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学会了包书皮
■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邵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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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2》观后感
■瑞安市外国语学校林可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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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宁波天一阁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陈一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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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年味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蔡尚恒

做飞机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刘言

在朦胧的睡

意中，听到妈妈的

声音：“今天我们

去看《哪吒2》吧！”

妈妈的声音中充

满着期待。我一

听，心中观影的小

火苗立刻被点燃，

兴奋地答应了下

来。自从看过《哪

吒之魔童降世》

后，我就被那勇

敢、机智的小英雄

深深吸引，对续集

满怀期待。

影片是《哪吒

之魔童降世》的续

作，不只是一场简

单的视觉享受，也

许会有一些启发

吧！想到这里，我

们 已 到 了 电 影

院。入场后，电影便开播了。

《哪吒2》主要讲述了哪吒和敖

丙在天劫之后，灵魂得以保全但肉

身被摧毁，太乙真人用七色宝莲为

他们重塑身躯，在重塑身躯的过程

中遭遇重重困难的故事。

哪吒与敖丙联手，面对前所未

有的困境，他们身处险境，但从未退

缩。哪吒带着那熟悉的火尖枪与乾

坤圈，在敖丙的配合下，化解了一个

又一个危机。哪吒和敖丙凭借智慧

与勇气，成功击败了敌人。这一幕

幕让我热血沸腾，为他们的英勇喝

彩。最令我震撼的情节是：哪吒与

无量仙翁激烈对决时，敖丙在一旁

折断魔物控制人类的“工具”——巨

型树枝。哪吒并未与魔物硬拼，而

是巧妙转移其注意力。最终，两人

通过羽毛法宝的配合，将无量仙翁

打得鼻青脸肿，哀嚎求饶。

我在感动与震撼中看完了这部

电影。亲情与友情、正义与邪恶的

碰撞，令我的心情跌宕起伏。反观

自身，我常因微小挫折而退缩——

学习中遇到难题不愿攻克，科技节

活动因害怕失误而犹豫不前，为班

级争光而不敢主动参与，看着别人

拿金光闪闪的奖牌，心中只怪自己，

而不去改正。对比哪吒，我深感惭

愧。从现在起，我要学习哪吒的精

神，勇于克服生活中的—切困难。

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部动画电

影，它更像是一位人生导师，教会了

我许多道理，让我明白，命运掌握在

自己手中。想要自己的命运好，就

要有勇气、有信念，没有克服不了的

困难和问题。

（指导老师：戴建平）

爸爸给我买了一个能组装的

小飞机，我开心得几乎要蹦到天上

去啦！

飞机的螺旋桨、翼架还有尾钩

都是塑料做的，红红的颜色，特别

亮眼，大老远就能看到。机身是木

头做的，又细又长，拿在手里感觉

轻轻的，好像一阵风就能吹跑。机

翼和尾带是塑料薄膜做的，上面有

很多红白相间的小方块，在阳光下

一闪一闪的，就像小星星一样闪烁

着！飞机零配件中还自带一条皮

筋，我轻轻弹了弹，它就发出“当

当”的声音，真好玩。

开始组装飞机喽！我先把螺

旋桨装在机身的最前面，就像给飞

机戴上了一个小帽子；再把翼架套

在离机头15毫米的地方，这可是

个技术活；然后，把尾钩装在机身

的尾巴上，飞机就有了小尾巴；接

着，我在翼架和机身背部贴上双面

胶，把机翼和尾带分别往上贴，可

是这双面胶不太听话，我贴了好几

次才成功；最后，我把皮筋在螺旋

桨下面的小钩子和尾钩之间绕了

5圈，打了个结，系好。哇，一架小

飞机就组装好啦！

“开飞机喽！开飞机喽！”我可

期待小飞机在天上飞的样子啦！

爸爸把螺旋桨转了几圈，一松手，

小飞机“嗖”地一下就飞了出去，可

没想到，它直接冲向地面，“啪”的

一声，重重地摔在地上，机翼都从

翼架上掉下来了。我们又试了几

次，结果都一样惨。“这是怎么回事

呢？”我低下头看看手里小飞机的

说明书，哎呀，原来螺旋桨要转100

圈才行呀！于是，我们来到小区内

较空旷的室外停车场。“1、2、3……

100”爸爸把螺旋桨转了100圈，那

时我们都屏住了呼吸，爸爸小心翼

翼地松开手，小飞机一下子冲向天

空，飞得好高好高，都快有5层楼那

么高啦！可是飞得越高，摔得越

惨，小飞机在螺旋式上升后迅速下

降，狠狠地撞到了地面。这次我们

发现是机翼出了问题，因为机翼上

双面胶没贴牢，一飞就脱胶，根本

没办法让飞机在天空好好飞行。

不过，我们没有灰心，换上了新的

双面胶，并仔仔细细地把机翼粘

好，还检查了好几遍，重新回到室

外停车场。这次呀，小飞机终于飞

上了天空，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

弧线，然后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真棒！真棒！”我紧紧搂住爸

爸的脖子，兴奋地大喊起来。通过

组装飞机这件事，也让我明白做任

何事情都不能轻易放弃，多尝试就

会成功的！ （指导老师：周怡）

今天，我和妈妈一同前往学校

领取新书。从学校出来后，我们在

校门口的文具店停下脚步，挑选了

一袋漂亮的书皮。

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想

要给新书穿上这漂亮的“新衣”。妈

妈微笑着走过来，教我包书皮。她

轻声细语地说道：“宝贝，我们先拿

出一张大小合适的书皮，这可是很

关键的一步哦，太大或太小都包不

好呢。”说着，妈妈熟练地拿起一张

书皮，轻轻撕下中间竖线的纸，“然

后，把新书的书脊对准书皮的中间

竖线，慢慢地粘上去，动作要轻，这

样才能对齐。”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妈

妈的每一个动作，生怕错过任何一

个细节。

接着，妈妈继续示范：“现在，撕

下书皮左边的贴纸，把新书的封面

对准书皮左边，一定要对齐边角，然

后用力按压一下，让书皮紧紧地粘

住封面。”妈妈边说边做，还不时用

手指沿着封面的边缘反复按压，确

保书皮与封面贴合得严丝合缝。之

后，妈妈又将封面边上的贴纸往里

挤压，就像给书本穿上了一层量身

定制的铠甲。

最后一步，妈妈撕下书皮右边

的纸，将封底用力挤压上去粘好，再

把封底边上的贴纸往里仔细折好。

“看，这样一本书就包好啦！”妈妈笑

着把包好的书递给我。

看完妈妈的示范，我信心满满，

决定自己动手尝试。我小心翼翼地

拿起一张书皮，按照妈妈教的步骤，

一步一步地操作起来。一开始，书

皮总是不太听话，不是书脊没对齐，

就是贴纸粘歪了，但我没有气馁，在

妈妈的鼓励下，我慢慢找到了感

觉。终于，我成功地包好了一本书，

看着自己的“杰作”，心里别提多高

兴了。

妈妈对我的成果赞不绝口：“宝

贝，你真棒！学得真快！”受到表扬

的我，兴致更高了，于是提议和妈妈

包书皮比赛。比赛开始，我全神贯

注，动作迅速而熟练。不一会儿，我

就包好了两本书，而妈妈才包好一

本书。妈妈连连称赞：“你可真能

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以后包书皮

的任务就交给你啦！”

学会包书皮，不仅让我掌握了一

项新本领，还能帮妈妈减轻负担。我

决定下午还要帮哥哥一起包书皮，让

这份快乐和成就感传递下去。

（指导老师：邵谢欢）

寒假，我迫不及待地奔赴宁

波，只为探访与瑞安玉海楼齐名的

“书藏古今”之地——天一阁，这座

中国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

穿过繁华的都市，走进幽静的

景区，古朴典雅的天一阁便出现在

眼前。我们随着旅游的人群缓缓

步入，天一阁正门前方矗立着一座

石像雕塑，该雕塑头上戴着官帽，

身着官服，他正是天一阁的创建者

——范钦！范钦一生酷爱藏书，他

走遍大江南北，搜集了大量珍贵的

古籍文献。为了保护这些典籍，他

制定了严格的家规，甚至规定：“代

不分书，书不出阁”，让天一阁的藏

书得以流传至今。置身于此，我仿

佛感受到范钦在邀我共赴一场跨

越时空的书香之约。

一步一景，十步一楼。穿过院

墙上的小门，我们来到了北书库。

据说，天一阁所有的古籍都被精心

存放在这里。我小心翼翼走进北

书库，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的

棕色木制老旧书柜，只有其中一个

打开的书柜可以看到里面的藏

书。我凑近玻璃墙，仿佛能闻到古

籍散发出的淡淡墨香。那些泛黄

的纸张上，字迹依然清晰可见，仿

佛在诉说着千百年前的故事。

离开北书库，我们往南走，那小

桥流水的南园便展现在眼前，那里

的假山上有九头狮子、一头大象、一

只海龟。九头狮子互相嬉戏，仿佛

一群活泼的孩子；一头大象在守护

着它们，宛如一位慈爱的长者；一只

海龟和上面的一个“寿”字假山，它

们相互映衬，形成了“长寿无疆”的

寓意。我在假山间穿梭，时而钻进

山洞，时而跨过小桥，仿佛置身于一

座迷宫，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

天一阁里还有很多旅游纪念

品出售，如各种精美的笔记本、印

章等。我挑选了一枚定制纪念币，

它印有我最喜欢的“书藏古今，港

通天下”这句话。

抚摸着纪念币上凹凸有致的字

迹，我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

天一阁不仅是一座藏书楼，更是一

座文化的灯塔，照亮了无数求知者

的前路。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当

以书为舟，以梦为帆，在知识的海洋

中乘风破浪！（指导老师：陈飞飞）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

换旧符。”每当吟诵起这句诗，新年

的温馨与希望便在心底缓缓流淌

开来。小年夜，我满怀期待地奔赴

一场别开生面的分岁酒研学活动，

和小伙伴们一起在烟火气息里探

寻舌尖上的年味。

抵达活动现场，映入眼帘的是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大家分工

明确，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

有的同学精心摆放着象征吉祥的

红色高脚碗，有的同学用心布置现

场，让整个空间都弥漫着浓浓的年

味，还有的同学穿梭其中，热情地

为伙伴搭把手。而我领到的第一

个任务，是切鱼饼并摆盘。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刀，另一只

手垫着纸巾，心里紧张得不行，生

怕一个不小心切到手指。刀缓缓

架在鱼饼上，我的手却像被施了

定身咒，怎么也压不下去。这时，

身旁的同学不断投来鼓励的目

光，为我加油打气。在他们的鼓

舞下，我一咬牙，心一横，闭上眼

睛，把刀用力切了下去。等我缓

缓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自己切

出了一片形状规整的鱼饼。有了

这成功的开端，我信心大增，一鼓

作气，顺利切完了一大块鱼饼，并

仔细地将它们摆放在高脚碗中。

看着那排列整齐的鱼饼，我心中

满是成就感。

在忙碌的间隙，我了解到不少

关于分岁酒的知识。分岁酒是温

州别具特色的传统习俗，由十道冷

菜和十道热菜组成。温州人尤其

喜欢运用谐音、颜色来表达对新年

的美好祝愿。就像这次“分岁酒”，

用二十个红色的高脚碗盛装菜肴，

寓意着“十全十美”。正如那句俗

语所说：“高脚红碗冷盘十道，道道

有讲究；精挑细选热菜十盘，盘盘

有说法。”每一道菜都蕴含着对新

年满满的期许与祝福。

终于，红色的高脚碗里摆满了

各式各样的佳肴，满满一桌，围成

一圈，热闹又喜气。有寓意清清白

白的胶冻，象征红红火火的虾干，

代表大吉大利的砂糖橘……大家

围坐在圆桌旁，看着满桌的美食，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欢声笑语

回荡在整个房间。

分岁酒研学的最后一个环节

是煮汤圆，这也是我的第二个任

务。看着别人刚揉好的小汤圆，白

白胖胖的，恰似一个个乖巧可爱的

胖娃娃，正咧着嘴对我笑呢。我满

怀期待，又带着几分紧张，小心翼

翼地把这些“小精灵”放入锅中，生

怕动作稍大，它们就会“生气”地滚

出来。迅速盖上锅盖，锅中的水发

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像是在诉说

着新年的喜悦。不一会儿，汤圆们

纷纷浮出水面。我招呼同学们拿

碗来。汤圆虽不多，但大家都想尝

尝这甜蜜的味道，因此很快就分完

了。轮到我自己时，碗里只剩下一

两颗，吃着自己亲手煮的汤圆，那

香甜的滋味在舌尖散开，让人意犹

未尽。

这场分岁酒研学活动，是舌尖

上的享受，更是文化的传承。每一

道菜、每一颗汤圆，都承载着浓浓

的年味。

（指导老师：虞文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