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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给我市中小学生提供一个佳作展示平台，本报“学周刊”特别开辟了投稿通道，每周将在来稿中选取优秀

作品予以刊登。来稿必须为 word 格式，并注明姓名+学校+班级+联系方式直接发送至邮箱 823235537@qq.com。作

品必须为原创，不得抄袭，一经刊登，发放“瑞安日报社”作品刊登证书。

我们期待你的作品！

欢迎投稿

学生习作

时光啊，请你慢慢走，请模仿

我的步伐，让我们一起漫步在温暖

的阳光下。

生命如此漫长，脚步又何必匆

匆。我的生活优哉游哉，却从从容

容。身边的人们整天在忙碌中度

过，有时他们停下来问我，为何你

如此悠闲？我答曰：因为我握住了

时间。

升入初中，早自习的时间让很

多同学无奈。清晨，还未完全苏醒

的天空与温暖的被窝死死抱着人

们，成群结队的瞌睡虫排着队钻进

鼻孔，脑子里混作一团。同学们还

在床上苦苦挣扎时，我却能动用早

已用大脑闹铃调好的生物钟，拿起

课本往窗边走去。微凉的晨风夹

带着秋天特有的香甜味，琅琅书声

在风中舞蹈。当同学们在公交车

上 心 急 如 焚 地 默 念“ 快 点 ，再 快

点”，我骑着车，理理被风吹乱的头

发，从容进了校园。

迟到似乎与我无关，即使进食

速度再慢，我总会留下一些时间以

防万一，实在不行，腿是自己的，大

不了用上 800 米的狂奔架势，也能

在铃响前出现在座位旁。

午间，我总会来到空无一人的

操场上散步，晒太阳；或是在单杠

上吊一会儿，直到手上的茧子被磨

得生疼；或是在沙坑里刨出几个实

心球，向着满分的目标练练手。操

场上，跳远的垫子、笔直的篮球架

似乎几十年不撤，浓密的草皮等待

着足球滚过。树枝上的鸟巢刚好

被我够着，编鸟巢的野草取之不

尽。只听午休铃响，不紧不慢地翻

开作文本，细细回味刚刚的阳光。

挥笔，一篇佳作跃然纸上，周围满

是惊异的目光。

也许作业是唯一令我不能淡

定的武器了吧，也许是我过分迷恋

窗外的阳光。有时，我身处教室，

却思绪飞扬，草稿纸上，数字们摸

爬滚打，ABC 直嚷想搬家。语文

老师揪着我，卷面不许涂改；科学

老师望着我的字无所适从。作业

本便是战场，我只得以横七竖八倒

下的兵士们，勉强来换取一杆杆标

志胜利、带着“√”符号的旗帜。

不懂得我为什么能一口气跑

完 800 米，成绩还不错，原来只是

我每一步的悠闲攒足了最后冲刺

的力量。悠闲不是颓废。

不必尝试追赶快速奔跑的人，

也许在你看得见的领先成功的背

后，藏着不为人知的伤痕与无助。

不必着急，时光也是淡定的。

（指导老师：陈锦杰）

我家养过一只金毛，叫金金，

大家都亲切地称它为“金大侠”。

“金大侠”的眼睛黝黑而发亮，

像一对晶莹剔透的玻璃球。它常

常用这样的眼睛注视着我，每次我

都不禁想去抱抱它。

“金大侠”的嗅觉十分灵敏，我

藏到铁盒子里的肉骨头居然也能

被它翻找出来。

“金大侠”有一张血盆大口，每

次张开大口时，都会露出那些锋利

的小尖牙。这些小尖牙就像诸多

小刀刃，每颗小刀刃上都散发着隐

隐的寒气，看了令人感到瑟瑟发

抖。

然而，“金大侠”的吃相成了我

们的笑料。一日三餐，“金大侠”什

么都爱吃，从不挑食，就连猫喜欢

吃的鱼它也贪恋不已。凡是我们

餐桌上的食物，每样它都要来一点

儿，以示它的不挑食。每顿饭，它

从来都是狼吞虎咽的，好像在控诉

我们已许久未给它喂食似的。吃

完半盆饭，“金大侠”便昂首大叫，

似乎在责备我们供养不周。我们

看到“金大侠”这副模样，禁不住捧

腹大笑。“金大侠”看看空空的碗，

又看看乐坏了的我们，愈发委屈，

在地上滚了几圈后又起身狂吠。

于是，我们便替它添饭，“金大侠”

依然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金大侠”不仅是一个大胃王，

还是游泳健将呢。它游泳时的姿

势，是家族遗传的“狗刨式”。只见

它前爪像是在扒土，凭着自己水性

好，成功地在水中浮了起来，从这

边游到另一边，有时还得瑟地从此

岸游到彼岸，怪叫人佩服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金大侠”

还是一只忠犬咧！凡是有生客进

来，“金大侠”必然厉声叫嚣，甚至

门外只要有声响，它也要架势十足

地一阵狂吠。有时舅舅想带我外

出游玩，“金大侠”也不准，非得我

下命令让它走开不可。

好一个“金大侠”，果真名不虚

传啊！这位特殊的好伙伴，定能伴

我 度 过 欢 乐 而 又 难 忘 的 金 色 童

年。

（指导老师：张丹丹）

今年春天，奶奶从乡下老家带

回了一些花的种子。

她选来最好的土，细心地把种

子播种到窗外的花盆里。从此以

后，奶奶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精心

呵护她的宝贝，为种子松土、浇水、

拔杂草，忙得不亦乐乎。种子也不

辜负奶奶的一片苦心，发芽，长出

两片嫩叶，嫩叶变成茎干，茎干又

长出枝桠。随着它一天天长高，奶

奶的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我

也异常期待，期待它能开出漂亮的

花儿。

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我在迷

迷糊糊中被奶奶叫醒，她拉我到了

窗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你看，

奶奶种的宝贝终于开花了。”我顺

着奶奶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咦！茎

干上居然开出了几朵粉色的花儿，

它们好像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快乐

地在风中摇曳。奶奶更是开心得

不得了，像是一个孩子得到了心爱

的玩具，笑得合不拢嘴，她那脸上

的皱纹也被挤压成了一朵怒放的

花儿。

“奶奶，这是什么花呀？我怎

么没有见过？”我好奇地问。

“这是凤仙花，因为花朵像凤

而得名。它也叫指甲花，以前农村

老家的房前屋后都种着这些花。

爱美的姑娘采下花朵，捣烂，把它

敷在指甲上，指甲就会被染成淡黄

色或淡粉色。”奶奶说。

“难道你也想用它染指甲吗？”

我笑着问奶奶。

奶奶笑了笑，给我讲起了一件

往事：奶奶出生在农村，那时候家

里穷，上不起学，七八岁的时候就

要帮忙干农活。有一天傍晚，在田

间割猪草，突然从草丛里窜出一条

蛇，在奶奶的手背上咬了一口，一

溜烟地逃走了。还没等奶奶回过

神来，手背上已渗出了鲜血。奶奶

吓得哇哇大哭，赶紧往家里跑。那

是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离最近的赤

脚医生家都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

路。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了，邻居们

纷纷说，如果是被毒蛇咬伤的话估

计会没命的，赶到医生的家里都来

不及啊！家人更是急得像热锅上

的蚂蚁，在一旁团团转。正当大家

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一位老先

生，他得知情况后，用小刀割开奶

奶手背上的伤口，不断地向外挤

血、清洗，然后让人拔来一株凤仙

花，把茎、叶和花全部捣烂，敷在奶

奶的手背上并用纱布包扎起来。

第二天，奶奶的手居然没事了。大

家疑惑不解，老先生道出了答案：

凤仙花除了可以染指甲外，还有祛

风除湿、活血通络、消肿止痛等功

效。房屋周围种上凤仙花还能驱

蛇，据说蛇的身子如果触到凤仙花

的茎叶，它的皮肤就会烂掉⋯⋯

“凤仙花平平凡凡，虽然没有

像玫瑰那样的娇艳，也没有像茉莉

花那样的清香，可它全身是宝呀！”

奶奶说。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清晨的阳

光柔和地照在奶奶沧桑的脸上，是

那样的宁静、祥和。凤仙花在晨风

中快乐地盛开着，我突然想到，像

奶奶这样的劳动者，不正像凤仙花

一样？平平凡凡，默默无闻，不求

回报地付出。

窗边的凤仙花依然在晨风中盛

开，我多么希望它能够更长久地开

放，我也真诚地祝愿我的奶奶以及

天下的奶奶能够快乐、幸福、安康！

（指导老师：黄河）

我的“金大侠”
瑞祥实验学校 四（3）班 陈康盈

有一种生活属于我
玉海实验中学 初一 相彤

窗边的凤仙花
安阳实验中学 七（6）班 周文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