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趣事
滨州经开区中海中学一年级三班 李泽言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和一只小老虎玩游
戏，太开心啦。一觉醒来，发现原来是一个梦。

我想起妈妈给我买过一只小老虎玩具，
于是拿出玩具，一片一片地拼装起来。

看着自己拼装起的“小老虎”，越看越喜
欢，因为它太可爱了，和梦里的一模一样。

（指导教师：赵志超）

春游
苍龙湖实验学校二年级—班 邵晨旭

一个春天的早晨，碧空如洗，万里无云。
小鸟唱着欢快的歌，风儿和云儿在天空中追
逐嬉戏。

小明、小红、小刚和小美一起高高兴兴地
去郊游，它们来到了郊外，看见绿油油的柳树
枝条在春风中飘荡着。小草葱葱绿绿的，就像
一张柔软的地毯。小明提议说：“这里的风景
太美了，我来帮你们拍照吧。”大家欢呼着：
“太棒了！”说完大家摆好姿势，“咔嚓”一声，
一张照片永远留存住这美丽的景色。

过完年了，一片硝烟也都散了。
寒假快结束的这几天，我妹妹

是既安静又忙碌，手飞快地在纸上
写。外面的北风呼呼地狂吹，妹妹的
手拿着笔在屋里的作业本上狂飞。
即使外面的温度再低，她的头上也
是汗如雨下。

当她剩下最后一个作业———写
作文时，爸爸妈妈正好没空，这下她
可犯难了：爸爸妈妈都没有空，她自
己一个人写作业没有人指导，没有

头绪，这时她看到了我说：“姐姐，明
天就开学了，你就帮帮我吗，求求你
了。”我没办法，只好答应下来。于
是，我们就开始了“作文大作战”。

在她写作文的过程中，我才体
会到被气晕的感觉。我给她很明显
的提示，但她却偏偏不往那想，让她
开心她伤心，让她向东她向西。终
于，她安稳了一会儿，可又有一个字
不会写，她又哭又闹，我怎么教她都
不会写，她开始让我帮她写，我心生

一计，说：“你让我帮你写，我偏不，
等爸爸妈妈回来，我就告诉他们。”
她听后立刻不哭不闹了，擦干眼泪
开始自己写。我看她一个字就要写
二三分钟，心中比她着急一千倍。

历经两个小时的“磨难”，她终
于写完了。原来爸爸妈妈指导妹妹
写作业这么难啊！那一刻，我长大
了，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爸爸妈妈
你们真辛苦。

（指导教师：杨小青）

我家阳台上有一盆绿萝。我非
常喜欢它，它是我的好朋友。每天
放学回家，我都会与它进行一番交
流。

这盆绿萝来我家五六年了，一
年四季都生机勃勃，碧绿发亮的叶
子是心形的，茎蔓已经从柜子上爬
到了地面，垂挂得老长老长。风轻
轻一吹，它们就左右摇摆，好像在
诉说着生活的美好。

秋天来临的时候，绿萝的叶子
越来越嫩，越来越多，最终开出了
几朵小花。听说绿萝很少开花，我
和妈妈非常欣喜，对着小花看不
够，在阳光里，它们露出自己的“小

裙子”。开窗的时候，碰巧来一阵
风，花朵们翩翩起舞，偶尔飞来几
只小鸟与绿萝打招呼问好，样子可
爱极了。

小花们开了不少，有的才展开
两三片花瓣，有的全展开了，露出
了细小的花蕊，有的还是小花苞
儿，感觉要破裂似的。我感觉到自
己也是一朵小花，懒洋洋地趴在枝
叶上，小鸟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
行的快乐。

过了好一会儿，小鸟的啼叫声
唤醒了我。我才记起自己不是小
花，而是在看花呢！

（指导教师：刘雅敏）

家乡过年可热闹了，习俗很多，
让我来给你慢慢讲讲吧。

每当快要过年的时候，人们会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腊月二十
三这天又叫“小年”，也叫“灶王节”。
灶王在百姓家的灶火旁待了一年，
这一天要回天廷给玉帝汇报工作。
他忍着烟熏火燎看着百姓省吃俭
用，百姓们在这一天要打扫干净房
子，让灶王爷在玉帝面前说说好话，
保佑人们下一年有个好收成。

过了灶王节，人们就会去超市
里买各种各样的年货，我们小孩子
也高兴起来。大人们不仅买肉类鱼
类还会买各式的糖块、水果、坚果
等，每天出去就会大包小包地提回
来。

过年的时候人们都在家门前
贴上对联和燃放鞭炮。相传，
从前在一个山洞里住着
一只叫做“年”的
怪兽。到了
除夕这一

天，会下山来害人，有一位仙人对村
民们说：“这怪兽最怕红色的东西和
响声。”村民们听了后，就把红色的
对联贴在门上，在门前燃放鞭炮，怪
兽一来，就会看见红色的东西，听到
“砰砰砰”的响声，吓得直往山里跑。
就这样，过年放鞭炮和贴对联的习
俗延续到了现在。

拜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事，因
为可以收到压岁钱。我们女孩子不
用磕头拜年，男孩子是要磕头的。爸
爸妈妈也要给老人拜年。他们是先
向爷爷奶奶作一揖，然后说：
“我给您磕头了。”面向北
跪下，起来后还要再
作一个揖，孩

子们磕头时嫌麻烦，大都不作揖，只
是跪下然后起来。这里有一个讲究，
就是看到老人没起床坚决不能磕
头。男孩子们吃完饺子要跟着爸爸
到全村的每一位长辈家里去拜年。
初一这天农村街头人来人往，热闹
非凡。

穿新衣，戴新帽，天天好吃好
喝，过年真好。

评语：过年是学生们常写的话
题，小作者写得详略得当，趣味性很
强。重点写了过年时送灶王大扫除

和磕头拜年这两件事，穿
插了“过年”的来历，
增强了文章的可
读性。

（指导教师：
王玉忠）

过年
滨州经开区百川小学四年级二班 郭文洁

我家的绿萝
滨州经开区一中三年级十一班 房逸宸

那一刻，我长大了
滨州经开区二中五年级一班 孙怡然

下载品质滨州
欣赏优秀作文

《我们仨》读后感
莲华学园七年级三班 贾思娴

有一种亲情，叫“我们仨”———咱们只有
死别，不再生离。
《我们仨》是杨绛先生撰写的一部自己与

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瑗的家庭生活回忆录。
虽然后来女儿丈夫相继去世，但杨绛仍然以
乐观、平和的心态活下去，对生活富有热情，
写下这本书来怀念“我们仨”。

在杨绛一家那里，亲情就是相互扶持，一
同承担。用书中的话说就是：我们这个家，很
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
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碰到困难，钱钟书总是和
杨绛共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女儿阿
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情，都能
变得格外甜润。杨绛还认为，亲情就是相互关
心和温暖。杨绛一家家庭关系和睦，人人平
等，家庭成员之间可以是朋友，可以是“哥
们”，还可以是师生……

杨绛先生创作这本书时，已经九十多岁
了，但她并没有对生活失去热情与希望，书中
这样写道：“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带
着烦恼和忧郁，人间没有永远。”这让我看到
了杨绛先生身上的乐观，对生活的热情，以及
他对家人的怀念。杨绛只能把他们一同生活
的岁月重温一遍，和家人再“聚聚”。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温暖的亲情属
实可贵。杨绛从一个人变为两个人，从两个人
再变为三个人，但丈夫女儿的离世又让她变
为了一个人。亲人的离世让她丢失了家，以前
居住的寓所只是她旅途上的客栈，“家”永远
埋藏在杨绛的心里。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体会到了这世界上
最纯粹的那份爱———家人之间的爱。人间没
有永远，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才会思念与珍
惜。家人之间要和睦相处，不要等到失去的时
候，才慢慢察觉出来。

（指导教师：姚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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