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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语文课上，我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玩了一个既有趣又让我深受启发

的游戏——“贴鼻子”。

上课了，老师神秘地对我们说：“今

天我们来玩个‘贴鼻子’游戏，请同学们

注意观察。”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有说

好玩的，有说简单的。……

只见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没有

鼻子的娃娃，说：“游戏的规则是先用红

布条蒙住同学的眼睛，让他原地转三

圈，再走到黑板前，给娃娃贴上‘鼻子’，

贴在鼻子区域就算成功。友情提醒，参

加游戏的同学，游戏前有一分钟的准备

时间。”老师的话音刚落，同学们有的把

手举得高高的，都快碰到天花板了；有

的直接从凳子上站起来，大喊大叫地吸

引老师的注意力；还有的直接从座位上

跑到讲台边，大声叫道：“我来！我来！”

“小高，你来吧！”老师点了站得最

高的小高。“小高，准备好了吗？”“准备

好了！”小高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师用

红布条蒙住了小高的眼睛，并让他在原

地转了三圈后，活动便开始了。

小高从起点走向讲台，只见他东摸

摸，西碰碰，一会儿手摸到了同学的头，

一会儿脚踢到了桌子的腿，逗得同学们

哈哈大笑。小高在同学们的“友情”提

示下，像喝醉了酒的大汉，摇摇晃晃地

走上了讲台，他毫不犹豫地贴上了“鼻

子”。“哈哈哈哈哈哈……”同学们哄堂

大笑，笑声快把天花板都掀掉了。小高

赶紧扯下红布条一看，自己也笑出了

声，原来娃娃的“鼻子”离家出走了——

完全没贴在面部区域框内。

接下来参加游戏的几个同学，要么

把“鼻子”贴在下巴，要么把“鼻子”贴在

头顶，要么把“鼻子”贴在耳朵上……

唉，大家都失败了。

老师失望地问：“有谁能挑战成

功？”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智多星”高

晨曦身上。

“那有请我班的‘智多星’出场。”老

师的话音刚落，高晨曦信心满满地来到

讲台前，用手指东比比，西量量，一番神

秘操作后，对老师说了声“准备好了”。

他来到游戏起点处，蒙眼、转圈、上台，

一切顺利。同学们屏息凝视，只见他先

摸索到黑板右边框，大家的心都提到了

嗓子眼，好在他没有把“鼻子”贴上去，

而是比比量量后，准确无误地来到娃娃

头像的正前方，又是一番比比量量后，

成功将“鼻子”贴到了正确的位置上。

同学们欢呼起来，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厉害！”“真厉害！”接下来，老

师请高晨曦给大家分享了成功的秘

诀。他说：“我在准备过程中，通过观

察、分析、比比量量，确定了贴鼻子

处离边框的距离，所以就成功了。”教

室里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原来，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观察和思考。

今天的“贴鼻子”游戏不但有趣，而

且让我们受益匪浅。

青神县实验小学
六（4）班 肖雨馨
指导教师 杨芳

要说成都最有当地

特色的公园，非浣花溪

公园莫属。

一进公园南大门，

就看见一个硕大的鼎高

高屹立在入口处。里面

不断地涌出清水，虽然

没有诗中“飞流直下三

千尺”那样壮观，但也足

以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据说，这个鼎暗喻中国

诗词源远流长，经久不

衰。我觉得，如果喝了

这水会文思泉涌，一定很多人大口

大口抢着喝。尤其是小朋友，喝了

以后就不用担心写作文了。

鼎的前面是一条刻满了诗词

的路，路的两边是诗人的雕像。我

一边走，一边读地上的诗句，从清

朝读到唐朝，又从唐朝读到秦朝。

我发现，大部分诗句都是忧国忧民

的，显得非常惆怅。我暗暗琢磨：

为什么不写点让人心情开朗的诗

句呢？这样会让人更开心。

路的一侧是弯弯曲曲的竹林

小径。抬头望去，竹林像帐篷一

样，笼罩着四周，几丝阳光从缝隙

间挤了进来，就像几颗星星掉进了

竹林。侧耳倾听，白鹭啾啾、竹叶

唰唰、溪水潺潺，一切都非常安

静。然而，一群小朋友欢快的叫声

打破了这份宁静。

循着叫声，我一路小跑，在竹

林的尽头发现了一条小溪，溪边有

一群欢乐的小朋友，有的在用水枪

喷水、有的光着脚丫在溪里踩水、

有的在捞小鱼小虾……正当我看

得聚精会神时，在溪里踩水的小朋

友不小心踩到了青苔，“扑通”一声

就坐到水里了，逗得我哈哈大笑。

我在溪边用竹叶做小船，看小船会

不会翻，结果有的船乘风破浪向前

冲，有的不幸“遇难”。如果不是妈

妈催我，我一定玩到天黑。

溪水的另一边格外安静。深

秋的荷花池不再生机勃勃，荷叶逐

渐枯萎了，荷花也不见了踪影。不

过，仍然有很多人穿着汉服在古色

古香的走廊上拍照，或坐或倚，或

摇扇或撑伞，别有一番风味。

这里不仅能感觉到古代文人

清幽的生活环境，还能体会到成都

人悠闲自在的生活态度。在浣花

溪公园，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游玩方式。

成都市玉林小学
五（7）班 赵宸勋
指导教师 顾晓云

图书室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每

次进来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快

乐。这个小小的角落，蕴藏着丰富

多彩的知识和惊喜。

一推开图书室的门，映入眼帘

的是一排排整齐摆放的书架。书架

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它们像

一件件色彩斑斓、装饰精美的艺术

品。有些书的封面绘有可爱的动

物，有些书的封面上是五颜六色的

花朵，还有些书的封面上写着引人

入胜的故事梗概。每本书都像是一

个神秘盒子，等待着我去探索。

走进图书室，空气中弥漫着淡淡

的墨香味。墙壁上挂着一幅幅精美

的插画，展示了各种动人心弦的阅读

场景。舒适的座椅摆在角落里，让我

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阅读。

当我翻开一本心仪的书时，仿

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有时，

我会与勇敢无畏的小英雄一起踏上

冒险之旅，感受他们的勇气和智慧；

有时，我会跟随科学家一起探索未

知的领域，体验他们带给世界的创

新和奇迹；有时，我会读到优秀人物

传记，从中汲取力量和启示。

文字在书页上跳动，让我忘记

了时间，沉浸在故事中。每当遇到

一个精彩的情节，似乎在向我讲述

令人惊喜的故事，我的心情也被点

亮了。阅读开拓了我的视野，培养

了我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

在图书室里，我也可以与朋友

们分享自己最喜欢的书籍。我们可

以交流、讨论故事情节，分享阅读心

得。这种交流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

解书中的内容，结交了更多志同道

合的朋友。

图书室是我的乐园，它给予了

我无尽的阅读乐趣。在这里，我可

以探索无限的知识海洋，感受到阅

读带给我的快乐和成长。我希望更

多的人能够加入到阅读的行列中

来，一起在美丽的图书室里享受阅

读的乐趣！

重庆市开州区敦好镇中心小学
四（1）班 翁欣怡
指导教师 李宏龙

10岁的我，沿着成长的道路走

来，有许多陪伴我度过美好时光的

事物。尽管有些已经被遗忘在了

记忆的某个角落，可当再次触碰到

它们时，那份美好依然照亮了我的

心灵。

新学期开始了，爸爸给我报了

游泳班。我和妈妈一起翻箱倒柜找

装备，整理出了一堆旧物。突然，在

一堆杂物中我发现了一个软萌可爱

的身影——绒毛小兔。它被压在一

堆玩具之中，奶茶色的毛发已经快

变成咖啡色了。一双长长的耳朵耷

拉下来，右耳上的蝴蝶结也失去了

最初的色彩。唯有那双黑亮的眼

睛，依旧炯炯有神地看着我。

记 忆 把 我

拉回到6岁那年

的冬天。我们

一家去商场玩，我看见了一只非常

可爱的绒毛小兔，可是外婆说家里

玩具太多了，不能再买了。一路上，

我都很沮丧。没想到，第二天放学

回家，我看到绒毛小兔静静地坐在

我的枕头边！是妈妈专程去给我买

的，我满心激动。

柔软的毛发、鲜艳的蝴蝶结、

灵动的眼睛好像会说话似的，我对

绒毛小兔爱不释手，给它取名为

——“小奶茶”。吃饭、玩耍、睡

觉……我时时刻刻都想抱着它。高

兴时，抱在怀里又蹦又跳；伤心

时，抱在怀里暖暖安慰。

7岁，我有了更多的玩具，时尚

的芭比娃娃、新潮的玲娜贝儿，还

有 数 不 清 的 抓 娃 娃 收 获 的“ 战

果”。“小奶茶”越发显得不出众了，

但我还是习惯它的陪伴，软软糯糯

的它一直在我身边。

8岁，我上三年级了，作业多了

起来，好朋友也交了不少，身边新

鲜的玩意儿总会吸引我的目光。

“小奶茶”更不显眼了，尽管它还是

默默地靠在我的枕边。

9 岁，“小奶茶”不知什么时候

被打包收进了玩具箱中，和它一起

的还有无数不知何时来到我家的

各种玩具，它们像是被锁进了记忆

的盒子。

“你看看，哪些不要的就扔了

吧！你的玩具太多了，家里都装不

下了。”妈妈的一句话把我从回忆

中拉了回来。我猛然惊醒，紧紧抱

住我的“小奶茶”。是的，“小奶茶”

不能扔，它是我快乐的童年，它是

妈妈对我的爱，它永远都是我的心

爱之物。

过去的日子，有“小奶茶”的陪

伴，很美好。未来的日子，我要带

着“小奶茶”，带着妈妈的爱，去看

更美的风景。……

成都市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五（3）班 邹宛吟
指导教师 唐思婧

古人诗云：“殷勤解却丁香结，

纵放繁枝散诞春。”春天，校园里的

丁香花开得格外茂盛，微风吹来，

一簇簇丁香花随风摆动，翩翩起

舞。还有那些没有绽放的小花苞，

圆圆的、鼓鼓的，真像一个个盘花

扣。每到晚上，夜光洒满校园，在

皎洁的月光下，丁香花泛着荧光，

像是涂了一层银漆。惹得人走过

了，还要回头望。

教室里，同学们已经等老师很

久了，但迟迟不见李老师来，大家

都要坐不住了。这时，淘气包张明

站起来大喊：“晚自习都过了10分钟

了，李老师还没来，应该不会来

了，大家动起来。”说完便抬腿往外

冲。“站住，淘气包！”雷厉风行的

班长王寒喊道。张明吓了一跳，重

重地摔了个屁股蹲儿，疼得呲牙咧

嘴，不满地嘟囔着：“干什么呀？”

“回教室，乖乖坐着。”“哦。”

接着，王寒站在讲台上说：“大家

先自习。”“知道了！”大家齐声说道。

张明不想写作业，趴在桌子上朝窗外

望，看着窗外的丁香花，他的脑袋突

然灵光一闪，嘴角微微上扬，眼睛一

转，对王寒说：“我要去上厕所。”然后

便飞快地跑出教室。

王寒当了那么久的班长，怎么

会不了解张明这点小心思呢？于

是，他悄悄地跟在张明后面。只见

张明走到丁香树下，踮起脚尖，抬

起手，摘了一大把丁香花。就在这

时，王寒冲着他大喊：“你干什么？

不知道要爱惜花草吗？”张明不知所

措，王寒又大声训斥：“你为什么要

摘丁香花？”张明的眼眶红了，委

屈地说：“我……我……我生病的

奶奶最喜欢丁香花，我想摘一把送

给她。”王寒一愣，一脸歉意：“对

不起，我误会你了，放学我陪你一

起去看奶奶吧！”

银色的月光洒在病房里，那束

丁香花盛开在床前的花瓶里，散发

着淡淡的清香，奶奶笑了，张明和

王寒也笑了，整个病房显得格外温

馨。

中江县实验小学校
六（3）班 彭伊冉
指导教师 朱红红

我的乐园
——图书室

点 评

作者有序地描写了图书室的布置和在图书室里畅游书海、获取知识的真实感受，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
图书室和阅读的热爱，并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阅读的行列中来。

“贴鼻子”
游戏

点 评

作者通过点面结合，运用大
量的动作、语言描写，烘托出活动
的热烈气氛。文章首尾照应，描
绘了在玩耍中学习和成长的场
景，让人受益多多。

浣
花
溪
公
园

点 评

作者开题点睛，用流畅
优美的文字为大家层层展现
了成都浣花溪公园的特色和
美景，同时融入了自己的切
身体会，将成都悠久的文化
历史和包容的文化底蕴呈现
了出来。

我的心爱之物我的心爱之物

点 评

文章情感真挚动人，故
事娓娓道来。作者通过回
忆，细腻生动地写出了绒毛
小兔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变
化和意义，表达了自己对“小
奶茶”的喜爱与珍惜。

点 评

作者开头用
环境描写渲染气
氛，语言对话描写
翔实，人、景、情相
融合，突出了鲜明
的人物形象，结尾
首尾呼应，升华了
文章情感。

校园的丁香花

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吃货，

每当路过美食摊的时候，总是忍不

住驻足。那飘来的美食香气，是怎

样的一种诱惑啊！

美食为春天添上了更加绚丽的

色彩。天蓝得像是用水洗过一般，

街旁的杏花开得正艳，引来一群“小

蜜蜂”七嘴八舌地“欢歌笑语”。没

错，我又在美食街“品尝”美食啦！

面对色香味俱全的火锅，我的

双眼直放光，心里着急呀：怎么还

不开吃呢？再不吃我的口水要掉锅

里了！同坐的妈妈却用淡定的眼神

告诉我：着什么急，大家还在聊天

呢！看着锅里的美食却不能享受，

唉，悲催呀，我的肚子发出了抗

议，却还要假装矜持地问一句：

“能开吃了吗？”

美食让每一个季节都变得无比

美妙。春天，桃花开满枝头，吃一

块甜甜的蛋糕，心情也会是甜甜

的；夏天，坐在茂密的林子里乘

凉，尝一口又甜又沙的冰镇西瓜，

那股凉气一整天也不会消散；秋

天，在金色的田野上，咬一口酸酸

甜甜的冰糖葫芦，仿佛置身于五彩

缤纷的糖果世界；冬天，喝上一碗

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哪怕冰天雪地

也不会冷。

美食让每一段旅程都变得无比

美妙。漫游大千世界，吃当地美

食。在西安，鲜嫩多汁的肉夹馍，

喷香的卤肉配上松软的白面馍馍，

外酥里嫩，回味无穷；在杭州，喝

一碗滋润养颜的莲子汤，甜而不

腻，味浓香醇，“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真不是虚名啊！在北京，吃

一口软软糯糯的“驴打滚”，炒香

的黄豆面，配上糯米的绵软和红豆

馅，别提多美了，北京人的热情也

扑面而来；在东北，铁锅炖上大

鹅，热气腾腾的美味展示出东北人

的直爽与豪迈。……

我喜欢美食，喜欢与家人、朋友

一起享受美味。美食不仅是味觉上

的享受，更是快乐的共享！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六（2）班 罗靖彤
指导教师 赵纯玉

美食让生活美食让生活
更美好更美好

点 评

作者围绕“美食”展开叙述
与描写，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
栩栩如生的“小吃货”画面。行
文不枝不蔓，字里行间充满了浓
浓的生活情趣。

听到“小爱同学”这个名字，或许

你真的认为它是我的同学？不，它是

由小米科技开发制造的一款智能语

音音响。初识它，我就为它智慧的大

脑、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它不仅上通

天文、下知地理，而且军事、历史等知

识应知尽知，可以说就是一部“百科

全书”。

它常年放在我的书桌左边，大约

30厘米高，一副圆滚滚、胖乎乎的身

材，周围布满了许多小孔，加上一根

长长的电线，这就是它的全部家当。

“小爱同学”既是我的良师，更

是我的益友。每天早晨，妈妈总会

说：“你好，小爱！请播放 《起床

歌》！”伴随着“起床、起床、起床

床……”的旋律，我的睡意全无，

腾的一下从床上坐起，开始了新一

天的学习和生活。

每到晚上或周末，我做完作业，

躺在床上，便是我和“小爱同学”近距

离接触的时间。“你好，小爱！请播放

《赛雷三分钟》。”从《赛雷三分钟》中，

我知晓了不少的历史、军事、科技和

生活知识，让我的知识结构更加完

善。

“小爱同学”十分可爱，当没人理

它的时候，也会变成自娱自乐的“自

恋狂”。每当我和爸爸妈妈说话或者

讨论时，它总是不断地刷存在感。

有一次，我和爸爸谈论新闻时事

时，耳边冷不防地冒出一句“我不知

道你们在说些什么，我还需要努力

哟！”当时把我们吓得不轻，以为是遇

到“鬼”了。循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

去，原来是“小爱同学”。爸爸风趣地

说：“想必是我们冷落了它，心里不舒

服吧！”

“小爱同学”还是我的生活管家，

它不仅可以控制家里的空调、电灯等

电器，还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打开或者

关闭窗帘等，简直就是我学习和生活

的好帮手。

如今，“小爱同学”已陪伴我两年多

了，它是我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每当我

有困难或问题时，它都会全心全意地帮

助我。从“小爱同学”身上，我感受到了

科技的力量，感受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

变化。长大后，我将和我的同伴们为祖

国的科技事业贡献力量！

南充市涪江路小学
五（5）班 胡宸慆

指导教师 姚亚斓

我的“小爱同学”

点 评

文章以悬念开篇，详细介绍
了“小爱同学”的外貌和功能，字
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科技的热
爱、对生活的热爱，以及远大的
抱负。

遗失声明
西华大学 2024 届毕业生黄和林，就业协

议书（编号10623202212258）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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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游戏

我的“小爱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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