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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小天地】

下午，小香蕉一个人去游乐场里

玩，天渐渐黑了，它要回家了。可是，它

却忘记了回家的路。小香蕉心急如焚，

伤心不已。

于是，它决定找妈妈。它走呀走

呀，遇到了猕猴桃阿姨，激动地跑过去，

一边摸摸猕猴桃的身子，一边问：“阿

姨，你是我的妈妈吗？”猕猴桃摸摸小香

蕉的头，笑着说：“我不是你的妈妈。你

看，我皮肤不光滑，全身长满毛毛，你的

妈妈没有这些，它的皮肤很光滑。”

小香蕉又走呀走呀，这次它遇到了

柿子阿姨。小香蕉看着眼前这位阿姨

心想：柿子阿姨皮肤看起来很光滑，它

肯定是我的妈妈。于是，小香蕉三步并

作两步跑到柿子阿姨跟前问：“阿姨，你

的皮肤很光滑，你是我的妈妈吗？”柿子

低下头亲了亲小香蕉的脸，说：“我不是

你的妈妈，虽然我皮肤光滑，可你的妈

妈身体是黄色的，而我却是红色的。”

小香蕉告别了柿子阿姨，继续朝前

走，这次它遇到了梨子阿姨。小香蕉盯

着梨子阿姨看了半天，想了想：这位阿

姨皮肤又光滑又是黄色的，那肯定是我

的妈妈。于是，小香蕉连忙跑过去说：

“你的皮肤很光滑，又是黄色的，请问你

是我的妈妈吗？”梨子说：“我不是你的

妈妈，我身体是椭圆的，你的妈妈身体

是弯弯的，像月亮一样。”

小香蕉很伤心，可是它依然不放

弃，它知道了自己的妈妈的身上没有长

毛毛，皮肤是黄色的，形状像月亮，于是

它根据这些特征终于找到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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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周刊

做好“二审三心”文不跑题
小学生写作文最难难不过审题，如果审题不清，往往会下

笔千言而离题万里。

有这样一则故事：宋朝都城汴梁的画院，有一次以“深山

藏古寺”为题考画师，众多画师都只抓住“深山”与“古寺”

写意。他们或画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而让古寺隐约其中；或

画深林峭壁，古寺凌空飞檐⋯⋯总之，他们都没有藏好古寺。

其中只有一位画师审清了题意，他抓住一个“藏”字，画面上

除了高山流水、深林鸣禽外，古寺全然不见，与寺庙相关的只

有一个和尚在山脚挑水。因为有和尚挑水上山，必有寺庙藏在

山中。他的画深达题意，因此被评为第一。

写作文同样道理，如题目要求你“藏”，写出的内容却是

“露”，那就跑了题。可见审题至关重要，写作首先要过好这一

关。

拿到题目，首先要做好“二审”：一要审明范围，二要审准

重点。这样才能使文章中心明确，重点突出。

审明范围。要明确题目对选材在时间、空间、数量、对象

和内容上有哪些限制。如果没搞明这些限制，走题就在所难

免。如 《记寒假生活中的一件趣事》 一题，限制了选材的范围

——寒假生活，时间——寒假，数量——一件，对象——以

“我”为主，他人为辅，内容——必须是有趣味的事情，而不是

其他。

当然有些文题不好分解，如《我真喜欢⋯⋯》、《同学之间》

等。前者是半命题形式，需要我们将题目补充完整；后者题目完

整，但题意并不完整。对这样的文题就应该在稿纸上或头脑里进

行补充。如前一题可以补充成《我真喜欢读童话》、《我真喜欢我

的奶奶》等；后一题可补充成《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同学之间发

生的感人的事》，当然不一定在题目上进行补充。

审准重点。看了作文题后，要想一想题目的重点应该写什

么。比如 《雷锋的事迹教育了我》，这个题目的重点要求在“教

育”二字上，既要写“雷锋的事迹”，又要写“我”从中受到哪

些“教育”。如果只写雷锋的事迹，而没有写对“我”的教育，

那就成了雷锋的故事；如果写了对“我”的教育，只是表表决

心，也是轻重倒置，重点不突出。

有些作文题目所用的词语相近，但实际上有较大的差别，

审题时要认真加以比较，找出它的特点。例如写 《我和同桌》，

审题时可以和 《我的同桌》 这个题目比较一下。前者要求我们

写我和同桌两个人，特别重点要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后者

则重点写同桌一个人。这样一比较，写什么内容就明确了。

写文章要做到不跑题，还要做到“三心”。所谓“三心”，

指的是虚心、细心和耐心。一题到手，要虚心求意，细致看题

审意，耐心审题，多看多想，务必求得题中真意，方始罢休。

（摘自小记者网）

我的同桌名字叫黄赛雯。因为“赛

雯”与英文“Seven”发音相似，所以同

学们都叫她“Seven”。

Seven 有一张好看的瓜子脸，高高

的鼻梁、一张樱桃小嘴，滴溜溜的眼珠

转个不停。

Seven 是个乖巧可爱的女孩。她

的可爱总让身边的同学们会心一笑。

她向我们借文具时总是和声细语，用完

后归还时总不忘说声“谢谢”。Seven

会讲冷笑话，常常逗得同学们禁不住捧

腹大笑，有时笑得肚子痛。Seven喜欢

吃零食，她只要带零食到学校，下课后

都会和我们一起分享，每次放学后也总

会光顾学校门口的小卖店买零食。

Seven 有时也挺调皮。记得有一

次，她见我超过了“三八线”，便说：“思

嘉，我们来一个约定吧！”我疑惑地看着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她又抢先一本

正经地说：“就是从现在开始，只要谁超

过一次‘三八线’，就必须请对方 5 元的

零食，怎么样？”我听完后和她争辩了许

久，可我这张“笨嘴”哪能斗过她的伶牙

俐齿？我迫不得已勉强答应了。没想

到，下午数学课她向我借笔时，我“上

当”了。晕，我居然忘记了上午和她的

约定，竟然过了“三八线”。就这样，同

桌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她想要的零食。

尽管Seven很调皮，但她学习勤奋

认真，每次考试分数都在 90 分以上。

有一次上科学课时，外面下大暴雨，我

思想开小差，突然有只手拍了我一下，

正当我惊魂未定，她却微笑着说：“同

桌，想什么呢？还是快快认真听课吧！”

看到她上课的认真劲儿，我感到自己很

不够专心，心中很惭愧。

Seven 也是一个落落大方、乐于助

人的好女孩。当别人有困难时，她总是

主动帮助。有一次我请病假，笔记没记，

下午放学时她主动把自己的笔记本递给

我，并让我快抄。这让我感动不已。

这就是我的同桌Seven，她总能带

给我们惊喜，带给我们快乐。她为我的

学习生活增添了美好色彩，她的可爱将

永远被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有一个十分惹人喜爱的弟弟，他

的名字叫杨瑞，今年 3 岁，很爱笑，也很

爱哭，圆溜溜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小小

的嘴巴，很讨人喜欢。

大笑记
今天下午放学，我回到家，看见弟

弟躺在床上，正专心致志地看《喜羊羊

与灰太狼》。我悄悄走过去，大叫了声

“哇！”弟弟先是呆住了，之后就“哇嘎嘎

⋯⋯”笑了起来。他笑起来时，眉毛向

上翘，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嘴巴张得老

大，我忍不住也笑了。

大哭记
哥哥随后也来了，不知怎的，弟弟

看到哥哥后立即止住了笑。之后，他和

哥哥玩了起来，哥哥一个不小心，把弟

弟的玩具大卡车给摔坏了，弟弟见状，

“哇——”坐在地上就哭了起来，边哭边

喊：“呜⋯⋯还我⋯⋯卡车⋯⋯还我

⋯⋯”我对弟弟说：“瑞瑞，没关系！待

会儿我们惩罚哥哥好不好？”“不好⋯⋯

不好！”弟弟扯破喉咙叫着。“那我们再

拼起来！”我说着便抱着弟弟拾起来的

玩具卡车零件，拼了起来。弟弟哭起来

真可怕，泪水能把人淹没了。

郁闷记
弟弟小小年纪就整天说：“哎！我好

郁闷啊！太郁闷了！”我说：“你这么小，

哪来郁闷啊？”“有，就有嘛！就有！”弟弟

大喊。“有，的确有，行吧！瑞瑞大少爷！”

我压低声音对他说。“这就对了嘛！”弟弟

噘着嘴巴说。弟弟郁闷的时候还真像个

小老头，皱着眉头，背着手，在屋内走过

来，走过去，这模样真有点搞笑。

弟弟就是这样，时不时会给我们带

来一些欢笑和惊喜。我的弟弟可爱吗？

早晨，天气晴朗，红红的太阳像

火球，蓝蓝的天空像大海，白白的云

朵像棉花。小猴沸沸和好朋友小猴乐

乐在森林里玩。

突然沸沸发现有一片桃林，赶忙

指给乐乐看。乐乐一看说：“难道你没

发现桃林前面的小河吗？”沸沸这才反

应过来，原来桃林前还有一条小河

呢。没有桥又没有船，该怎么过去呢？

沸沸和乐乐非常着急，皱起眉头

想办法，突然沸沸想到了一个好办

法。他说：“乐乐，你不用着急，我有

一个好办法。”然后，他在乐乐的耳边

嘀咕了一会，乐乐的脸上笑开了花。

他俩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先从家

里拿来木盆，又从树上折下两根树

枝，然后把木盆放到水里，接着，他

们赶忙坐进盆里，再用树枝用力划

水，没过多久，他们就坐着自己的

“小船”渡过了河，上了岸，他们迅速

爬上桃树，吃着一个又一个美味的大

桃子，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小记者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