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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的夜晚，我坐在老家
的小院里，静静地看着月亮从
茶山那儿慢慢地钻出来。是在
茶山喝过茶吗？月亮如绿茶那
样清亮，月光是那样柔和，照亮
了苗寨背后高高的人头山，照
亮了村头的银杏树，也照亮了
村间的大道和小路。

怎么这么香啊？原来，奶奶
早就将晚饭做好了，一家人有
说有笑地吃着团圆饭。吃过晚
饭，大家坐在凉亭里聊天，爸爸
突然问我：“你能说出一句关于
月亮的诗吗？”“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我
不加思索地回答道。爸爸又问道：“下一句
呢？”“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爷爷比我抢
先一步说出答案，我不满地嘟起了嘴巴。

夜深了，皎洁的圆月爬上了如洗的夜空，
犹如一个白色的盘子，上面还有一些面包渣，
或者是月饼渣吧。我也拿了一个火腿月饼，
一口咬下去，太好吃了。我想：月亮这么圆，
会不会是用圆周率计算过呢？可百科全书上
说月亮不是圆的，但它看上去也太圆了吧。
古诗还说月是故乡明，唉，真奇怪！

在老家的月光下，又一个中秋节悄悄地
过去了。

（区实验小学四年级七班学生）
（指导老师 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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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丝就是丈量生命价值的尺子，火烛没
求要得以回报，哪怕是在命运的尽头，也
要牺牲自己，为别人照得很亮很亮。而
您，我的老师！我便要用细雨来形容您。

那是一个月光凄凉的夜晚，树叶沙
沙作响。偌大的教学楼好似一个冷酷
的刑场。紧接着便令我毛骨悚然。该
回去了。刚跑到教师办公室。却猛然
发现：咦？怎么还没回去？想着想着便
不自觉走到门口。轻轻地探头，小心地
张望。

啊，老师！我的王老师！你心无旁
骛，但是你挺直的背早已被疲倦压倒。
你的神情充满倦意，却一揉再揉，努力
使自己清醒。啊！老师！透过您困倦
但坚毅的眼神，我看到了您教书育人的
使命感和誓要成功的恒心。此时我回
头望向天空，天上已是漫步星辰，风儿
温柔地亲吻我的脸，路灯下照耀着的绿
叶，则欢快地跳着舞。显得那么美，那

么醉。我的老师啊，你却沉浸在劳动中
无法自拔。你是蜜蜂，“采得百花成蜜
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你是枯花，“落红
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老师
啊，我想用十二万分的情感高声歌颂
您！

我的王老师，您用无微不至的爱关
心着我们。就好比“慈母手中线，游子
身上衣”总是用那比母亲还细腻的爱为
我们织起了梦想的船帆。“既然选择了
远方，就要不顾风雨兼程。”这是您经常
教诲我们的。这将影响我们的一生！

还深深地记得，您为了给我们及时
上课，竟在楼梯口狠狠摔了一跤，即使
用尽全身力气也无法站起来，幸运的是
有路过的同学将您扶起，老师您对待我
们是如此负责，把对家庭的爱，对孩子
的爱，全部投入到学校中，现在您长时
间坐在桌前，导致颈椎病。我们是何等
荣幸可以当上您的学生啊！

我深知我是最幸运的，有一位严谨

慎重但温柔有加的地理老师：对待作业
要求虽高，但也没有忘记给予我们适当
的鼓励。他会将我们写作业的情景，在
阳台上趴着流汗的画面记录下来，因为
他深深地明白，我们也不容易。他尊重
我们，尽管自己的衬衫已经湿透，也不
会忽略我们的热，自己去歇凉。他会给
我们加油打气，这让我最后从差生到优
秀。我要向他深深鞠躬，是他让我从水
泥路走到泥泞小路上来，留下深深的脚
印。您常说“吾日三省吾身”，是的，在
今后的人生阅历中，我会牢记于心并且
遵守执行。

“少年强，则国强。”物理老师总把
这 句 话 作 为 支 持 我 们 挑 战 困 难 的 语
录。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投入了
他所有的精力。汗流浃背又如何？困
难重重又如何？只要坚定信念，彼岸就
在不远处。他并不年轻，也并不帅气。
可是他的责任感，让他站在哪里都会发
光。当同学们已经汗如雨下时，他与其

他老师不同，而是一声令下，让全班同
学全都站起来，深吸两口气。对于我们
而言没有鸡汤，只有扛着热气奋笔疾
书。老师，我就这样看着您，用所有心
灵和距离。

他们是园丁，把一生奉献于教育事
业。两袖清风，只为滋润一片桃林。清
贫过日，只为赢得满堂喝彩。自甘奉
献，只为撑起少年们的一片天。

老师，一个优美的词；老师，一句可
爱的呼唤。如果您是荷叶，我便是红
莲，心中的雨点来了，只有您才是我的
绿荫！“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
想，这便是您吧！我敬爱的老师！

也许只有一支粉笔，才能写就您人
生的轨迹，也许只有两鬓染霜，才能谱
成您人生的赞曲。老师，千言万语也无
法表达对您的歌颂和敬佩。万千感情
汇聚只有一句话：“您辛苦了！”

（作者系江口中学九年级一班学生）
（指导老师 王长娥）

老师，润物而无声
滕明星

放 假 了 ，我 和 表
哥决定去丛林探险，
并且我们还叫上了王
叔叔，他经常去探险，
经验肯定丰富。

于是我们备好足
够的干粮、饮用水、药
品、地图、指南针、帐
篷等。检查齐全后，
我们就出发了。

很 快 ，王 叔 叔 就
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幽
深的丛林，里面开着
奇花异草，树上还缠
绕着许多藤蔓。进去
前，王叔叔说：“进去
后，你们一定要跟紧
我，不要走丢了。”于
是我们手拉着手一起
进去了。

我 们 小 心 翼 翼
地走着，生怕遇到危
险 啥 的 。 没 过 一 会

儿 ，天 便 黑 了 ，可 是 我 们 并 没 有 带 手
电 筒 ，于 是 我 们 便 停 了 下 来 ，搭 起 帐
篷 ，生 起 了 火 堆 ，就 这 样 安 静 地 度 过
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我们大家都起来了，
收拾好东西，简单地吃了点干粮，准备
继续探险。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山洞，
正好我们累了，准备休息一会儿。可刚
走进山洞，一大群蝙蝠从里面飞了出
来！把我们都给吓了一跳，可蝙蝠朝我
们飞来，抢走了我们食物和水。无奈之
下，只能继续往前走。

走了好久，我们饥渴难耐，于是王
叔叔让我们呆着不要动，他去找点吃
的。

表哥已经等不及了，在那儿急得转
圈，突然听到表哥一声尖叫，我急忙跑
了过去，一条蛇从我脚下穿过，我吓得
跳了起来。王叔叔闻声又急忙赶了回
来，发现表哥被蛇咬了，他急忙处理伤
口，幸好并不是毒蛇，王叔叔只好把仅
剩的药品给表哥用，接着王叔叔背着表
哥继续往前走。

又不知走了多久，我们终于听到了
水流声，我们激动起来，朝着声音快速
地前进，果然，找到了一条小溪。我们
立即畅饮起来，还用瓶子接了一瓶水
……

终于在王叔叔的陪伴下，我们成功
地走出了丛林，这次探险可真刺激！

（作者系石桥小学六年级学生）
（指导老师 李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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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从
小我就没见过妈妈的样子。为了撑起这
个家，爸爸白天到工地干活，晚上回家洗
衣、做饭，照顾我，从不让我做家务。

三年级开学的第一天，我发现课表
上多了一节“劳动”课，心想：劳动课会
干些什么呢？老师说要做饭、要种菜、
要养花，还要学会整理和收纳。同学们
都好期待呀！

第一次上劳动课，老师带领我们开
辟一块荒地，说要在上面种菜。首先是
挖土，我拿起小锄头学着老师的样子挖
起来，可哪会那么容易呀，锄头根本不

听使唤。可能是地太硬，也可能是力太
小，挖了十几分钟也只有巴掌那么大一
块。老师笑笑说：“挖土没你们想的那
么容易吧！我来挖，你们来把土里的石
块捡干净。”看着脏兮兮的双手，我真的
不想做，可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干着，
我只能硬着头皮捡那些石块，接着老师
让我们把菜种均匀地撒在土里，最后再
浇水、埋土。

一节课下来，我们累得满头大汗，
我的心中满是怨言：太累了，我再也不
想上劳动课了。

老师看到同学们打蔫儿的样子，

说：“虽然很累，但过两周看到菜苗长出
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值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常常去看菜种
是否发芽，是否长大。第一次看到菜种
长出来时，我们好欣喜。老师带着我们
给菜浇水、施肥、除草，看着菜苗一天天
长大，我们好开心。

在一节节劳动课中，我成长了，快
乐了。慢慢的，我也能理解爸爸的不容
易了。以后我会继续做一个爱劳动、懂
感恩的好学生！
（作者系仙女山街道核桃小学三年级学生）

（指导老师 马小梅）

劳动，真快乐
陈小雨

今天又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天，妈妈
要教我一项新的生活技能——缝补撕
破的衣服。

第一步，穿针引线。我左手轻轻地
把线拿起来，右手大拇指和食指轻轻的
把线头捏成像针头一样尖，接着左手拿
起针的下端，右手小心翼翼地拿着捏好
的线头尖往针鼻孔里面放，想把线从针
鼻孔里面穿过去，可尖尖的线头一次又
一次绕过针鼻孔，就是不往鼻孔里面过
去，一分钟两分钟……不一会儿，两只
小手也开始轻微地颤抖，额头冒出了毛

毛汗，心里很是焦躁。这时，妈妈在旁
边给我演示了一下如何穿针，妈妈左手
稳稳地拿起针，右手拿着线头轻轻地往
针鼻孔一放，线头穿过针鼻孔约 1 厘
米，用右手抓住线尖一拉，拉到与线尾
一个位置，打了一个结，妈妈说：“针穿
好了，看懂没？”按照妈妈的方法，不一
会儿，我把针穿好了，心里也没那么紧
张了！

第二步，进针缝补。找出一件被刮
破的紫色外套，先把需要缝合的口子整
理平整，左手捏住口子，右手开始进针，

尽管我已经很小心了，左手食指还是被
针头扎了两针。妈妈在旁边不停地提
醒我，进针的距离要适中，要保持进针
的平行和缝补的美观等。在妈妈的提
醒下，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把撕
裂的口子缝补完，缝补的线条弯弯曲曲
的。

第三步，打结剪线。我把线头紧贴
着衣服，绕了一个圈，然后用针穿过线
圈一拉，一个小结就好了，右手飞快地
拿起了剪刀把线剪断，今天的缝补任务
也算是大功告成了。我情不自禁地穿

上缝补好的衣服，高兴极了。还不停地
说：“妈妈，我也会缝补衣服了，是一位
小小裁缝了。”

最后是收拾工具。我把针、线圈、
剪刀等工具慢慢地收进了储物箱，然后
把储物箱放进柜子，心里面美滋滋的，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我第一次缝补衣服，虽然不够美
观，但是非常的开心，让我明白了劳动
让人快乐！

（作者系区实验小学凤溪校区三年级十班学生）
（指导老师 毕 钰）

我学会了缝补衣服
周会棱

“春赏花，秋看月，夏乘凉，寒冬冰瀑，满
目雪，素裹银装。”这首诗描绘的是被誉为“南
国第一牧原”和“东方瑞士”的武隆仙女山国
家森林公园，其旖旎的风光在重庆独树一
帜。现在，就让我来介绍一下吧！

春天的仙女山，春意盎然，百花齐放，枝
繁叶茂的森林，牛羊成群的草原，让仙女山到
处生机勃勃，风光无限。

夏天的仙女山，热闹非凡，平均气温 22
度，是人们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在辽阔的仙女
山大草原上，满原的青草，盛放的百合，簇拥
成团，像是铺上了华丽的地毯，在野花盛开的
草地上，骑马，射箭，放风筝，完全不是问题
……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这些快乐都变成
了一个个的音符。

秋天的仙女山，层林尽染，五彩的山峦如
梦似幻，各种不知名的野花开满山间，热闹非
凡。听松涛阵阵，观长风万里。秋日的仙女
山别有一番美感。那银杏大道的满地黄金，
是每年打卡的必去之地。

冬天的仙女山，平均气温低于 0℃，大地
一片皑皑，雾凇、冰雹，构成银色世界！

（作者系区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学生）
（指导老师 王 敏）

美丽的仙女山
吴泓呈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曾这
样评价书。而我，却认为书是想象力的基
础。

在《皮皮鲁传》一系列中，全是关于想象
力的故事。在书里，皮皮鲁和她妹妹是主人
公，他们经历了无数神奇的故事。比如《皮皮
鲁与幻影号》中就主要说了皮皮鲁在一次意
外中获得了小神马，而小神马就是幻影号，他
载着皮皮鲁去了丝绸之路、参加了台湾战争、
阻断了警察的追捕……最终，小神马离开地
球的故事。

在《宝葫芦的秘密》中，王葆在一次偶然
的机会中，获得了一个宝葫芦，在后来的学
习中给了王保很多方便，但也造成了许多麻
烦。后来，他成功地揭穿宝葫芦的秘密，并
亲自销毁了宝葫芦。到了最后，才发现是场
梦。出其不意的故事情节给予我们很多想
象的空间，让我们有了一次不一样的神奇体
验。

书不仅能让我们产生丰富的想象，还能
带给我们无穷的知识。原始的书是龟甲、石
头，那时候人们读的书被称之为甲骨文；随着
历史的发展，古代的劳动人民把龟甲、石头书
变成丝绸或竹子，书又变成了竹简。直到活
字印刷术的出现才有了被今天的我们所读的
书籍。在现代生活中，书是我们必不可少的，
书随处可见，学校图书角，城市图书馆等已经
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

关于书，有无数作家写了很多名言警句：
顾炎武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欧阳修的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郑玄的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列宁，
“书籍是巨大的力量”，这些名言能感受到他
们对书都有着极大的热情。

让我们也带着对书的热情，做一个热爱
读书的人吧！

（作者系区实验小学六年级十一班学生）
（指导教师 陈艳兰）

书
冉治博

《送 别》 实验小学凤溪校区2.1班 陈静怡
指导教师 周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