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喷喷的劳动课
本报小记者 韶山镇泰小学1901班 肖雅晴

今天，我们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食育劳动课。
大家兴高采烈地走进劳动教室，这可是学校新建的

劳动体验室呀！哇，是个和礼堂一样大的教室！
刚进门，就看见系着围裙的老师站在那里等我们，

像宾馆的大厨师。教室的墙上挂满了烹饪工具，前方摆
了一排锃亮的烤箱，正中间有许多大桌子，每张桌子上
都摆满了烹饪材料，看得我眼花缭乱。看到这样的场
景，我们一个个都激动得摩拳擦掌。老师看出了我们的
期待，先详细地介绍了“红豆酥”的制作方法。

开始动手啦！首先，我把一小碗糖倒入黄油里，再
搅拌均匀，然后把适量的杏仁粉、泡打粉、面粉加到放黄
油的碗里，搅拌成半凝固状。等面团变成浅黄色，接着
把它搓成圆球。可是我搓出的圆球真难看！于是我悄
悄看看旁边的同学，发现她轻轻地、耐心地揉。我也放
松手腕，终于搓成了一个个大小差不多的圆球。接下
来，再把它们压平，放入红豆馅，包起来再次搓成团。老
师嘱咐我们把面团稍稍压平，之后就把红豆酥依次放在
油纸上。最后再刷上一层金黄的鸡蛋液就完成啦。

接下来就是烤红豆酥了。一排排烤箱里，红豆酥在
中间转动着，慢慢地膨大起来。在等待的时间里，我们
把桌子抹得干干净净，把碗洗得洁白，再摆得整整齐
齐。等我们忙完，红豆酥也刚好出炉。

打开烤箱，一股让人感觉幸福的香气瞬间飘了过
来。顿时，快乐也溢满教室。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
纸袋子。我迫不及待拿起一块先尝一尝，嗯！味道真
好。再来一块，细细品尝——酥酥的、软软的，甜得刚
好。吃到第三块，我猛然想起：这可是我第一次做的美
食，得让爸爸妈妈尝一尝哦。我赶紧把红豆酥装起来，
提着食品袋飞快地跑出教室。 （指导老师：陈新辉）

我们赢了
本报小记者 韶山镇泰小学1902班 易柏岑

让人期待的足球比赛又来临了。今天是我们班与
1906班的第二场比赛。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
开始。

这一场比赛，我们班吸取了上一场的教训，好好布
置了阵型，没有了上一场的混乱。大家都进入了很好的
状态，球场上奔跑着一群热血沸腾的少年。

不好！1906班的一名小个子队员带球绕过胡语轩，
然后飞快地向前冲。胡语轩一个转身，连忙追上去准备
拼抢。附近的彭楚懿赶紧堵截，稳稳地拦在对方前面。
俩人一前一后夹击，小个子球员刚抬头想找个空钻出
去，彭楚懿斜刺一脚，立马抢断，并传给了前来接应的胡
语轩。精彩！我高兴得大喊：GOGOGO!

胡宇轩及时找准了前锋线上的陈羿锦把球传了出
去。陈羿锦一脚长射，足球在空中飞速旋转，空气似乎
都凝固了，喧闹的球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对方守门员弓
着腰，死死盯住球，随时准备扑上去。球从网边擦过去，
像长了眼睛，从守门员脚边落进网中。我一蹦三尺高，
这个球，神了！没过一会儿，1906班球员也进了一个球，
比分从0比0到了1比1，我紧张得呼吸都不顺畅了。

最刺激的场面——点球大战来了！首先是 1906班
的球员踢，第一位队员用力一踢，球进了，他们班高兴极

了。我们班也不示弱，进了球。不一会，比分又到了5比
5。突然，大毛找到教练，保证自己能进球。教练看看筋
疲力尽的大家，又看着半信半疑的其他人。大毛挥着拳
头喊：“教练，上次点球，我可是最厉害的啊！”“对对对！”
我也赶紧附和着……

裁判把球放在大毛面前的罚球点。大毛后退了几
步，深吸了一口气，猛地冲了过去。我吓得闭上眼，双手
合十举过头顶。球进了！球场上的呐喊声震天动地，同
学们个个欢呼起来…… （指导老师：李晓）

拔河比赛
本报小记者 韶山镇泰小学113班 尹子依

“加油，加油！抓住绳子！”你瞧，拔河比赛正在紧张
进行着，运动员们一个个汗流满面，啦啦队员们疯狂喊
叫……

前面的比赛终于结束，现在轮到我们上场啦！
“预备！开始！”裁判员大喊一声。双方队员紧紧地

握住了大麻绳，屁股齐刷刷压下去，大家瞪大双眼，连手
上的筋都“爆”起来了。你看！队员们互不相让，使出了
全身力气。最胖的李海逸在后面压阵，他把大麻绳缠在
腰上使劲往后拉。贺兆懿虽然很瘦，不过他使尽了全身
的力量，将绳子死死压在腋下，头都快低到地上了。

“加油，加油，113班加油！”红布条在两支队伍中间
摇晃。裁判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他稳稳绳子，随时准备
吹哨子。比赛激烈地僵持着，队员们用力向后仰，都快

“躺”在地上了，身子也开始抖了起来。“加油！加油！”我
冲着队员们大喊，“坚持，坚持！”只见他们再次弯腰压下
去，两条腿像要把地面踩出一个洞来。

我抬头向前看，红绸子向着我们这边慢慢移过来。
震耳欲聋的加油声中，班主任老师脸涨得通红，拼命指
挥大家压住绳子。一声哨响，我们赢得了比赛。

阳光映衬着一张张笑脸，我们手牵手，高声欢呼着
…… （指导老师：郭艳）

“心巢”
本报小记者 韶山镇泰小学104班 彭品茜

院子里种满了桂花树，星星般的小花缀满枝头。早
晨，走进这里，软糯芳香奔赴而来，在鼻尖留下缕缕香
气，这就是鸟语花香、充满趣事的校园。

烈日当空的中午，身穿短衣短裤，头戴鸭舌帽的淘
气包张明在桂花树旁玩耍嬉戏。突然，一个同学手拿弹
弓朝张明射去，没射到张明，反而把桂花树上的鸟巢从
桂花树上射了下来，幸好被张明接住。然而，这一幕正
好被刚从班里走出来的班长王寒冰看见了。她气愤不
已：这个张明，昨天在女生头发上粘橡皮泥，今天竟然破
坏鸟巢，太可恶了！

“张明！你破坏鸟巢！”王寒冰一边喊一边跑到桂花
树下。

“不是我，是刚刚手拿弹弓的那个同学。”张明说着，
便用手往旁边指去。

“哪有什么人啊？”
张明回头一看，刚刚那个同学早已经跑得没影了。

“不是，他刚刚还在这儿的。”
“你不用解释，事实就摆在眼前。”
王寒冰来到班主任办公室，气呼呼告状。班主任笑

了笑，说：“你误会了，我看到了，确实不是他碰落的鸟
巢，你找个机会跟他道歉吧！”王寒冰傻眼了，又羞愧又
后悔，她默默地走出办公室。

放学了，张明和王寒冰都要打扫卫生，这可是个好
机会。张明率先扫完地向教室外跑去，王寒冰看见了赶
忙追上去，发现张明又来到了桂花树下。“咦，张明又来
干吗？”王寒冰带着疑惑走上前，只见张明打开书包，小
心翼翼地拿出他自己制作的新鸟巢放在树杈上。这时
张明注意到了一旁的王寒冰：“你怎么在这儿？”王寒冰
回答：“我是来跟你道歉的，中午误会了你，对不起啊！”

“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你在干什么？”
“给小鸟装他们的新家啊！”
“哦！不过你这鸟巢做得好丑啊！”
“哪丑了！我给它取名为‘心巢’。”
夕阳下，桂花浓香中回荡着欢笑。

（指导老师：郭红宇）

招财
本报小记者 韶山镇泰小学112班 肖雨熙

招财是我养的一只小狗。它很可爱，软乎乎的耳
朵，摸起来毛茸茸的。高兴时，耳朵竖起来，好像在听我
说话。大眼睛水汪汪的，像是两颗闪闪发光的黑宝石。
它眯上大眼睛的时候，就喜欢在我身上蹭呀蹭，那是要
我给它挠痒痒。

晚上，招财走进我的房间，将我的被子拉了下来。
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好像在说:“主人，你带我出去
玩吧。”于是，我把它抱起来，摸着它软乎乎的毛，就带着
它出门啦。

一出小区，我就发现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突
然，我的面前冒出一个人，原来是邻居家的哥哥。招财
见我吓了一跳，弯腰龇牙对着哥哥疯狂地叫了起来。哥
哥也吓了一跳，躲在我身后。招财以为哥哥是要伤害
我，叫得更大声了。我赶紧让哥哥跑开。招财一次次地
冲上去，我一次次拉回来。和它出去这样一闹，累坏我
了，回到家，我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周末，做作业的时候，妈妈一直催促我快点写。我
生气极了，跑回房间。招财也追了过来。我抱着招财默
默流泪，一边跟招财诉说自己的委屈——真是的，不就
是写得慢了一点嘛。招财似乎听懂了我的话，用
脑袋蹭蹭我的脸，嘴里呜呜地叫着……哦，它是在
安慰我。妈妈又走进来，还没开口，
招财就对着妈妈低吼。我忍不住笑
出来，感觉它是一个贴心的小人儿。

清晨，太阳从窗帘缝中钻了
进来。我便打开窗帘，让阳光照
进来。我把招财的摇椅搬进房
间，让它躺在窗户边，感受
阳光的温暖。招财四仰八
叉，睡得真舒服，那样子，
好萌好有趣。

（指导老师：陈晓霞）

每个人都需要有好习惯，而好习惯
不是天生就有的，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去
培养。养成好习惯，终生受益。

我妈妈经常加班。有时候出门的
时候我还没起床，妈妈就会给我写一张
留言条，告诉我要完成的作业和事情。
起床后，我就一个人在家，一项一项地
完成作业，还会帮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家务。

慢慢地，我养成了独立完成作业的
好习惯。写作业的时候可以不用听妈
妈的唠叨，写完作业还可以自由活动，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的作业完成得更
好了。

一步步养成好习惯，让我越来越
好，越来越强大！迈向强大，每一步都
作数。

（指导老师：陈晋）

精彩纷呈的世界，在我们部分同学眼
中也许是一成不变的，但只要运用好自己
的“摄像机”——眼睛，随时有意拍摄画面，
就可以让我们的写作因敏锐的抓拍而灵
动。

随时抓拍。于日常生活中发现弥足珍
贵的“异”，我们要培养自己对事物变化的
感知力。观察能力的训练，会从“量”逐步
帮助我们过渡到“精和妙”。

及时加工。我们每天要开启抓拍功
能，同时有意识地对抓拍到的画面进行夸
张加工、分类存储。如，我们可以为单一的
画面加入包含动作、表情、对话等旁白，还
要考虑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并随时养成
打腹稿的习惯。

有意检索。脑中有影像存储，写作文
时，就能从平常素材中提炼出精华，细细打
磨，写出活色生香的美文。

细嚼慢咽。我们要善于从课文中提取
出类似的画面描写，然后进行模仿，让课文
的示范引领生长出作文的枝条。于不同类
的文本中，对照拍摄、存储、提取，进行运
用：抓拍到了文章中的哪些画面?由此联想
到了哪些生活实际？运用课文中的哪一种
方法练习哪一类文章?

当写作不仅限于提笔的那一刻，而是
早早就准备在脑海中了，相信每个孩子都
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

陈晓霞，从教语文 32年，高级教师。笔
耕不辍，师生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各类作文
比赛中获奖无数，师生作品散见于《湖南教
育》《小学生导刊》《湘潭日报》《科教新报》等
刊物、报纸。于任教班级开办文学社，每学
期将全班优秀习作结集出版，已坚持20年。

随拍 随取 随写
韶山镇泰小学语文老师 陈晓霞

写作指导写作指导

妈妈告诉我周日可以参加小记者的
活动，我激动得一整晚都没睡着。匆忙吃
过早餐后，我搭D83路公交车到达龙牌酱
油工厂。

首先，我们参观了酱油工厂里的一号
博物馆。我知道了制作酱油的工序。一
颗颗黄豆需要经过 22道工序才可以变成
香喷喷的酱油，这22道工序加起来一共需
要300多天呢。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接着，我们去了二号博物馆，我看到
了平常炒菜要用的生抽、老抽。我了解到
老抽尝起来会甜一点，生抽尝起来会咸一
点。还知道了龙牌酱油从清朝就已经有
了，到如今已经有 282年的历史。还在
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而
名扬四海！现在也是我们湘潭的知名产
业之一！

然后，老师带我们去了酿坛场。酿坛
场好像有足球场那么大，酿坛非常多。老
师告诉我们，酿坛里面分离出来的水分就
是酱油啦！不过现在酱油还没有加工，所
以气味很浓，经过加工，味道就会变得很
香啦。

最后，我们回到了游客中心，看了小
短片——关于一颗黄豆的旅行。精选优
质黄豆，泡发、蒸煮、过凉水、加入面粉食
盐拌匀、装缸漫长发酵……让我们更形象
地了解了黄豆的蜕变之旅。我们还参与
了有奖问答，回顾了所学的知识。

愉快的旅程很快就结束了。今天，我
知道了一颗黄豆变成酱油的过程，还知道
了龙牌酱油馆悠久的历史。我为我们湘
潭有这么优秀的企业感到骄傲！我也非
常开心能参加这次小记者活动。

（指导老师：谢雅洁）

彩色的梦
本报小记者 岳塘区湘机小学
教育集团2003班 黎澍恺

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
有的长，有的方……
他们躺在书包里做美梦，
一打开就在画纸上荡漾、蹦跳。
脚尖划过的地方，
宽宽的大海，蓝了；
大片的森林，绿了；
天上的星星，亮了。
亮得耀眼！
在广阔的大海里，
鲸鱼们拉着手，
请海豚做客。
小船的风帆上，
结一轮香蕉般的月亮，
又弯，又亮！
我的彩色铅笔，
是大海的精灵，
我的彩色梦境，
有浪花香，有海鸥飞，
还有珊瑚礁的问候，
在波涛里摇曳……
（指导老师：陈晋）

秋天到了，小南瓜想去看看外面
的大世界，离开妈妈要去旅行了。妈
妈南瓜藤叮嘱道：“支持你，注意安全，
一定要有收获啊！”“没问题，我会和小
松鼠结伴一起。”小南瓜说道。于是，
小南瓜邀上小松鼠开启了一段美好的
秋游旅行。

小松鼠推着小南瓜，他们走啊走，
来到了果园里。果园里，秋风爷爷讲
了一个笑话，只见玉米乐开了怀，苹果
笑红了脸，石榴姐姐更是笑开了花，露
出了红白相间的牙齿。当然，果农伯
伯们也笑哈哈的，都为丰收的果园而
高兴。

他们接着走啊走，来到了田野

上。田野像金色的海洋，那里有收割
机正在收割金灿灿的稻谷。秋天的天
空特别蓝，一朵朵白云在空中移动。
小松鼠说：“这好像一群绵羊行走在草
原上，漂亮极了。”一群大雁排成“人”
字形，向南飞去，一边飞一边向小南瓜
他们招手，好像在告诉他们“秋天来
了，秋天来了！”

小南瓜走啊走，又来到一所学校
旁，教室里传来了小朋友们诵读秋天
的词句，小鸟儿也在枝头扇动着翅膀
欢快地伴唱。

小南瓜秋游看到新奇的世界，真
是太美妙了！

（指导老师：张波）

好习惯 受用一生
本报小记者 岳塘区湘机小学教育集团2003班 刘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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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瓜去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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