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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 9 岁的小女孩， 在安康市第一小学上三年
级。

我的个头高高的，在我们班，我算是高个头儿了。 我的
脸蛋儿肉嘟嘟的， 在肉嘟嘟的脸蛋儿上镶嵌着一对乌黑明
亮的眼睛。 在我的脑后，高高地扎着一个马尾辫儿，走起路
来一甩一甩的，可精神啦!

我很爱笑。看到我喜欢的人我会笑，甚至看到小区院子
里的花花草草我也会笑。看见蓝蓝的天空我会笑，看见夜晚
城里的万家灯火我也会笑。 好像我的心里种着一轮小太阳
似的。

我特别喜欢看书。只要一有空，我就会捧起一本书自顾
自读起来。一捧起书本，我就像是一条在书海里遨游的变形
鱼，一会儿变成法力无穷的魔法师，一会儿变成在花丛中飞
来飞去的蝴蝶，一会儿变成威风霸气的老虎。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与书中的小公主聊天，突然有一阵
龙卷风把我吹走了，龙卷风还发出了怒吼：“叫你好多遍了，
都不回应。 ”我这才分辨出了吼声的来源，哪里是龙卷风在
怒吼，是妈妈站在我的面前啊！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妈妈。 原来，是该吃饭了，妈妈在餐
厅一连叫了我很多遍，也不见我答应，敲我房间的门也不见
我回应，被吓了一大跳的妈妈闯进我房间，见我在“吃书”，
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我是老师眼中的好
学生，是爸爸妈妈眼中的乖宝宝，但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些
不足，我一定会改掉那些坏毛病，相信我一定会成为最好的
自己。

（指导老师：唐沙沙）

金灿灿的阳光从树叶间泻下， 洒在我稚嫩的笑脸
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你。

“爷爷，给我讲一个故事嘛! ”我抓着爷爷的衣角央
求。 “好，今天给我乖孙女讲鸿门宴的故事吧! ”爷爷乐呵
呵地讲了起来。 当我知道你放走了刘邦时，我不解地嚷
嚷 :“项羽为什么要放走他，项羽这么笨，为什么还有人
叫他英雄呢?”“等你长大就会读懂他了……” 爷爷慈爱
地抚摸我的小手，意味深长地说。

金灿灿的阳光从树叶间泻下， 洒在我手中的书页
间———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你。

“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刚上四年
级的我轻声读着《史记》中你的评价。 你是一个失败者，
是刘邦的手下败将，并没有当上皇帝，可司马迁为什么
要给你写“本纪”呢？ 走近你，可我依然只找到了一个只
有“匹夫之勇”的莽夫。 我不解你的那些可笑之举：你因
刘邦一句话就放弃杀死他的父亲， 结果失去了机会；你
天真地相信合约，结果被刘邦追杀；你本有可能东山再
起，却选择自刎……直到五年级的那次数学考试，我看
见一位同学为了争取得高分儿而抄袭时，才发现自己似

乎有点儿读懂你了。 道义高于成败，而你正是那个时代
少有的讲道义的人，我似乎读懂了你的英雄气概。

金灿灿的阳光从树叶间卸下， 洒在我面前的电脑
上，这是我第一次读懂你。

“网红”为了博人眼球、吸引流量而造假拍摄的新闻
映入眼帘，这时我忽然读懂了你。你不是笨，你也不只是
莽夫，你是难得的有道德底线的真英雄啊。 你在鸿门宴
上放走刘邦，放弃杀他的父亲，是因为你是讲义气之人；
你信守盟约，反被刘邦追杀，是因为你是讲诚信之人；你
于乌江自刎，是因为你不想再看到生灵涂炭，你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君子。

血腥与欺诈弥漫的战场上，唯有你一人泰然立于乌
江之畔，蔑视着脚下为利益而向你扑来的小人，犹如一
朵洁白的莲花。 忽然，你指着人群中故友吕马童道：“吾
闻汉王（刘邦）悬赏我头者，赐金千斤，邑万户。汝是吾之
故友，今日便卖个人情与汝。 ”宝剑划过，鲜血飞溅……

我终于读懂了你———西楚霸王。
（指导老师：王娟）

在田地里劳作了一天，很快我们就迎来诗情画意的
傍晚。

来到清清池塘边，瞧! 绿油油的小草真活泼，迫不及
待地从土地妈妈的怀抱里窜出来，看看哥哥姐姐口中那
个明亮美丽的大世界是否如此美好。 看，它们一簇簇地
长呀长，过不了多长时间，就长满了池塘。而那清清池水
呢，因为“家庭成员”太多了，所以不得不“扩大领土”了。
看，几乎快溢出了塘岸了。

抬头一看 ,远处的青山高耸地屹立着，彤红的落日
还为它披上了一层金红色的纱衣，看上去神气多了。 一

旁的落日闪着微弱的金光， 看起来就像镶了一层金边。
穿了这么神气的衣裳，怎能不纪念一下呢？ 于是,池塘担
任起了拍照这一重任，为它们记录下来。

听!远处传来悠扬的笛声，定睛一看，哦!原来是一个
小牧童。他正横坐在牛背上吹着短笛，瞧他那神情，一定
是陶醉在自己不受节奏所控制的笛声里了。

乡村的傍晚是多么让人心旷神怡， 多么令人向往
啊。

（指导老师：张希）

亲爱的嘉楠:
你好!
时光如白驹过隙，二十年的时间如弹指一挥间。 一转

眼，你已过了而立之年，成了一名航天员，成为国家的有用
之才。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呀!

回顾你自己走过的路，你一定会感慨万千。 这一路，有
阳光、有风雨，有平坦大道、有泥泞小路，你一路接跌跌撞
撞、披荆斩棘，终于走上一条金光灿烂的通途。 当你回首往
事时，定会感谢当年那个奋斗的少年，那个爱读书、勤思考
的少年。

还记得你上四年级时，第一次站在讲台上面对全班同
学的家长分享学习方法的事情吗？ 那一天，教语文的洪老
师找你，说让你在家长会上分享自己学习的方法。 当时你
兴奋不已，回到家里饭都顾不上吃，就扑向书桌，迫不及待
地从书包里拿出作文本、从文具袋里拿出钢笔。 当笔尖开

始在纸面游走，思绪便从头脑灌入了笔尖。 不知不觉四十
分钟过去了，一篇文章跃然纸上，你反复修改直到满意才
肯罢休。

第二天早上， 你一到学校便将文稿拿给洪老师看，他
很满意，并让你打印出来。

上讲台前，洪老师一直在鼓励你。 那一天，你精彩的分
享博得了叔叔阿姨热烈的掌声， 妈妈也为你竖起了大拇
指。 从此，你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努力，这为你日后实
现自己的理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亲爱的嘉楠，“有志者事竟成”，你有能力、有决心、有
毅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正在遨游太空的宇航员，那么你一定
也更有信心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
实现自己更高、更远的目标。

祝心想事成！
十一岁的方嘉楠

周末，爸爸妈妈带我去汉阴看荷花。
这接天莲叶，一片挨着一片，向着天边铺展开去，恰

似一片绿色的海洋。又像是哪个粗心的小顽童无意间把
画家的颜料盘打翻了，墨绿、碧绿、嫩绿，绿得丰富，绿得
让人心醉。层层叠叠的绿，在微风中荡起了一层层波纹，
“沙沙沙———沙沙沙———”波纹唱着歌儿，向着荷塘的那
一边漾过去。 露珠们在荷叶上滚过来滚过去，在六月清
晨的阳光下，闪耀着珍珠般的光泽。 风过处，荷叶在舞
蹈，露珠也把荷叶当成大舞台，在舞蹈。

满池的碧绿中，荷花次第绽放。那盛开的荷花，像婴
儿灿烂的笑脸；那半开着的荷花，好似害羞的小孩；那含
苞待放的花骨朵，饱胀得像是下一秒就会裂开似的。

一只只蜻蜓在荷塘里飞来飞去， 一会儿落在花苞
上，一会儿落在荷叶上，看蜻蜓起起落落，让我不禁想起
了宋代诗人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的诗句来。

荷塘里最快乐的要数小鱼儿了。 它们时而跃出水
面，发出“哗啦———”的声响，时而在荷叶间穿梭，也来欣
赏荷花的娇美。它们那么快乐，那么调皮，“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难怪《汉乐府民歌》要把它们描绘得那么
充满活力。

“知了———知了———” 从荷塘边的大柳树上传来了
知了的歌声。 它们站在高高的大柳树上，俯瞰这如画的
荷塘，它们是在歌唱这活力四射的大荷塘，它们在歌唱
这炎炎夏日怒放的生命。

入夜，如水的月光泻在荷塘上。 荷花在和风儿说着
悄悄话，荷叶在和小鱼儿窃窃私语。 青蛙跳上荷叶，“呱
呱呱———呱呱呱———”它们在月下的荷塘里歌唱，风儿
把它们的歌声捎到了远处的村庄。

听啊，风吹过荷塘的声音是多么美妙！
（指导老师：靳海英）

汉江边的步道旁，种着一排柳树。
这些柳树很高大， 我需要仰着头才能看到它的全貌。

这些柳树也很粗壮，我一个人都抱不住它。 它的皮肤非常
粗糙，摸一摸，还会硌我的手呢！

夏日，正是柳树生命最为旺盛的时节。每到这个季节，
市民们都喜欢在黄昏时分来到江边散步、纳凉。 人们是要
用这样的方式来洗去工作了一天的疲惫。 于是，道旁高大
的垂柳，成了夏日江边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从高大的柳树上，垂下来一根根柳条，多到根本就数
不清。 这些柳条又细又长，每一根柳条上面排列着数不清
的柳叶。 这些柳叶细长、妩媚，像是仙女的眉毛。

灯光洒在柳条上，柳树像是笼罩着五彩轻纱的梦。 一
阵风拂过，满树的柳条就跳起舞来，好像有一万个美丽的

仙女在跳舞。从树下走过，听得见柳条发出“沙沙沙———沙
沙沙———”的声音，这是柳树在唱歌呢。 原来，柳树不仅会
跳舞，它还会唱歌呢！

每每跟着妈妈一起漫步在江边， 每每从树下走过，我
的脑海里立刻会蹦出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
绿丝绦”的千古名句来。

树上的知了，也来凑热闹，它们高高地站立在枝头，俯
视着树下来来往往的人们，拉长了嗓子，放声歌唱，它们唱
着“知———了———”“知———了———”那声音悦耳动听，划破
了夜空，传到了很远的地方。

江边的柳树会唱歌，它们是在歌唱这火热的夏天呢！
（指导老师：秦朗）

“五一”假期，我怀揣着对红色历史的敬畏与好奇，
和家人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旅程，去追寻那段辉煌的红色
足迹。

首访，我们来到了延安红色纪念馆，那里仿佛是一
扇时间之门，引领我们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我驻
足在每一件展品前，仔细聆听讲解员的讲述，我深刻领
悟到，正是在这片热土上，中共中央完成了从江西瑞金
到延安吴起镇的战略转移，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延
安人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特别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的无私奉献，他的事迹如同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
了国际友谊之路，却不幸因伤殉职，让人扼腕叹息。

随后步入杨家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的故
居以其简朴至极的生活环境，无声地讲述着他们在这片
黄土地上度过的十三载春秋。那简陋的居室，一床一桌，
映衬出革命领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

站在党的七大会议旧址前， 我仿佛能够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庄严而神圣的时刻。我想象着毛主席坐在主席
台上，与各路代表共商国是，最终被推举为党的最高领

导人。 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历史的伟大和革命领
袖们的英明。

《重回延安》这部行进式情景体验剧，无疑将此行的
情感推向了高潮。 演出分为五个章节，我尤为铭记第四
章，那是一幕红军跨越雪山草地的英勇史诗。 演员们在
模拟的险峻山路上， 再现了红军战士们不屈不挠的身
影，他们向着红旗的方向，即使屡仆屡起，也不改其志。
当红旗最终被紧紧握住，随风飘扬时，我心潮澎湃，眼前
浮现出雪地中战士们颤抖的身躯和因饥饿倒下的身影，
泪光闪烁。

此次延安之行， 不仅是一次对红色历史的深入学
习，更是一堂生动的灵魂教育课。 它教会我们要铭记历
史，传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学习毛泽东等领袖的崇高品
格与牺牲精神。 延安，这片红色圣地，已在我心中种下了
永不褪色的印记， 激励着我在未来的道路上不畏艰辛、
奋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指导老师：艾云）

夏天，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季节，我们的心亦如这炽热
的阳光般充满激情，热血沸腾。今天，我们和十二班要展开
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比赛。

我班队员身着德国队服，那闪亮的球衣显得他们帅气
非凡。伴随着裁判员的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先是我方
发球，我方前锋将球带到对方的场地后，迅速传给了中锋，
然而我方中锋刚碰到球，就被对方抢断，我们错失了一次
绝佳机会。 只见对方中锋一个大脚，球便飞一般朝我方半
场袭来，我班同学都不禁屏住了呼吸。见状，我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飞速冲向足球，一脚将球挽回，踢向对方半场，在
触到球的那一瞬间，我信心倍增。对方察觉到情况不妙时，
我方前锋早已抢先一步抢到球，朝着对方球门发起猛烈进
攻，只听一声闷响，伴随着欢呼声和鼓掌声，球进了，球进

了。 我兴奋地一把将前锋陈俊熙抱了起来，在原地欢快地
转着圈。 之后我们又进了一球，第一场我方以 2:0 的比分
拿下这场比赛。

女生们英姿飒爽地踏入赛场，巾帼不让须眉，我方前
锋用力一脚大力射门，球进了，此时比分变为 3:0，我们高
兴得欢呼雀跃！

到了最后一场，男女混合比赛。 可能是因为先前比赛
太累，让对方有了可乘之机，对方进了一球。 但是最终，我
们以 4:1 赢得了此次比赛。

这次比赛，我们虽然获胜，但也不能骄傲，正如那句成
语所说，“胜不骄，败不馁”。

（指导老师：石承丽）

我的自画像
安康市第一小学三年级（14）班 陈梓硕

我慢慢读懂了你
汉滨初中七年级（16）班 张辰阳

村晚
安康市第一小学五年级（5）班 胡心怡

荷塘的声音
安康市第一小学五年级（9）班 刘思言给二十年后的自己

听，柳树在唱歌
安康市第一小学四年级（5）班 江晨楷

延安行
安康市第一小学五年级（8）班 毛翊翎

激烈的足球赛
安康市第一小学四年级（4）班 佘鑫皓

天公作美，微风拂面，安康鸿志学校校园内，一到七年
级的师生们纷纷穿上校服，早早地坐在运动场看台的南北
两侧，期待着“恒口示范区青少年足球联赛”开启。

八点四十分， 随着男女主持人宣布足球联赛开幕式
正式开始，现场气氛瞬间达到高潮。 国旗队、鼓乐队等各
方阵迈着矫健的步伐， 伴随着激昂的入场式进行曲和主
持人生动精彩的介绍，各代表队、运动员及教练员也陆续
步入会场。 鸿志学校的同学们献上了精彩的“鸿志少年”
腰鼓表演和啦啦操舞蹈表演， 赢得了现场师生们的阵阵
喝彩与掌声。

开幕式结束后，紧张刺激的足球比赛随即拉开帷幕。
草庵学校男足代表队与建安学校男足代表队展开了一场
激烈的较量。 比赛过程中，双方球员拼尽全力，争夺每一
个进球的机会。 上半场结束时，双方战成 0：0 平。 下半场

进行到一半时，草庵队的 10 号球员凭借一个精彩的弧线
发球突破了对手的防线 ，打入一球 ，将比分改写为 1：0。
现场观众为草庵队的这一进球欢呼雀跃， 对草庵队的胜
利充满了期待。

然而， 比赛的转折点在比赛即将结束的前十分钟悄然
来临。 在人们不经意间，建安队的 3 号球员突然发威，他冲
破草庵队的层层防守，打入一球，将比分扳平为 1：1。 这一
进球让现场观众惊叹不已，也让比赛结果变得扑朔迷离。

最后的点球大战更是紧张刺激。 建安队凭借出色的发
挥，连进 3 球，而草庵队只进了 1 球。最终，建安队以 4：2 的
比分逆转获胜，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足球盛宴。

这场比赛不仅展示了球员们的技艺和智慧， 更展现了
他们坚韧不拔、永不言败的精神风貌，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视
觉与精神的双重享受。

在我的家乡安康，每逢端午时节，家家户户门口艾
草飘香，我们有着端午节这一天在门口插艾草的习俗。

关于这个习俗，还有一个历史故事呢。
相传，在唐朝末年，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各地纷纷爆发了农民起义。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农
民起义军———黄巢起义军深受穷人爱戴。 领头的壮汉
名叫黄巢，他杀富济贫，他的队伍兵强马壮，官府很害
怕他，又很恨他。

这一年，黄巢起义军翻越秦岭，打到古金州来。 官
府听说黄巢来了，闻风丧胆。 他们向老百姓散布谣言，
说黄巢是个凶狠的怪兽，专门吸穷人的血。 不知情的老
百姓相信了官府的话，纷纷慌忙逃走。

黄巢来到这里， 发现老百姓都在逃跑， 感到很不
解。 于是就拦住了一个掉队的妇女，问：“你们为什么都

要跑啊？ ”妇女哆哆嗦嗦把官府的话重复了一遍，黄巢
听了哈哈大笑，说：“我就是黄巢，你看我像怪兽吗？ ”妇
女说：“不像。 ”黄巢劝妇女不要听信官府的谣言，又从
路边折下一枝艾草递给妇女， 让她把逃亡的乡亲找回
来，并让他们在自家门上插上艾草做记号。

第二天，黄巢起义军打进官府，打开粮仓，给门上
插有艾草的老百姓送去粮食。 这一天正好是端午节。 就
这样， 端午节这一天人们往门上插艾草的习俗就沿袭
了下来。

如今，我们安康人端午节在门上插上艾草，早已失
去了当年做记号的作用。 但是，人们还是要在这一天插
艾草，在纪念这位农民起义首领的同时，也在用这种方
式驱赶蚊虫，净化空气。

（指导教师：李鑫）

足球的魅力
安康鸿志学校 王福荣

端午时节 艾草飘香
汉滨区果园小学三年级 洪俊钰

撷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