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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着蚂蚁，今天我来了一次奇异的

旅行。

空间在我的眼前变大。我来到一处村

庄——蚂蚁的“楼房”由茂盛的草茎组成。

我看见一群圆滚滚的小蚂蚁，与四邻的黑

蚂蚁一一打着招呼。这是要远行，还是

像我一样背上书包去学堂？

随着蚂蚁的足迹，我一路走，一路

欣赏。高大的石块组成峡

谷的风景，葳蕤的杂草就是

辽阔的森林，弯弯曲曲的路

是城市与乡村的脐带。蚂

蚁的世界，风景真与众不

同！

走过一个村子，翻过一

座小土丘，接下来又到哪里？是大

的村庄，还是城市？我看见它来到

一个有很多昆虫的地方，好像是闹

市，这里有它们的同类：蟋蟀、蚊子、

蝴蝶……难道禽有禽言，兽有兽语，昆虫有

昆虫的沟通？我真想挡住它的去路，向它

问问，可惜我不懂它们的语言。我更担心

我的手指，让它惊了魂，下面的好戏就无法

上演。

我看见蚂蚁在一处较高的地方驻足痴

望，瞅着树枝上的黑甲虫激情飞扬。蚂蚁

的四周，挤满各种各样的昆虫，很多我都叫

不出名字。哦，原来，它们是来欣赏昆虫演

唱会的，怪不得这里一下子虫山虫海，熙熙

攘攘。

那黑甲虫撑开羽翼，音乐就像灵泉一

般流淌。金色的夕阳、茂盛的灌木丛、溪流

的水、林中的风……此刻，都成为最美的布

景与伴唱。

我们尽情地欣赏，直到杜鹃的歌声唤

醒西坠的夕阳，蚂蚁才行色匆匆地来到一

处厨余垃圾搁置场，触角激烈地碰撞，就像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兴奋之感，不可言状。

蚂蚁举起一大块猪肉，兴冲冲地走在回家

的路上。接着，第二只、第三只……像获胜

的将军归家一样，一个劲儿地奔走匆忙。

跟着蚂蚁去旅行，嘿嘿，生活真不一

样！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
四（2）班 周金鹏
指导教师 周辉

有人的心爱之物是玩具，有人

的心爱之物是书，有人心爱之物是

妈妈缝制的手套……而我的心爱之

物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它的名字叫

作“小土豆”。它那黑色的长毛潇

洒，琥珀似的眼睛炯炯有神，脚毛上

面是黑色的，下面却是灰白的，像是

穿了一双锃亮的小皮鞋，看上去绅

士极了。

当爸爸带回来只有铅笔长的

“小土豆”时，天哪！小小的它一下

子就萌化了我的心。可初来乍到的

小家伙并不打算接受我汹涌的热

情，想与它亲热，它都会毫不留情地

迅速溜走；即使偶尔蹑手蹑脚地一

把抱住它，它那琥珀似的大眼睛连

正眼都不瞧我，还把头转到一边，仿

佛用行动告诉我：“快放开我，咱俩

不熟！”

等到稍微大些，它会摇着鸡毛

掸子似的尾巴来到饭桌边，在我的

脚边上左蹭右蹭。“喵，喵，喵

……”满脸讨好，仿佛在说：“给

我吃，给我吃！我和你一样是只

‘小馋猫’呢！”这时，我会情不自

禁地把自己碗里的排骨、鸡翅、火

腿等偷偷丢给它。

唉！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吃呢！

长大后的“小土豆”还有一项特

殊技能——安慰。有一次，我犯了特

别不应该犯的错误，爸妈狠狠地批评

了我。我一个人呆在卧室，心想：以

后我都是坏孩子了吗？弟弟会怎么

看我？爸爸妈妈会不会不爱我了？

我越想越难过，孤独、无助、害怕——

负面情绪爬满了我的心头。

“喵，喵，喵！”“小土豆”走到我

面前，径直跳上我的腿，用脸上柔软

的长毛蹭我的脸，见我没反应，又伸

出玫瑰色长满倒刺的舌头舔我的

脸，我忍不住

痒痒，笑了。

我满脸泪水地望着它，它也心

有灵犀地回望着我，仿佛在说：

“别难过，我爱你，我会永远陪伴

你！”我们就这样一人一猫静静地

呆了很久，我也想了很多，却

和之前的想法有了很

大的变化。我想去跟

爸爸妈妈承认错误，

我想做一个好哥哥，

我想改正自己身上的

缺点……

我要说：“谢谢你——‘小土

豆’！”

南充市嘉陵区南荣路小学
五（10）班 刘璞
指导教师 王蕾

生活就像调味瓶，有酸、有甜、有苦

……只要你使用恰当，就能调出不一样

的味道。

我特别喜欢吃，是一个典型的吃

货。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厨师，做遍天下

美食给自己吃。于是，从小我便跟着奶

奶学习各种厨艺。

奶奶教我的初级厨艺是包饺子。

奶奶将围裙一系，一手拿着擀面杖，一

手捏着小面团。只见她用擀面杖将小

面团左擀一下，右擀一下，一会儿工夫，

便擀出了好几张薄薄的饺子皮。

奶奶的示范教学就这样“一闪而

过”，接下来该轮到我上场了。我学着

奶奶的样子，在她的指导下，按部就班，

可怎么也擀不好。要么不圆，要么就是

中间薄，四周厚，擀出的饺子皮乱七八

糟。

我有点心灰意冷了，但想着后面有

美味的饺子吃，我并未放弃。经过多次

练习，擀出的饺子皮终于像模像样了。

第一道工序算是学会了，第二道工

序便就是放馅儿，包饺子。奶奶让我先

根据面皮的大小来确定馅儿的多少，再

将馅儿放到面皮上。最后，将面皮一点

点地合拢，边缘要捏出饺子特有的花

纹。在奶奶细心的指导下，我撸起袖

子，大干了起来。

说时容易做时难。饺子被我包成

了包子、饼、汤圆……在一旁观察的奶

奶不由得大笑起来。我越包越没劲，沮

丧着脸说：“唉！还是不学了吧！这太

难了，做个吃货得了。”奶奶摸摸我的

头，说：“乖孙女，不是你要求要学的嘛，

怎么说放弃就放弃。”我嘟着嘴说：“可

……可……可这也太难学了。”奶奶接

着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坚持

就是胜利，只要坚持，相信你一定会成

功的。奶奶都没放弃，你怎么能放弃

呢？”在奶奶的鼓励下，我神气十足地回

答：“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次训练，

现在的我，不仅能包好饺子，还能炒出

几道可口的菜呢！

南江县大河镇小学
五（1）班 邵馨怡
指导教师 张永仕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经历过很多事

情，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已逐渐淡忘，但

有一件我却记忆犹新，因为那一刻，我觉

得自己长大了。

因为疫情，我和妈妈被关在了家里，

我们两个人都“阳”了。因为我的症状较

轻，所以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先将妈妈安顿好，就开始准备做

晚饭。我一头冲进厨房，看着厨房里的

锅碗瓢盆，喃喃自语道：“该怎么做呢？”

忽然，我灵机一动，妈妈怎么做，我就怎

么做。我用大脑飞快地搜寻妈妈平时在

厨房里忙碌的场景。

我开始淘米、烧饭、洗菜、切菜……

尽管我手忙脚乱，还是勉强地准备好了

一顿晚饭。我擦了擦头上的汗水，喘着

气端给妈妈。她见了，眼中充满了惊讶，

一脸欣慰地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吃过晚饭，到了睡觉时，我刚刚躺

下，便听到了一阵痛苦的呻吟声，我睁眼

一看，是妈妈。她正靠在床头边上，眉头

紧皱，脸色发白。我赶紧走过去，关切地

问道：“妈妈，你怎么了？”“头痛。”妈妈有

气无力地回答。我轻轻将手放在妈妈的

额头上。“呀，好烫！”我拿出体温枪，对着

妈妈的额头，39℃。我赶紧来到药箱前，

找退烧贴，可是找了好久也找不到。

随着妈妈的呻吟声越来越强，我的

心也越来越紧。忽然，妈妈低声说：“退

烧贴在冰箱里！”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

过去拿出冰箱里的退烧贴，又一路小跑

到床边，手忙脚乱地给妈妈贴在额头上。

就这样，连续过了七八天，妈妈的病

好了。她望着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兴奋

地说：“我女儿长大了，会照顾人了！”

这次照顾妈妈让我意识到：我们的

父母也是血肉之躯，他们看似坚强，实则

也有脆弱的一面。从现在开始，不只是

父母照顾我们，我们也要加倍照顾他们。

那一刻，山谷里的花悄然开放；那一

刻，鹰也会到达彼岸；那一刻，鸟儿为我

高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青神县实验小学
五（4）班 肖雨馨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

燕啄春泥。”窗外高大的梧桐树

上，一缕缕阳光透过斑驳的绿

叶，依稀可见几只小鸟在那里

卖弄清脆的喉咙，这叫声让我

想起了家乡的鸟儿。

我的家乡山清水秀，树木

层层叠叠，郁郁葱葱。人们常

言：“有树就有鸟，树多鸟成

群。”暮春，大麦泛黄时，黄鹂鸟

天刚亮便不停地唱着“大麦黄，

大麦黄，赶快起来收公粮”；初

夏，布谷鸟不紧不慢地叫着“阿

公阿婆，割麦插秧”。蜂鸟、杜

鹃、喜鹊、燕子……成了家乡一

道亮丽的风景。最多的是麻

雀，田野里、草地上、树丛中，成

千上万的一哄而起，顷刻间又

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在鸟声

里迎来朝霞，送走余晖。

家乡后山的丛林是鸟儿栖

息的“家园”，也是我们成长的

乐园。“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

娇莺恰恰啼”的春天，我们走进

山间采野花。到处都是鸟声，

到处都是鸟影，有的站在树枝

上叫，有的在扑打翅膀，它们好

像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音

乐会”。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

蜓立上头”的初夏，我们来到丛

林小溪中捉鱼、逮虾。清澈的

溪水从石头上潺潺流过，突然，

一只画眉从我们的头上掠过，

被我们的叫声一吓，又飞进了

丛林，站在一根树枝上兴奋地

叫着，那歌声真好听！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的深秋，我们来到山

间摘野果。我们在林间跳啊、

跑啊、唱啊。累了，我们就躺在

铺满落叶的地上，静静地看鸟

儿在丛林间跳跃，听丛林深处

的鸟声忽断忽续，忽远忽近。

偶尔，有几只叫不出名的鸟儿

停在我们身边。这人鸟和谐相

处的画面是多么的惬意。

后来，一个化工厂建在了我

的家乡。树林被乱砍滥伐，河水

被污染得面目全非，空气中时时

弥漫着一种怪味。曾几何时，天

空难寻昨日的蔚蓝，群山不见往

日的碧绿，河水痛失昔日的清

澈。鸟儿渐渐隐藏了踪迹，那婉

转、悠扬的叫声，变成了我记忆

深处一个遥远的梦。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我们只有珍惜自然资源，

共营生命绿色，天空才会更加

湛蓝，河水才会越发清澈，草木

才会愈加葱茏，空中才会重现

昔日众鸟高飞的景象。让我们

携手共进，为鸟儿营造一个温

馨、舒适的家园。

广汉市第九小学
六（1）班 王若熙
指导教师 陈大会

跟着蚂蚁去旅行跟着蚂蚁去旅行

点 评

孩子眼中的世界真美。作者跟着
蚂蚁去旅行，看到了蚂蚁世界无穷的
智慧，感受到它们无限的快乐，心的惬
意流淌于文字的美中。

坚持就是坚持就是
胜利胜利

点 评

文章条理清晰，细节丰富，作
者详细描写了跟着奶奶学包饺子
的过程，以及中途遇到的困难，最
后通过和奶奶的对话，“我”领悟
到了坚持就是胜利的道理。

那一刻那一刻
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点 评

作者条理清楚地叙述了自己细
心照顾生病了的妈妈的过程。虽然
语言很平实，但处处流露自己对妈
妈的爱，而且还写出了自己从中的
感悟。

倾听“鸟语”

如果猫咪会说话如果猫咪会说话

点 评

作者通过小猫“小土豆”在成长过程中的动作、神态等，想象出小猫的各种语言，将一
只很傲娇、会撒娇又善解人意的小猫展现在读者眼前。

我的理想
庭院

最近我发现，商场里、超市

里出现频率最多的动物便是兔

子玩偶、兔子贴画、连售卖的

“福”字、对联上也有兔子图

案。妈妈给我买了一套红衣

服、一双红袜子：“你的本命年

就快到了！”哦，时间过得真快，

不知不觉中，我的本命年——

兔年即将来到。作为一个兔年

出生的孩子，我对兔子有一种

特别的偏爱，也对它了解颇多。

兔位于十二生肖第四位，

它到底有什么本领使古人这样

看重它？其实，从《诗经》时代

一直到今天，兔子从来都没有

离开过人们的生活。

早在前秦时期，兔子就是

六畜之一，也是古人捕猎场上

最常见的猎物之一。兔子最早

以食物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

活，继而有了与兔子相关的神

话与传说，“玉兔捣药”就是其

中的精髓，家喻户晓。民间传

说中的“兔儿爷”也是大受欢

迎，还被做成了传统玩具，兔形

象的影响可见一斑。

兔子在各种有名的古书中

也有记载。如《诗经·小雅》言：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

酒，酌言献之。”还有《诗经·兔

置》里的“肃肃兔置，椓之丁

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这

些都表现出兔文化在古人生活

中的深刻影响。

兔子的寓意可多了：繁殖

力强，多子多福；月宫捣药，长

寿；外形可爱，祥瑞。在画与织

绣中，兔子经常与灵芝、桂花、

月 亮 一 齐 出 现 ，象 征 吉 庆 祥

和。大名鼎鼎的江南四大南戏

中便有《白兔记》《拜月亭记》两

出戏剧与兔子有关。兔子寓意

吉祥如意，怎能不被人们喜爱

呢？

玉兔东升，银辉万里，这是

人们描述太平盛世的吉祥语，

说明玉兔本身就是一种吉祥文

化的符号。古人认为，赤兔上

瑞，白兔中瑞。故国家事业红

火兴旺，发达昌盛，就会有赤兔

进入人们的视野；王者敬老，国

家安详和平，就会有白兔进入

人们的视野。这虽然是一种臆

想，也算借助兔形象来表达人

们的美好愿望。

兔文化源远流长，陪伴了

中华文明许多岁月。在兔年即

将到来之际，兔娃陈屿墨祝大

家兔年大旺、金玉满堂，日日见

赤兔，月月享太平！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五（9）班 陈屿墨
指导教师 何小梅

悠悠下午茶，静静漫时

光。一杯清肺腑，入梦亦留

香，愿岁月静好。

看！这是谁家的庭院

呀？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丰

盛的下午茶点：桌上摆满了

各种水果，又大又圆的西瓜、

可口的荔枝、香甜的芒果、软

糯的柿子……

我早已馋得流口水了，

迫不及待地拿起一颗披着红

衣的荔枝轻轻扒开，露出白

嫩嫩的果肉。靠近闻一闻，

有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

我忍不住用手摸了摸，哇！

软软萌萌哒，好像小婴儿的

脸蛋儿。一口咬下去，香甜

可口，美味极了！

淘气的小黑狗很爱趴在

茶凳上睡大觉呢！它前脚向

前伸着，后腿向后伸，或是

四脚朝着同一方向舒服地躺

着，就像一个顽皮小孩子特

别招人喜欢，它汪汪地叫

着，仿佛在说：这龙井茶太

香了！

是啊，阳春三月 ，又是

一年春来时。抬头看看院

外，开得正艳的黄花风铃木

挂满了枝头，微风吹过，风铃

花就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

不停地振动翅膀，像是要起

飞了，时不时传来阵阵清香，

沁人心脾。让我不禁想起

了：院外清明风铃响，念叨故

人来，故人不得见，倚窗见花

开。

这是我的理想庭院，大

家喜欢吗？

成都市成华小学
一（5）班 王子一菲

点 评

文章中荔枝的描写
具体形象，小黑狗活泼
可爱的样子跃然纸上，
呼之欲出，首尾呼应，诗
一般的语言，清新而动
人。

源远流长的兔文化

点 评

作者围绕“兔年”这一
主题，兔子从古至今在人们
心中的地位、兔子在古书中
的记载、兔子的寓意等方面
进行了介绍，还表达了自己
真挚的感受和愿望。

点 评

文章采用对比的手法，
详尽描绘了家乡环境的变
化造成鸟声的消逝，让我们
清晰地认识到环保的重要
性，结尾深化主题：呼吁人
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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