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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里，我们几户人家来到湖岭

的一条小溪边游玩，小溪边的一片小

竹林吸引了我们。

竹林里，翠绿的竹子高高的，大约

有两层楼那么高。它们深绿的身体差

不多有我的拳头那么粗，其中有两根

竹子被压倒了，周围的地上躺着很多

深灰色的老竹棒。我和小伙伴们玩起

了“用竹子打老竹棒”的游戏。俊懿哥

哥把老竹棒插到不远处的泥土里，我

和王子心选择了一根被压倒的竹子，

使劲地把竹子朝老竹棒横扫过去。

“啪！”老竹棒被打倒了。俊懿哥哥一

次一次地把老竹棒插到泥土里，又一

次一次地被我们击倒，我们玩得热火

朝天。一次，俊懿哥哥插好老竹棒，刚

要走开，我们已经把竹子甩了出去，正

好打在俊懿哥哥的头上，他立刻捂住

了头。我担心地问：“俊懿哥哥，痛不

痛呀？”他立刻调皮地笑了，原来是在

捉弄我们呢。

接着，我们又设计了一种游戏

——“竹子弹弹弹”。我们一起把压倒

的竹子往前推，推到一个小土坑里，然

后猛地一松手，竹子就弹回来了。玩

着玩着，我的头也被竹子打到了。我

发现竹子打到头上一点儿也不痛。

我们在小竹林边发现了两个大土

坑，四周长满了杂草。一开始，我不敢

跳下去，只好抓着坑沿的泥土小心翼

翼地走下去。我们站在坑里玩了一会

儿，发现大土坑里竟然有一个小台阶，

我们就从台阶走上去。上上下下几回

后，我胆子大起来了，“扑通”一声直接

跳进大土坑，上来也不走台阶，而是用

老竹棒当拐杖攀爬上去。我来来回回

地玩了很多次都玩不腻。

小竹林里，只听见我们欢快的笑

声不停地回荡着。

（指导老师 黄丽新）

“在一个长8米、宽5米、高2米的

水池里注满水。然后把两条长3米、宽

2米、高4米的石柱立着放入池中，水

池中溢出的水的体积是多少？”在教室

里，数学王老师读完题目，抬起头扫视

着我们：“小A，你来说说。”

“3×2×4=24，24×2=48（立方

米）。”身为学霸的小A不假思索地回

答。

“不错，那你来说说为什么这样计

算。”王老师一边说一边拿起粉笔在黑

板上迅速写下算式。写完后转过身，

还对着小A微微一笑。

教室里这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

动，好几个同学在交头接耳。

“水池中溢出的水的体积应该等

于这2根石柱的体积，所以我把石柱体

积算出来就行了。”小A自信满满的声

音在教室里回荡着。

王老师却只是“嗯”了一声，没有

表扬也没有让小A坐下，静静地望着

我们，眼神中有期待，好像又有些失

望。同学们却只顾埋头抄答案。我低

头看看自己的答案——它和小A的不

一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坚定地举

起了手。

“悦瑶，你来说。小A你先坐下。”

随着王老师略带笑意的声音，同学们

都惊讶地纷纷抬起了头，暂停了抄答

案的动作。

我紧张得喉咙发干，咳嗽了两声，

终于憋出几句话：“水池仅有2米高，所

以浸入水中的石柱体积应该是3×2×

2……因此溢出的水的体积是24立方

米。”

“是的，小A错了。”王老师说着拿

起红色粉笔在原来的算式上打了个

“X”,对着我们“嘿嘿”一笑。

这下，班里炸开了锅：“我以为小

A的一定是对的呀！老师也真是的，

干嘛要把错的答案写下来呢？”

“我本来的答案也是对的，却把它

改错了。”

“老师套路深啊！”

这堂课，有点意思。它告诉我：数

学，是严谨的；学习，是严肃的。只有

扎扎实实地学习，不偷懒，不耍小聪

明，才能在课堂上拥有“虽千万人吾往

矣”的勇气！

(指导老师 吴爱红)

在我家的楼下有一棵新生的柳树，她看

着很普通，但在我的眼里，她永远是一棵顽

强、美丽的柳柳。

春天，她那树叶稀少的枝条抽出了新的

枝丫，一阵阵风吹过，她开心地翩翩起舞，像

一个披肩长发的小姑娘一样漂亮。

夏天到了，在她嫩绿的叶子上开出了小

花。那小花若隐若现，像夜晚的萤火虫一

样。正当她觉得自己是如此幸福快乐时，突

然，台风来了，狂风暴雨把她稚嫩的身体连根

拔起。顽强的她不顾疼痛，静静地等待人们

的帮助。等雨停了风小了，人们把她又种植

回去，她顽强地活了下来，依然飘动着嫩绿的

枝丫，好似在向人们致谢一样。

秋天，她枯黄的树叶掉了许多。金黄色

的树叶落到池塘里，让池塘变得金灿灿的，而

此时她体内的嫩芽已经开始准备新生了。

冬天，她缩着那几乎掉光的树叶发着抖，

急着把养分送到新的枝丫上，为了明年能让

自己长得茂盛、苍翠。

我的柳树啊！你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一

个最美丽最顽强的姑娘！你是那道最亮丽的

风景线，让人赏心悦目。

二月五日下午，我们八户人家，浩浩荡荡

地从温州南火车站出发了。

古街·访古
经过几小时的颠簸，我们到达绍兴已是

黄昏。大人们匆匆放置好行李，草草吃了顿

晚饭后，便趁着这绝妙的时光观赏绍兴水乡

的一方夜景了。

淅淅沥沥下起了细雨，我们撑着花伞，慢

慢地在雨中漫步，别有几分浪漫的感觉。桥

下的灯映出一弯金黄的月儿。这月，仿佛真

是天上落下的一般，明晃晃地落在水中，闪烁

着耀眼的光芒。一旁的树上忽地飘下一片柳

叶，静静地落在水中。它像一艘小船，在小雨

满载着希望启程了。月色朦胧，如梦如幻，一

切景物在雨中都成了一处独特的景色。

百草园·寻春
第二天早晨，我们来到了鲁迅先生的故

居，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百草园了。远远望

去，百草园一片翠绿，流露出春天的无限生

机。静静聆听，草丛中还有阵阵虫鸣声。一

旁的花儿已经开了一半，粉嫩中带着一点点

成熟。在这美好的意境中，我创作了一首小

诗:

耳听蟋蟀鸣，

静待桃花开。

目望皂英树，

鼻闻桂花香。

在这美丽的景色中，这首小诗的意境就

淡淡地显现出来了。

鲁迅先生的母亲也给了我很多感受。鲁

迅先生的母亲名鲁瑞，是绍兴乡下安桥头

人。她未曾上过学，但却养成了阅读的能

力。一个从未上过学的母亲竟没有自暴自

弃，反而勤勉读书，给儿子树立起一个好榜

样，这难道不是一位伟大母亲吗？

沈园·追忆
酒足饭饱后，已是下午，我们又踏上了去

沈园的路。听讲解，沈园是个爱情名园，是江

南著名的私家园林，园内景色宜人。因为园

主人姓沈，所以称沈氏园。1151年的春天，著

名诗人陆游与表妹唐琬在沈园邂逅。他们的

爱情令人唏嘘。后来陆游百感交集，在园壁

上题下了《钗头凤》，成为中国爱情史上的千

古绝唱。

我们坐在沈园外的木椅上，看来来往往

的人行与船只。不知是不是沈园浓浓的爱意

传播到了园外，乌篷船上开始有了情侣，有时

是牵着手的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有时是带

着小孩骂骂咧咧的中年夫妇，有时则是恩爱

到白头的老年人。但不管是谁，眼神里都有

一份爱意，动作中都有一份甜蜜。我静静地

望着他们，并在心间默默地为他们祝福。

不知不觉夜色弥漫了整个天空。天空中

褪去了纯洁的白与蓝，只剩下了一片漆黑。

在这神秘而又充满奇幻的气氛中，我们踏入

了沈园。

刚跨进门，就看到了数之不尽的许愿风

铃。踏着鹅卵石小路，我们来到了葫芦池。

同行的伙伴们摘下了几朵盛放的茉莉花，轻

轻地将它们抛到水中去。池的另一边竟游出

几只野鸭，其中一只叼了一朵茉莉，然后紧跟

在一只毛色光亮的鸭后面。

我们又走进了剧场，正巧赶上越剧开

始。剧首，陆游与唐婉卿卿我我，深情唱情

歌，一副恩爱两不疑的模样。可见这是他俩

新婚的戏码。忽然，剧情开始发生变化。两

人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着，却迟迟不见对

方。因唐琬无后，他们被父母拆散，两人恩爱

却不能相守。剧末，唐琬再次来到了沈园，诉

说多年的怨恨。

唐琬和陆游最终未成眷属。不知他们投

胎转世了没有，若有的话，是“执子之手，与子

偕老”，还是像今生一样错过呢？我不禁遐想

连篇。

东湖·游船
又是一个美好的清晨。我们抓住了假日

的尾巴,乘坐了富有绍兴风味的乌篷船，游赏

了东湖的美妙景色。船夫身着朴素,用单手

单脚划桨使船前进。两旁低矮的房屋流出了

历史的芳香。房屋旁的花花草草点缀了民

房，桥下长出了密密的青苔，高大的树稍稍地

垂了下来，像一层绿帘子似的盖在身前。湖

水，意境就渐渐地浮现出来了。

告别·归去
转眼间，假期结束了。我们追寻着初春

的脚步拜访了绍兴古都，并且赏了水乡的多

处景色，还真是不枉此行啊！

（指导老师 林敏）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

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瑞安日报培训

中心的信赖和支持！瑞安日报培训中心

自成立以来，凭借优秀的师资、先进的理

念和《学周刊》、“瑞安日报升学宝”微信公

众号等平台已成为深受学员和家长欢迎

的教育品牌项目。

在2017年暑期班中，我们将进一步

扩大师资，完善教学环境，让学生在更加

精彩的课堂中和更加轻松的氛围中得到

系统的训练、优良的收效和丰厚的回报。

1．小记者写作与阅读班
（一）招收对象

喜爱写作、阅读或作文、阅读基础薄

弱的二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

（二）培训方式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课堂作文、阅读

教学为主，社会实践（摄影、采风）为辅的

方式。设作文写作、阅读理解技巧、摄影

原理、户外采风。

（三）学员权利和待遇

（1）学员在学习期间，正式成为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少年新闻学院温州分院学

员和瑞安市学通社小记者，享受各类活动

和采访的权利和待遇。

（2）《瑞安日报》学周刊及“瑞安日报

升学宝”微信公众号作为学员的创作园

地，优秀习作均可发表，让学员的作品成

为全市数十万读者共同阅读的文章，更优

秀的作品将被推荐到《中国小记者报》等

报刊杂志上。

（四）时间安排

2017年7月10、11日开始，每周三次

（含室外课1次）。

（五）报名费用

新生1400元、老生1300元（含文具

费、资料费、采风部分费用）。

2．报名方式

现场报名：瑞安日报大楼三楼307室

（安阳新区安福路30号）

3．报名优惠
（1）每推荐成功一位新生，将获赠一

张价值50元的“瑞安日报代金券”。

（2）之前获赠“瑞安日报代金券”的学

员可以用代金券充抵暑期学费（一次使用

不超过两张）。

4．上课地点
安阳新区安福路30号瑞安日报大楼

二楼（市府大院东首）。

联系方式：邓老师66883918，秦老师

13819752390。

瑞报小记者暑期培训班，开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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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135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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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作品可在“无线瑞安”APP中下载。

欢
迎
投
稿

学生习作

快乐的小竹林
安阳实验小学二（3）班 肖舒跃

这堂课，有点意思
马鞍山实验小学五（6）班 蔡悦瑶

顽强又美丽的柳树
瑞祥实验学校四（5）班 李邦诚

游水乡访古
新纪元小学六（12）班 余倩蕊

周末的清晨,微风把阳光吹进了

我的枕边,我揉了揉眼,睡眼朦胧地看

向窗边,微微一笑,阳光,正好。

我起床走出房间,突然,一个身影

向我跑来,伴着清脆的“吱嘎”声，我看

清了眼前这个比我矮许多的弟弟。他

满眼放光,兴奋地喊着：“姐姐,你看,

我有一双会叫的鞋子了!”

我蹲下身,看到了弟弟所谓的会

叫的鞋了,这是一种一踩到地上就会

发出声音的鞋。我端详着弟弟脚上的

鞋,十分可爱:“嗯,姐姐看见了,很漂

亮,去玩吧。”弟弟便撒开步子,一晃一

晃地跑走了,看着他那欢快如小鸟般

的背影,仿佛也看见了我童年的影子。

十年前，我和奶奶趁着春天后大

好的阳光走在街上。突然,眼尖的我

看见了一家店的门口摆着好几双“吱

嘎”鞋,我喜欢上了一双粉白相间的,

便拉着奶奶跑,又嫌奶奶太慢,一甩手

自己跑了。奶奶则在身后喘着气:“哎

哟,我的乖孙女,慢点跑,慢点跑,奶奶

都快追不上了!”我如小鹿般欢快地跑

到这家店门口,就蹲下来端详这双鞋，

正是我喜欢的。当奶奶赶到时,我便

哭着要这双“吱嘎鞋”。要知道,我很

早就想要这种鞋了,走一步响一步,那

“吱嘎”声比我吃到的最好吃的食物还

美妙。隔壁的小伙伴都有这种鞋,天

天都穿着它在后院奔跑,“吱嘎”声此

起彼伏,奏着一首欢快的曲子,与他们

玩耍时我都只能眼巴巴地干羡慕。在

我的“死缠烂打”下,奶奶只好妥协。

回家的路上,我牵着奶奶的手一蹦一

跳地走着,卖力地踏着步子,奋力地发

出“吱嘎”声。

关上思绪的大门,我也回到了现

在。阳光很温暖,我带着弟弟到楼下

公园玩。到了公园时,刚好看见一个

老奶奶牵着她的孙子学走路,那个孩

子也穿着“吱嘎”鞋,走起路来“吱嘎吱

嘎”响,看着老奶奶牵着孙子的样子,

我好像看见了我学走路时，奶奶牵着

颤颤巍巍的我。

奶奶老了,我也长大了,再也没有

那种小手牵大手学步的情景了,但那

“吱嘎”声还在我的记忆中,“吱嘎吱嘎

……”

那声音常在我心田
安阳实验中学七(2)班 白环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