挑战。能在不长的篇幅内成
功地写出妈妈示范画圆、“我”初次静心画圆、“我”真正静心画圆等几次画圆的区别，可见小
作者对动作细节、写作顺序的娴熟掌控。而借助“我”对妈妈所说道理态度的变化来呈现主
旨，也并非易事。小作者却举重若轻地借助“怒气冲冲地喊”“深吸一口气”的勉强坚持、“猛
然停住”的顿悟、“心怀欢悦”的反复练习等心理描写与动作描写生动地表现出来。总之，本
文精细的对比描写、精巧的情节设计、精深的主旨呈现，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张珊，北京第一实验学校语文学科主任，曾任教于
北京市十一学校，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博士；曾参与编
写《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教学设计与指导必修（上册）》
《语文单元学习现场》等专著，发表过《设计有小问题，激
发学生思维》《<论语>对当代中小学生师德建设的启发》
《提炼、整合整本书主旨与观点的阅读方法与策略探究》
等论文，曾获得北京市海淀区高中教师教学成果区级展
示一等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评定的北京市普通高中
特色课程一等奖等。

■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向阳路小学六（6）班 潘建鸣

今天放学回家，看到厨房空无一人，奶奶不在家，我
心里默念道：“终于轮到我大展身手了！”

我在心里做了统筹规划，当然要先煮饭再做菜
啦！ 我系上了围裙，便开始了煮饭做菜之旅。我淘了
米，把洗净的米放入电饭锅中，倒入适量开水，盖上盖子
启动煮饭模式。

菜嘛，先做红烧肉。把一段五花肉洗净放入锅中，
添冷水，放生姜和葱段，我再加入两勺料酒去腥，随后盖
上锅盖。五花肉煮熟了，捞出放凉，切成长方条，不宜切
太小。然后再起锅烧油，将一块一块“小肉墩”放入其
中。待煎至金黄，装碗备用。锅内放入块状冰糖，炒化，
倒入肉块，放入适量开水盖上锅盖慢炖一小时。开锅，
撒上油汁及各种配料小火再炖几分钟，肥而不腻的红烧
肉便出锅了。

再来做一道西红柿炒鸡蛋：起锅烧油，搅好的蛋液
下锅，油入蛋液，滋滋冒泡，炒制成型便盛入盘中。然后
锅内放小葱花和切好的蒜末炒出香味，主角西红柿入
锅，慢炒几分钟汤汁便流淌出来，盘中鸡蛋倒入，加一勺
盐翻炒几下便可出锅。

饭菜一并端到桌上，看着一桌香喷喷的午餐，我像
只馋猫一样一闻，二看，三吃。真是香呀！不一会儿，碗
里就空了。我这“馋猫”吃饱了，才想起家里那只猫还没
吃午饭，赶紧抓了两三把猫粮放到猫碗中，让它也享用
美味的午餐！

自己动手做饭后，我体会到做饭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但亲手做出来的饭吃起来更香！

指导老师：张爱平

■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
三年级（10）班 何思懿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快到端
午节了，一想到我很快就能系上美丽的五彩手绳，
心里满是欣喜和自豪。

时间回到去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妈妈拿出彩
线盒，准备为我编织端午节彩绳。她剪裁了一长
一短两根彩线，短的一条当轴线，用夹子固定好两
端，长的一条在轴线下方对折备用。万事俱备，只
见妈妈一手拉圈，一手穿线、压紧、捋平。如此反
复，左右交替打结，一个个漂亮的平结就系好了。
妈妈的动作是那样娴熟优雅，双手就像蝴蝶一样
在彩线中翻飞。我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不禁摩
拳擦掌跃跃欲试。

于是，我向妈妈要了同样的材料，赶紧回自己
的房间“依葫芦画瓢”起来。不一会儿，我的“豆腐
渣工程”就出炉了！我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只好
请来妈妈来指导。果然，不多久，我的技术就突飞
猛进了，不知不觉就编了一长截儿。可是，总感觉
没有妈妈编织得匀称、美观。妈妈鼓励我说：“不
要紧，刚开始是这样的，勤加练习就好了。”是啊！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鼓足劲儿，反复尝
试，终获成功。我迫不及待地喊出来：“我完成
了！”妈妈一看，笑眯眯地说：“别急，还要收尾呢。”
妈妈比了比我的手腕，确认长短合适后，又让我挑
选了两颗亮晶晶的珠子。收尾工作正式开始了：
我们将编好的手绳首尾重叠；另起一根彩线继续
系上平结，作为可以调节长短的活扣；左右缀上彩
珠，金刚结结尾，烧线头；最后再作整理。这下，一
条精致、漂亮的手绳才算大功告成！我激动得一
蹦三尺高，盼着端午节快快到来，好戴上这条心中
最美的五彩绳。

相传，端午节系五彩绳的习俗起源于汉代，小
孩子在端午节这天系上五彩绳，就会驱散烦恼和
忧愁，带来一年的安康和好运。我暗自思忖：是
的，一条手绳千千结，看似平常却来之不易，它寄
托着长辈们美好的期许，这不正是另一条传颂千
年的“慈母手中线”吗？

指导老师：何智玉 胡姗姗

■ 湖南省湘乡市东台中学初二（2104）班 刘博宇

我在县城上学，也只有周末时间回乡下看爷爷。
周五下午，放学回到家，我打电话给爷爷说:“爷

爷，我到家了。今天我不回乡里，您明天早上或者中午
来街上。”

爷爷说：“好。”
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还是爷爷。爷爷告诉我他

身体不舒服，明天不来街上照顾我了，让我注意安全，照
顾好自己。

我说：“好的，爷爷你要注意身体哦！”
……
这是我的一篇日记，老师在课堂上曾经当着全班同

学的面表扬我这篇日记写得好。可是，在我写完这篇日
记不到两个月，爷爷就离开了人间。

那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一天，爸爸带爷爷去医
院检查身体，医生建议住院做全面检查。我跟着妈妈一
块儿去医院看望爷爷，当我们走进病房，看到爷爷躺在
病床上，面黄肌瘦，十分虚弱。我喊“爷爷”，他只轻轻地
应了一声。

我很难过，问爸爸：“爷爷身体怎么样？”
爸爸只是轻声说道：“要转到长沙的省级医院去做

手术。”我心里顿感不安，这是不是说明情况不太好？我
坐到病床边，傻傻地看着爷爷。

我的爷爷是一位退伍军人，1969年参军入伍，退伍
后回到老家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爷爷一直勤劳节俭，
妈妈给他买的新衣服总不舍得穿，但是他对我却非常大
方。我想要的爷爷都会想方设法满足我，每次放假回
家，爷爷都会给我做我最喜欢吃的菜，给我零花钱，带我
出去玩，爷爷给了我童年最温暖的爱……我已经失去了
至亲的奶奶，现在爷爷也离开我了吗？我想到这些，眼
泪情不自禁流了出来。

爷爷最终没有打败病魔，在我来不及伤感的时
候，他被病魔带走了生命，我和家人是多么的难过与
不舍！

爷爷出殡那天，正巧是我的生日，这样特殊的日子，
更增添了我对爷爷的思念与缅怀，从此，田间少了一位
耕作的老人，我的记忆中却永远保留着他慈祥的笑脸，
他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指导老师：冯灿梅

■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景成学校四（1）班 孙圣哲

随着天气的炎热，蚊子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我时不时会遭遇蚊
子的袭击，把我的胳膊弄得到处都是红点点。

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决定与蚊子来一场较量。
就在我想怎么拍蚊子的时候，有一只蚊子在我眼前晃悠，那“嗡

嗡”声仿佛就是对我发出的挑衅。我挥动着电蚊拍，一路紧跟着它，
从客厅追到房间，又从房间赶到阳台，然后又回到客厅，就在蚊子静
止不动的时候，我抬起电蚊拍，得意地想：哈哈，这下这只该死的蚊子
肯定完蛋了！可仔细一瞧，蚊拍下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旋即，
却发现这只狡猾的蚊子居然逃过了我的袭击，在我面前得意扬扬地
飞舞着呢！我急忙循着一点黑影追去，又是用力一挥，结果还是没有
拍到蚊子。正在懊恼之时，我蓦然感觉自己的脚踝上痒痒的，低头一
看，竟然有两个粉红色的大包。如此来来回回折腾了一大通，直把我
累得气喘吁吁。

妈妈见我满头大汗的样子，乐呵呵笑道：“别看蚊子小，拍蚊子也是
要讲究方法的，像你这样随手挥拍，很难拍到蚊子，要静下来观察蚊子
的去向，悄悄地，趁它不注意的时候，你就挥拍一下，或许就有希望。”

听完妈妈的话，我好像掌握了拍蚊子的方法。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只蚊子，看它能跑到哪儿去？结果那只蚊

子在我衣柜上停了下来，我不急不慌地，轻轻地朝衣柜方向走去，用
最快的速度把电蚊拍挥了一下，没有想到，这只蚊子竟然没有反应过
来要逃跑，就被黏在了电蚊拍上。

从拍蚊子这件事，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拍蚊子不仅是一
场体力运动，还是一场脑力劳动，凡事需要多动脑筋，找到方法，就会
做到事半功倍。

追不上的思念

《映日荷花》 关羽涵(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