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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千里路

校园新鲜事

贝海拾珠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五年级（1）班 赵子瑞

第一次走进熙南里，我就被这里深深吸引
了。青砖小瓦的巷子、雕花的屋檐、斑驳的石板
路……阳光洒下来，仿佛给整个街区蒙上了一层

“旧时光滤镜”。妈妈说，这里曾是《南都繁会
图》里最热闹的市井一角。每次闭上眼睛，我好
像能听到几百年前人们的吆喝声和马蹄声。

2022年夏天，我报名参加了熙南里“青风
驿站”的小小讲解员活动。我的任务是向游客介
绍这里的历史文化。可当我拿到厚厚的讲解稿
时，一下子傻眼了！讲解稿里挤满了“甘熙故
居”“皮市”这样的陌生词，还有“榫卯结构”

“釉色工艺”这些连大人都皱眉的生僻词。背稿
时，我偷偷嘀咕：“要是讲解词像漫画书一样有
趣就好了。”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抱怨，竟成了
我成为“小小民生观察员”的起点。

培训时，志愿者哥哥姐姐教了我一个小秘
诀：把每个景点的故事连成一条“时间线”。比
如，讲到甘熙故居的砖雕，我就想象自己是几百
年前的小工匠，正在雕刻花纹；说到评事街的繁
华，我就把自己当成古代的小摊贩，吆喝着卖糖葫
芦。渐渐地，讲解稿变得“活”了起来。

不过，真正上岗时我还是闹过笑话。有一
次，一群叔叔阿姨围着我，我突然脑子一片空
白，连“甘熙故居建于哪一年”都忘了。我急得
脸通红，但想起志愿者姐姐的话“深呼吸，慢慢
来”，我赶紧偷偷吸了一口气，试着用自己的话
解释：“这座大宅院是清朝一位姓甘的先生的
家，已经快200岁啦！”没想到，大家反而笑着鼓
掌，夸我讲得有趣。

在熙南里当讲解员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现
象：很多小朋友来参观时，听着录音机里“大人
味”十足的讲解，要么打哈欠，要么拉着家长要
回家。有一次，一个小妹妹指着砖雕问：“哥
哥，这个洞洞是恐龙咬的吗？”我扑哧笑了，突
然想到：如果让小朋友自己讲文物故事，会不会
更有趣？

带着这个问题，我报名参加南京市“小小民
生观察员”活动。为了写提案，我周末跑到南京
博物院“偷听”，发现90%的小朋友听完电子讲
解后，连展品名字都记不住。我又在学校问同
学：“你们想听什么样的博物馆讲解？”答案五花
八门——“要奥特曼大战青铜器！”“把生僻字改
成表情包！”

带着这些发现，我写下了《让我们一起在博
物馆里长大》的提案：第一，可以让博物馆和学
校“手拉手”，比如把学校的“课后服务15分钟
教育圈”变身“博物馆课堂”，周末还能组织研
学活动。第二，征集“小小讲解员”。就像南京
博物院的“小小南博蓝”、六朝博物馆的“六朝
小青莲”一样，把“釉色”变成“陶瓷彩虹”，
把“榫卯”说成“木头乐高”，让全南京的小朋
友用“自己的语言”录制讲解语音包。

民生观察不是大人的专利。我们小朋友的
“超能力”，就是能用天马行空的想法，把城市的
“小问题”变成“大创意”！现在，我的提案已经被
叔叔阿姨们评为南京市优秀民生提案，听说还可
能被采纳呢。

下次当你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更好玩”时，
千万别犹豫——也许你的一个点子，就能让整座
城市笑起来！

我是小小民生观察员

内蒙古科技大学实验学校四年级（3）班 冯勃远

在一个暑假，我和同学一起去公园骑车。看
到很多小朋友学骑车的样子，我想起了自己第一
次学骑车的经历。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按照爸爸的
指导，我跨上自行车，用两条腿使劲儿蹬了起
来。可是刚蹬出几步，我就发现，这辆车就像一
匹不听话的烈马，完全不受我的控制。它在小区
路上歪歪扭扭地行驶着，左摇右晃，好像下一秒
就要倒下。我心里直打鼓：“自行车呀自行车，给
我个面子，千万别倒啊！”可惜它一点儿也不给面
子，只听“哐当”一声，我和车一起栽进了旁边
的草丛里。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草屑，仔细回
想爸爸的话：重心要向前倾才能稳住。于是，我扶
起自行车，鼓起勇气准备再试一次。这次果然好

多了，我能稳稳地骑上一小段了。可是到了拐
弯的地方，麻烦又来了，我一紧张，手
劲儿使大了，猛地一

转车把……结果，我又一次“光荣”地倒在了草丛
里。车轮在空中孤零零地打着转，我四脚朝天地躺
在一旁。但我还是咬咬牙把车扶起来，拍了拍车座
说：“别泄气，咱们再来一次！”

有了前两次的教训，我心里更有底了。我稳稳
地坐到车座上，双手牢牢握住车把，身体微微前倾，
回想着要领，慢慢地向前蹬……咦，车子竟然听话
地跑起来了。骑了一会儿，我惊喜地发现：“我真的
会骑了！”我兴奋地骑着车在小区里穿梭，一边骑一
边欢呼：“我学会啦！我学会啦！”那种感觉，就像小
鸟第一次张开翅膀飞上蓝天，奇妙又畅快。

这次学骑车的经历让我尝到了成功的甜蜜，
也深深明白了“越挫越勇”这个词的深刻含义。
同学们，成长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第一次”，我
想告诉大家：无论学什么、做什么，都别轻易放
弃。只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胜利的喜悦一定会

在终点等着你。
（指导教师：高品）

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湖项目区中学三年级（2）班
阿布都力合克木·米尔阿木江

今年5月，我们三年级全体同学，利用三天时间进行了期
待已久的研学之旅。研学大巴载着我们280名师生，唱着红
歌，驶向学校周边的研学景区。

第一天，我们参观了喀什南达乳业园。我自己动手做了桃
酥，参与了从配料到制作的全过程。晚上回到家，我兴奋地从
包里掏出这些甜品，给妈妈和弟弟品尝。“虽然我也很想吃，
但想到老师说的，要带回家和爸爸妈妈分享，我还是忍住没有
吃。”妈妈听到我说的话，感动得哭了，见人就夸我真的长大
了，懂事了。

第二天的研学景区是英吉沙。在鸟类博物馆，我知道了鸟
儿飞行的奥秘。在土陶村，我们在土陶师傅的指导下，亲手揉
泥、塑型、雕刻花纹。这个过程既锻炼了我的耐心和创造力，
也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手工艺的匠心。

第三天，我们来到了喀什科技馆。在“绿洲奇迹”区，我
看到了喀什地区独特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在“科学探秘”
区，我通过互动体验展品，探索了自然科学的奥秘；在“智慧
之光”区，我了解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
我觉得这些科技很厉害，科学家很了不起，我也想长大后当一
个科学家。

“科技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触手可及的改变。”科技
馆里的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它激励着我，早日实现我的“科
学家”之梦。

带着满满的收获坐上返回学校的大巴，窗外的大树向后跑
着，我的脑海里还浮现着研学中的点点滴滴。这次研学旅行，
就像一颗甜甜的无花果，让我尝到了大自然的奇妙、分享的快
乐，还有高科技的魅力。希望每学期都有一次这样的“旅
行”。 （指导教师：王凤梅）

快乐的研学之行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实验学校四年级（1）班 苏嘉乐

今天阳光格外明媚，窗外树影婆娑。第二节课上，于老师带
领我们班举行了一次有趣的游戏活动——“抢板凳”。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每轮比赛，凳子数都比人数少一个。参
与比赛的人需要绕着凳子转圈，主持人说停时开始抢凳子，没有
抢到凳子的人就会被淘汰。每进入下一轮就减少一个凳子，直到
最后一轮两个人抢一个凳子，抢到的人就算胜利。

老师选了四名同学，搬来三个凳子，并指挥他们围成一个圆
圈。游戏开始了，四名同学绕着凳子转圈，在老师喊停之前一直
没有停下动作。同学们齐声呐喊：“一、二、三、四……”突
然，老师大声道：“停——”四名同学你推我挤地抢凳子，陆续
有两名同学被淘汰了。

最后一轮，只剩两个人战斗了，我都替他们紧张。老师故意
把数数字的时间拖得很长，让他们一直提心吊胆。只听见干脆利
落的一声“停”，王宇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坐到了最后
一个凳子上，赢得了比赛。我们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和他比赛
的是一名很壮实的同学。下课后，那名同学感到不服，又跟王宇
鑫比了比，但最终还是王宇鑫胜利了。

今天我真开心，因为我又长见识了！正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
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指导教师：于富生）

抢板凳

高科技的航天梦想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碟子湖学校二年级（2）班 余泽熙

指导教师：黎文婷

云南省文山北实验小学三年级（7）班 卞维卿

花了一个月时间，我看完了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它讲
的是张桂梅老师在大山里办了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帮助山区
的姐姐们继续读书、考上大学的故事。

电视最开始讲的是张桂梅老师去谷雨家劝她继续上学的
情节，让我感到特别难过的一个场景是：张老师到她家围墙
外的时候，谷雨正在家里做家务喂猪，她爸爸整天在家喝
酒，楼上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她的爸爸说：“女娃读书没
用，早点儿嫁人吧！”她哭着喊：“我想上学！”但爸爸还是打了
她一巴掌。最后在张老师的帮助下，谷雨成功从家里逃了出
来，踏上了艰辛的求学之路。看到这里，我也忍不住哭了。

张老师是我最佩服的人，她生了很重的病，走路一瘸一
拐，可她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举着喇叭喊学生们读书。
有一次，她冒着大雨去山里家访，摔了一身泥，却紧紧抓着
家长的手说：“让孩子读书吧，学费我来出！”她不像电视里
的超人那样会飞，但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那么多姐姐的未
来。我觉得她比超人更厉害，她让自己变成了一盏照亮大山
里女孩命运和未来的明灯。

她就是悬崖边上的桂、雪中傲立的梅。她带领这些大山里
的女孩抗争命运，坚韧不拔。那些姐姐在张老师的悉心教导
下，长成了参天大树，考上了大学。她们穿着红色的校服站在
山顶上，风一吹，漫山遍野的野花都在摇晃，像在给她们鼓
掌。张老师站在中间，笑得像一朵红艳艳的太阳花。她说，这
些姐姐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医生，她们就像种子一样，把
希望撒向更多地方。

我暗下决心，也要做一颗小种子。现在，我写作业时再
也不拖拖拉拉了。如果将来我能当一名老师，也要去大山里，
告诉那里的女孩：“别怕！你们和我一样，都是高高的山，不是
小小的溪流！”

（指导教师：李瑞）

观《山花烂漫时》，
品人间挚爱情

童年拾光

浙江省温州市实验小学二年级（13）班 张梦湉

我们班有个未解之谜：包老师的口袋到底有多深？那天课间，
小雨和小周为橡皮归属权吵得面红耳赤，活像两只炸毛的斗鸡。突
然，“丁零”一声脆响——包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个金色铃铛！

“现在开庭！”她晃着铃铛宣布，“原告被告各站课桌两侧。”只
见她又在黑板上画出一个迷你天平：“谁先说真话，真理就偏向
谁。”小雨刚要开口，包老师的口袋突然蠕动起来。在全班倒吸冷气
声中，钻出个毛茸茸的袋鼠脑袋——原来是挂在钥匙链上的玩偶。

“真相在此！”她变魔术般举起一块橡皮，上面刻着歪歪扭扭的
“周”字。

包老师像一只快乐又有智慧的袋鼠妈妈，你永远也想不到，她
的口袋里会掏出什么宝贝来。每当得知有同学获得“金牌同桌”

“小诗仙”“拼音高手”的称号，或是班级里发生好人好事时，她都
会从口袋里掏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奖励我们。有从南京带回来的百
香果茶，有亲手折的小扇子，有印着我们照片的阳光奖状，还有
用青泥做的吉祥物……

最神奇的是运动会那天。接力赛时小胖摔破了膝盖，包老师
冲过去时，口袋里飘出条印着向日葵的手帕。她单膝跪地包扎伤
口的样子，真像袋鼠妈妈用育儿袋护住宝宝。后来我们在她口袋
暗层发现了秘密：里面的便利贴上记录着每个孩子的闪光时刻，
便利贴皱巴巴的，像被摩挲过千百遍。

现在每天早晨，我们都盯着包老师的衣服猜谜：“今天袋鼠
口袋在左边还是右边？”而她总会眨眨眼：“嘘——惊喜正在发芽
呢！” （指导教师：包玲玲）

我的老师像袋鼠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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馋嘴的长颈鹿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附属小学二年级（1）班 何雨旸

长颈鹿，长颈鹿
你的脖子
为什么伸那么长
难道你想吃月亮
你把月亮当成月饼了吗
难道你想吃星星
你把星星当成水果糖了吗
你又想吃云
你把云当成棉花糖了吗
你可真馋嘴

（指导教师：何小波）

我的家
江苏省扬州市育才小学西区校三年级（12）班 常奕然

厨房里的锅嗞嗞响，铲子翻来翻去，像是在说，菜要
炒好了！

电脑键盘发出嗒嗒声，手指跳来跳去，像是在说，文
章要写好了！

房间里安安静静，铅笔与纸说着悄悄话：作业要写好
了！

这就是我的家，各做各事，和谐美好！
（指导教师：陈恩凤）

组诗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初二（14）班 帅欣瑞

那年春天，我随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作
为城里的孩子，我对老家的一切都感到无比好
奇。我在村里到处乱跑，直到在油菜花田里遇
见了我的挚友。

她穿着一身单薄的衬衣，正在田里干活。蓝
色的衬衣在一片鹅黄间显得有些突兀，却意外地
好看。也许是我的眼神太过热烈，她注意到了
我。她朝着我招了招手，笑着说：“你要下来和我
一起吗？”

“你在干什么？”我问。“采
油菜花，”她指了指田里的黄
色小花，“这
花 虽 然
没 那

么鲜艳，但也是顶好看的。”她随手摘下来几朵，
又揪了田边的狗尾巴草当链子，将油菜花别在上
面，戴到了我的手上。“这花很衬你。”她笑着
说，风吹动了她鬓边的碎发。她的身后，是无
尽的花海。鹅黄与翠绿混杂在一起，随风拂
动，轻轻撞着她的衣角。分明那花是如此明
艳，但我却觉得，她才是最耀眼的那个。

我们拿了一大捧油菜花回了家。此后的每
一天，我们都会去花田里，采油菜花、编花环、聊
城里的事。

有一天，她兴冲冲地跑来我家，邀请我去割
油菜。她拿着镰刀把油菜一把一把割下来，我手
拿着箩筐在旁边接应，不一会儿，我们就割了一
箩筐油菜。她笑着，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把它送
到城里去，过几天油就送过来了。”

可是我没能赶上。回到家里，奶奶告诉我，
明天我们就要回城里。下一次再回来就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了，那时，她待我还会如今天这般吗？

第二天清晨，我听见有人在外面叫我。是
她，她拿着一捧油菜花站在我家楼下，想要将油
菜花抛给我。清晨初升的太阳为她镀上了一层
金边，我的眼眶蓄满了泪水，使她整个人都变得
模糊不清，我伸手抹了把眼泪，接住了她的花。

坐上车时，她已经去田里了。她穿的是我们
遇到那天的衣服，一切都与相遇那天那么相像。
只是她在不断倒退，变得越来越小。风呼啸着，
将我的记忆吞噬。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模糊，
只有那个身影依旧那么清晰。

油菜花开了一轮又一轮，我终于坐上了
归乡的车，我忐忑着、不安着。但当我看到村
口那个熟悉的身影时，我意识到，什么都没

变，我们还是我们，我们都没忘记彼此。
我叫着她的名字，向着她跑过去，

我们拥抱在一起。“你看！”她举起手，

指着离村口不远的麦田，“那时候还都是树哩，现
在都没了。”我点了点头，忽然意识到，友情就
像树的年轮一般，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无论过去多少年，一旦相见，我们依然会回到
纯真的美好中。 （指导教师：周耿）

油菜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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