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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春天
本报小记者 湘乡市东方红学校296班 刘梓悦

寒冷的冬天在不知不觉中离去了，春姑娘迈着轻
盈的步伐，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后面跟着爱说话
的风妹妹。风妹妹跟花儿说，花儿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风妹妹跟小草说，小草笑弯了腰；风妹妹跟大树说，大
树“哗啦啦”地抖动着身体。

春天，桃花盛开了，它笑红了脸，穿着粉红的衣裳，
像一位美丽的花仙子。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嫩黄
的花蕊；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像个害羞的小姑娘；
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地马上要裂了似的。
风一吹，把花的香味传到一处又一处，招来了辛勤的蜜
蜂和美丽的蝴蝶。蜜蜂在花中吸着甘甜的蜜，说:“谢谢
你给我那么多的蜜，让我们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蝴蝶
跳着优美的舞蹈，桃花见了拍手叫好。蝴蝶见桃花那
么喜欢自己的舞蹈，又跳了起来。

春天既是香樟树落叶的季节，也是它发出嫩芽儿
的季节。一阵风吹来，许多叶子被吹下来，像下起一场
落叶雨。待“雨”下完后，地上又出现了一条地毯，踩上
去“沙沙”作响。刚发出的嫩芽圆圆的，像天上的星星
那样小，随风一闪一闪的。

春天带来了勃勃生机，我爱这美丽的春天!
（指导老师：周艺）

我的乐园
本报小记者 湘乡市东方红学校287班 谭岳伶

我有一个乐园，里面装载着我快乐的回忆，见证了
我勇敢的蜕变,盛满了我成长的收获。

它是一间街舞教室，也许在你的眼里它很普通，可
在我的心中却是那么妙不可言。一进门你会看见整面
墙都是镜子，镜子里老师的舞姿是那么活力动感，我和
小伙伴们的舞姿则稚嫩而自信。教室的天花板上有一
盏彩灯。随着音乐的响起，这盏灯就会发出各色光芒：
梦幻的紫色、浪漫的粉色、清新的绿色……有了灯光的
点缀，原本酷酷的街舞更酷了。

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情景：这里的一
切都让我觉得新鲜，我好奇地打量着。可当我看到陌
生的老师、不熟悉的同学，看到她们自在随意、潇洒帅
气地舞动着，我羡慕的同时又心生胆怯。笨手笨脚的
我能跳好街舞吗？老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弯下腰
对我笑着：“好好学，你也可以舞出自己的风采！”我暗
下决心：一定要认真学！

万事开头难。最开始我浑身硬邦邦的，做出来的
动作僵硬不已，原本潇洒自如的街舞被我跳成了广播
体操。看着镜子里笨拙的自己，我沮丧地垂下头。一
旁街舞班的小伙伴拍拍我的肩对我说：“刚开始学的时
候都这样，我当时跳得比你可差多了，像个机器人！”在
小伙伴的鼓励下，我一边找动作要点，一边进行分解学
习，就连下课了也缠着老师教我，向同班的小伙伴请
教。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没过
多久我就感觉自己进入了正轨，享受到了跳街舞的乐
趣。紧张的学习之余，我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听着音
乐慢慢找感觉，把自己融入音乐当中，甩头、扭脖子、耸
肩……尽情地舞动着，那么投入，那么畅快。

感谢我的乐园——普通的街舞教室，让我爱上了
街舞，收获了友情，更让我懂得了原来事情并不像想象
的那么难，努力和坚持才能迈向成功！

（指导老师：陈靓）

幸福的春节
本报小记者 湘乡市东方红学校298班 杨梓恩

时间如白驹过隙，春节在欢笑中迈着轻盈的步伐，
带着热闹欢腾向我们走来。刹那间，人潮川流不息，红
灯笼描绘着喜庆，祥和而幸福。

“叮铃铃”除夕的前一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来自
外地的电话，是已经一年没回来的姐姐打来的。姐姐
告诉我，她今年要回湖南过年。我听了心里甭提多高
兴了，仿佛看到电话那头的小侄女咧着嘴，手舞足蹈的
模样。

除夕那天，我们等待着姐姐的到来。窗外，漫天烟
花像蝴蝶般飞舞，绚丽夺目，代表着幸福和吉祥；鞭炮
声在小区里回荡，唤醒了渴望回家的心；喜气洋洋的灯
笼照亮了回家的路。屋内，是我迫切想见到姐姐的
心。一直到了晚上，只见屋外一辆带着光彩的黑色小
车缓缓驶来。我惊喜地发现那正是姐姐买的新车，喜
悦之情洋溢在脸上，脚下像安了风火轮一样，飞奔过
去。

我想，春节的幸福就是这样，一家人幸福地团聚，
充满欢声笑语! （指导老师：陈浩）

家乡的那片田野
本报小记者 湘乡市东方红学校287班 丁琬荷

老家门前的那片田野，为我打开了心灵的天窗，放
飞快乐与童真的翅膀……

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小道将田野分成许多小方格
儿。小道散发着泥土独有的清香。小道两旁点缀着各
色野花，绛紫色的、橘黄色的、淡白的……看上去朴素
中带着几分华丽。田野里，禾苗水绿水绿的，似一湖碧
水。微风一拂，“湖”上便泛起叠叠翠波，异常迷人。田
野边环绕着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青翠欲滴的禾苗，
把溪水都染绿了。

每次回老家，一下车我就会跑到田野里放飞自
我。要么在小道上狂奔一阵，似一头卸过重货的小牛
犊；要么在金黄的稻草堆里打上几个滚，沾上绒绒的稻
草，充当稻草人；要么摘一根青草衔在嘴里，翘个二郎
腿，懒洋洋地托着腮帮子卧在田埂上；要么手腕上拴一
只乱跳的绿蟋蟀，悠闲着地哼着自创的小曲儿走在小
道上，美美地享受着乡间的清风……要多快乐就有多
快乐，要多自由就有多自由！

我最喜欢傍晚的时候在田野里戏耍了。因为此
时，鸡鸭鹅方阵都出来散步了。“这是我的地盘，可不能
让它们来抢占，得吓唬吓唬它们，把它们赶走！”我立马
回屋，找到百岁太婆的拐杖，架势十足地朝它们奔去。
近了，近了，快近了！鸡鸭鹅们看着来势汹汹的我，愣
愣地待在了原地。我将拐杖高高地举起，落下，拐杖发
出“啪啪”的响声，吓得它们一闪身，四散而逃，仓皇挤
碰中还掉下几撮毛来。我一边对着鸡鸭鹅群大声吼
叫，一边紧握拐杖又是一阵乱舞。听着它们“嘎嘎嘎、
叽叽叽”惊慌而逃的叫声，我不禁生起一扫千军的女侠
豪气来。

玩累了，便趴在小溪边捉起蝌蚪来，弄得一脸泥巴
水也不在乎。若捉到了，就跑回家向弟弟炫耀一番。
若没捉到，也不生气，又去打水漂，拔青草去了。

这片普普通通的田野，荡漾着我清脆的笑声，装满
我无穷的回忆，扬起了我心灵的成长风帆……

（指导老师：肖红）

击鼓传花
本报小记者 湘乡市东方红学校307班 黄昱涛

“快传！快！”“哈哈哈哈！”在一个微风习习的早
晨，教室里传出了一阵阵接连不断的笑声，这到底是怎
么回事？

原来，是我们班在玩击鼓传花。当老师对我们说
今天我们来玩击鼓传花时，全班都沸腾起来了，我也格
外兴奋。游戏规则很简单：鼓声敲响时，大家就开始把
手中的“红花”传到下一个同学的手里，鼓声停止后，

“红花”在谁那儿谁就要表演才艺。
“3，2，1，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在紧张的鼓

声中，“红花”被飞快地从一个人的手中传递到另一个
人的手中，大家都不想留下这朵“花”。眼看就要轮到
我了，我双手握拳，不停地咽口水，心儿七上八下地“怦
怦”直跳，简直是在和鼓声赛跑。我心里默念着:“天啊，
千万别让红花在我这里停下来哪！”

突然，鼓声停了，而“花”在沈永煌手里。我长舒了
一口气后，幸灾乐祸地拍起手来。沈永煌不知所措，一
脸茫然地走上了讲台。有人让他跳舞，有人让他唱歌，
还有人让他背诗……后来他选择背诵《别董大》，可是
他只会背前两句，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沈永煌表演完，

“花”又继续伴随着鼓声按照座位顺序传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时，感觉鼓声还在耳边回响，

真让人回味无穷啊！ （指导老师：蒋琼）

大公鸡
本报小记者 湘潭市和平小学

235班 张一尘

乡下奶奶家有很多让我觉得新奇的东
西。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要数那只大
公鸡了。

一进院子，就看见奶奶养的一大群鸡。
大公鸡在这群鸡中显得威风凛凛。大公鸡的
头上长了一个大红冠，圆圆的眼睛镶嵌在头
的两边。它嘴巴黄黄的，尖尖的，如果你仔细
看的话，还会发现它的嘴巴上有两个小孔。
据说，那就是它的鼻孔了。大公鸡的脖子长
长的，身上穿着棕黄色的外衣，身后的尾巴弯
弯的，形状就像一把拖把。不过这“拖把”颜
色是黑黑的，还带着一点儿光泽。在我看来，
大公鸡身上最奇特的还是腿和爪子了。因为
只有这里没有羽毛覆盖，土黄的皮肤上有着
稍浅一点的纹路，看起来像是长成一节一节
的样子。大公鸡刨食的时候，靠的就是这有
力的腿和尖利的爪子。

它不仅在外形上与别的鸡不同，在行事
风格上也有着自己的特点。黎明的时候，大
公鸡总会站在石头上或树枝上，扯着嗓子“喔
喔喔”直叫。它那是在催我们起床呢！奶奶
把鸡食端过来，它总是跑得最快。它似乎喜
欢吃“独食”。只要感觉母鸡在抢它的食物，
它马上进入“战斗”状态。脖子上的羽毛挓挲
起来，叫声里也充满了警告的意味。冷不丁
的，一口就啄上了母鸡的脖子，疼得母鸡“嗷
嗷直叫”。这时的大公鸡，你可千万别惹，不
然它会追着你啄的！

你瞧，这是不是一只有趣的大公鸡呀？
（指导老师：杨璇）

观望星空
本报小记者 岳塘区火炬学校教育集团

1702班 陈晓娴

我喜欢在晴朗的夜晚抬头看星星。特别
是过年时在乡下住的那天晚上，星星在黑紫
色的幕布前闪烁，忽明忽暗的星光勾起了我
的好奇之心。

月光是那么皎洁，那么神圣，就那么静静
地照在屋前的打谷场上。这个季节还没有收
稻子，打谷场上空荡荡的，却又不使人心中空
落落的，反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满足
感。

星辰每晚都会如约而至，运气好的话，还
可能碰上流星。

流星的那一束光芒划破天空，流星提着
她的礼裙划过夜空，留下裙摆的轮廓。人们
双手合十，闭上眼，对着流星默默许下心愿。

流星在那一刻似乎提着她的礼裙娇俏一
笑便往天边跑去，好似感应到了心愿一样，去
跟天帝汇报了。

我很爱看晴朗的夜晚，它总是可以让我
想起来美好的少年。他们每个人都闪烁着属
于自己的光，就像天上众多的星星一样，每颗
星星都会在夜空中闪烁。每个人都是发着光
的，他们有一种感染力，让人觉得自己身上也
有一股冲劲和干劲，可以一鼓作气冲去终点。

我爱在晴朗的夜空看星星，一切都是那
么和谐、那么养眼，这种和谐感我很享受，我
也乐在其中。 （指导老师：黄琼）

第一次挖红薯
本报小记者 湘潭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1902班 孙家宸

放假的时候，我邀请李帛恒去外婆家一
起挖红薯。一大清早，我把挖红薯的小工具
整理到一个袋子里，反复检查了好几遍，确认
都带齐了。等爸爸收拾好了，我飞奔出门，叫
上李帛恒，一起坐着车愉快地出发了。

外婆家的路非常远，一路上我看到了马
路两边高大的楼房、挺拔的大树、金黄的稻田
……我们在车上听故事、吃零食，不知不觉就
到了。一下车，清新的空气扑进了我的鼻孔，
蓝蓝的天上有许多白云在开心地“做游戏”，
稻田里金灿灿的稻谷压弯了腰，农村的景象
真美啊！

我们兴冲冲地拿着工具来到红薯地，看
到满地绿油油的红薯叶。我问妈妈到底要怎
么挖红薯呢？妈妈说：“首先要找到红薯蔸，
用镰刀把红薯叶和红薯藤割掉，然后用小镐
头把红薯旁边的泥土耙开，最后抓住红薯兜
用力拔出来。”

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红薯蔸，用小镰刀
小心地把红薯叶和红薯藤割掉了。我拿着小

镐头轻轻地、轻轻地把红薯旁边的泥土
耙开，终于看到了大红薯，我开心地叫了

起来。我撸起袖子，伸出双手，抓
住红薯蔸，用力往上拔。啊！终
于拔出来了！我向奶奶大喊，奶
奶走过来竖起大拇指说：“哇，好
大的红薯！”第一次就挖出了大红
薯，我兴奋极了。接下来我一口

气连挖了八个大红薯。
通过这次挖红薯，我感受到了劳动的不

容易，也体会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他们大
热天还要在田里劳动。我也知道了粮食是农
民伯伯用辛勤汗水换来的，因此我们要珍惜
粮食，吃饭要光盘。 （指导老师：唐雅萍）

如果我是一棵小树
本报小记者 岳塘区湘钢三校教育集团

2002班 王子铭

如果我是一棵小树，我希望种在马路边，
为路过的行人提供新鲜空气。

如果我是一棵小树，我希望种在沙漠里，
为孤独的沙漠增光添彩。

如果我是一棵小树，我希望种在长颈鹿
的栖息地，让他们那湿润的舌头给我挠痒痒。

如果我是一棵小树，我希望种在清澈的
小河边，看着鱼儿们嬉戏玩耍，还能为老黄牛
遮阴挡阳。 （指导老师：许新苗）

山火
本报小记者 湘潭市和平小学

226班 傅瑞翔

除夕夜晚，家家户户都围坐在一起开心
地吃着年夜饭，高高兴兴地放着烟花。夜空
的四面八方都绽放起美丽的烟花，像一朵朵
漂亮的菊花，有红的，有绿的，五颜六色，让人
看也看不过来，天空中的星星也眨着小眼睛
看着烟花。

在这万家灯火的背后，一场“灾难”却悄
然而至。

当时，我正准备放一盒小烟花，看着正北
方向的天空出现了一片红色的晚霞，像似打
翻了一盆鲜红色的液体。起初我也没在意，
以为是哪家在放烟花，可过了三四分钟，那片
红云不但没有消散，还隐约看到在山那边升
起了看似白色的烟。

我迅速登上楼顶，观看远方，不好！是山火！
远处的火好似一只张牙舞爪的怪兽在无

情地啃食一棵棵树，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红色的山火在树干上跳跃着，舞动着，我在楼
顶眼睁睁地看着一棵棵树被烧成黑色，想着
自己又帮不上忙，只能在楼顶干着急。听楼
下爷爷与奶奶的对话，我才知道山火的起因，
原来是不知哪家晚上放烟花，一颗火星落入
了干枯的山林中，趁着风势，迅速蔓延开来，
点燃了一整片树林。

幸好，当火还没有烧完整座山的时候，当
地群众自发组织上山扑火，消防车也呼啸而
到。一个个消防员冲入火海之中，高举水枪
喷头。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火终于扑灭了。
站在楼顶的我也长长吁了一口气。

看着消防员和参与救火的人员在除夕之
夜不得不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冒着生命
危险来化解这场“灾难”。我想我也应该要做
点什么。望着前方烧毁的山林，看向远处疲
惫的消防员，我转身下楼，默默地将烟花收起
来，放回了房间。

剖鱼
本报小记者 湘潭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1902班 曾皓宇

生活这个万花筒，五颜六色，有趣极了！
我经历的印象最深的事就是自己第一次剖
鱼，我愿把这份生活乐趣与大家分享。

春节时，奶奶从菜市场买了一条又大又
肥的鱼。一回家，我就把鱼放到了水池里。
看着这条鱼，我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
——剖鱼。

我来到水池边，见鱼在水池角落里静静地
待着，就撩起衣袖，双手用力一抓。谁知鱼从我
手里一下子溜了出去，一连抓了几次都没抓
着。我索性把池里的水都放光了，双手对着鱼
一按，心想：看你往哪儿跑！谁知那鱼用力一
蹦，再次逃出了我的“魔爪”，一下子跳到了地
上，尾巴还用力地拍打着，好像在说：“嘿嘿，就
是抓不到我！”我使足力气，一手按住鱼头，一手
按住鱼尾，说道：“哈哈，小样，被我抓到了吧！”

准备刮鱼鳞时，我又“举刀不定”，不知从
哪儿下手。一旁的奶奶提醒我：“刮鱼鳞时应
该一手按住鱼头，一手倾斜着拿刀从鱼尾往
鱼头后方刮。”我照着奶奶说的去做，可是不
小心把手指刮破了，鲜血直流。我是个男子
汉，这点痛算什么？于是我忍住疼痛，贴了一
个创可贴，又回到剖鱼岗位。终于刮完了一
面，我照刚才的方法又刮完了另一面。

刮完了鱼鳞，我小心地用刀剖开鱼肚皮，
正当我伸手要开始清理内脏时，奶奶在一旁
又提醒我：“清理内脏也是有学问的，千万不
要把鱼胆弄破了，鱼胆汁很苦，一旦弄破了，
鱼就不能吃了。”我听了点点头，屏住呼吸，小
心翼翼地用手指抠出了那柔软的内脏，然后
仔细地检查，见鱼胆没破才松了口气。

看来剖鱼还真不是件简单的事！
（指导老师：唐雅萍）

作文小妙招
湘乡市东方红学校275班班主任、语文教师 刘彩霞

大多数孩子苦于作文难，一提到写作文就犯愁，抓破
脑袋仍在磨磨唧唧，无从下笔。刘老师跟大家分享几个小
妙招，相信你勤学苦练以后，一定可以笔下生花哟！

1、广阅读，厚积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平
常的学习生活中，我们要尤其注重阅读书籍、报刊，并养成
写读书笔记的好习惯，把一些好词佳句及时地摘录下来，
坚持读背。同时，同龄人的优秀作文也要涉猎一些。同龄
人的语言易于接受，而且从他人的文章中，可以窥见自己
生活的影子，也可以打开你生活的门窗，促使着你去历练
去思考，日积月累，便是你作文素材库中的“闪闪星辰”。

2、多观察，重实践。不论是在哪里，你都要做个生活
的有心人，用自己的眼睛当“摄像头”，用自己的大脑当“储
存盘”。留心生活的大小事，积极参与各种课外实践，丰富
自己的生活体验，并用写日记的形式及时记录。这样，写
文章时就不必搜肠刮肚了。

刘彩霞，湘乡市东方红学校班主任、语
文教师，湘乡市少先队名师工作室成员。

“既能当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孩子王，
又能做家长信得过的好老师，”2016年被评
为湘潭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2018年被
评为湘乡、湘潭市“优秀班主任”，2022年被
评为“湘潭市名班主任”。指导学生参加各
级各类比赛多次获国家、省市级一等奖，多
次被评为湘潭日报“优秀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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