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饭前趣事
鄞州区首南第一小学605班
陈韵筱（证号1010068）
指导老师 黄伦君

我爱拖拉，会在闹钟响后再眯
一会儿，会在睡觉前再闹一会儿，
甚至在吃饭前也能磨蹭好久。

要开饭了，妈妈大喊：“陈韵筱！
吃饭啦！”我懒洋洋地回答“马——
上——来——”过了一会儿，妈妈清
清嗓子，再次大声喊：“开饭啦！”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漫
不经心地应付一声：“知道了！”妈
妈不耐烦了：“知道你就过来吃
饭！”

我迫不得已起了身。妈妈又喊：
“快点！”“正在为吃晚餐做准备。”我
慢悠悠地答道。“什么准备？”妈妈叫
道。我说：“找拖鞋。”……

最后，我终于到达了餐厅。
妈妈坐在椅子上，说：“去盛

饭。”我试探道：“个人提出点建议，
可以让弟弟去盛吗？既可以培养他
做家务的习惯，又可以锻炼他的身
体。”妈妈笑了：“趁说话的功夫，你
早就盛好饭了。”

这时，弟弟插了进来：“我要盛
饭。”我欲擒故纵：“唉，我也好想盛
饭……”“我要盛饭！”弟弟坚定地
说。我顺势把弟弟推进了厨房，哦
耶！

现代金报 雏鹰初鸣 B10
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周丽珍 徐徐 美编：张靖宇 照排：余佳维 审读：邱立波

秋天的森林
宁波市白鹤小学302班 薛佳祺(证号1005271) 指导老师 卢惠意

学习用品
鄞州区王笙舲小学204班
李润城（证号1010197）

每个人总会碰到一些难忘的事
儿，比如，因为台风，张筱悠同学有
了两天意外的假期，外面狂风暴雨，
室内温暖安静，于是他拿起一本书，
静静地翻阅起来，这个假期成为他
心里最温暖的回忆；余佳书同学上
了一堂特别的课——品尝各种辣的
食品，那一天让自以为喜欢吃辣的
他挑战了不能承受的辣……亲爱的
小记者，把那些难忘的事记录下来，
与我们分享吧！

看奥运学古诗词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新河校区606班
曹一麟（证号1014075）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健儿奋力
拼搏，勇夺三十八枚金牌。除了赛
场上运动员的精彩发挥让我们拍
手叫好外，赛场外的那一句句“神
仙解说词”也引起了一波热浪，运
动和语言之美浑然一体，让人不得
不佩服中国语言的魅力！

庞伟和姜冉馨在十米气手枪混
合团体比赛中夺金！庞伟是三届奥
运元老，而姜冉馨是首次出战奥运
会的零零后小将。央视解说员动情
称赞道：“一个是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一个是旭日东升，未来可期。”

“老骥伏枥”出自曹操的《龟虽
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壮心不已。比喻有志向的人虽
然年老，却仍有雄心壮志。“旭日东
升”出自《诗经》，意思是初升的太
阳，形容朝气蓬勃的景象。

这些中国式烂漫还有很多:
比如说杨倩时，“除却君身三重雪，
天下谁人配白衣”；说孙一文时，

“一剑光寒定九州”……
中国的古诗词或优美或刚劲，

有如画的意境，整齐押韵，读起来
琅琅上口，我觉得没有任何一种语
言能够与之相比。这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骄傲！

央视的解说员不愧为饱读诗
书的“名嘴”，个个才华横溢。他们
不仅赞美了奥运健儿，还连同赞美
了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我要向他
们学习，多诵读古诗词，了解千百
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一个都不能少
鄞州区中海实验小学506班
莘雨绮（证号1010272）
指导老师 叶鲁红

每天的大课间操都有很多
的游戏，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一次
和老师一起玩“一个都不能少”
的跳长绳游戏。

这几天，我们班的男生跳长
绳越来越厉害了，他们能连续跳
好几十个，最高纪录现在是 38
个，他们的目标是要冲击 40多
个。瞧，他们正摩拳擦掌地想要冲
更高纪录，大禹同学拉高嗓门招
呼：“所有的同学都参加！”

但是琦琦同学还不会跳，每
次进去都被绳子绊住，跳绳也就
此中断，“哎呀，又断了！”同学们
一阵哀嚎。兴兴同学双手插在兜
里，帅气地钻进去跳，结果跳歪
了，绳子打在了他的身上，肖肖同
学一脸不耐烦地喊着：“兴同学，
麻烦把你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
跳！”章章同学看大家这么在乎跳
绳成绩，偷偷地躲到了柱子后面，
装着脱衣服，想要逃避跳长绳。

气氛太紧张了，这时老师
说：“稳住，不要着急，我们争取
一个都不少地跳长绳，跳出最好
的成绩。”老师哑着嗓子给我们
打气。同学们也开动脑筋，把琦
琦放在队伍最前面，后面跟一个
跳绳好的同学，推他一把；再把
经常不敢跳进去的同学，分插在
跳绳技术高的同学的前面，及时
传授经验；然后把跳绳容易掉队
的同学让几个小干部管理起来。

有了这样的互助氛围，加上
芮芮和老师这两个甩绳高手，我
们跳得又稳又快，同学们跑得气
喘吁吁，汗流浃背，但却气势高
昂，“三十，三十一，三十二……
四十”。当喊到四十的时候，声音
又高又亮，“耶，我们又破纪录
啦！”

吃辣记
宁波市惠贞书院504班
余佳书(证号1013828)
指导老师 王霞

那天上课前，老师让我们准
备水，我很奇怪：上课为什么要
喝水呢？不会是要吃东西吧。

哈哈，猜对了，原来老师让
大家吃辣椒。虽然我喜欢吃辣，
但每次都被辣出眼泪，心里不禁
好奇，老师准备的是多辣的辣
椒？

首先，老师让我们先尝一尝
辣条，我大胆地拿了一根放进嘴
里，不仅不辣，还有点甜，非常好
吃。这辣条太没有挑战了吧，我
连吃了好几根。

老师又拿出了一包泡椒鸡
爪。我一看就怕了，这泡椒鸡爪
可是“辣中之王”呢！而且，老师
拿给我们的可不是鸡爪，而是泡
椒！第一位同学尝了一口，没咬
几下就咽下去了，还说非常甜。
望着他淡定的神情，我疑惑不
解：难道那位同学不怕辣，特别
爱吃辣！见同学们跃跃欲试，但
我还是没有动。

最后，老师从课桌里神秘地
掏出辣椒。一个同学自告奋勇拿
了一根，放进嘴里，嚼了几下，结
果说嚼不动，大家哈哈大笑起
来。于是，我就忍不住了，拿一根
尝了一下。起先有点苦，后来舌
尖就辣了起来，而且越来越辣，
好似一团火在嘴里燃烧。我立刻
拿起一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了好
几口，才感觉稍微好一点。

探寻浙东运河的
踪迹
鄞州区中河实验小学602班
朱凯宁(证号1010553)
指导老师 张雪波

如果说，闻名遐迩的京杭大运
河是一条耀眼的巨龙，那么浙东运河
则是一条低调而不失锋芒的潜龙。

我的家乡宁波就在浙东运河
的末端。今年的4月份，在学校听
了宁波文化遗产研究院孙老师的
讲座，又跟着老师们参加了“我是
小河长，守护大运河”的研学活动，
一路沿着高桥、大西坝、姚江水闸、
姚江船闸，探寻浙东运河的历史。

高桥，地处西塘河与大西坝河
的交汇处，是古代杭、绍来宁必经
之路。望着这座古朴、厚实稳健的
石桥，感觉并不不起眼，但领队老
师告诉我们，可别瞧小它。古代来
往经商的大小船只在经过高桥时，
是不需要把桅杆拉下来的，而且它
能够容纳两条官船并肩驶过。

拾级而上，桥高耸在西塘河
上，桥下的河水，潺潺流过，诉说着
昔日繁华景象。

从高桥下来，一行人来到了大
西坝村，这个村是沟通西塘河和姚
江的咽喉，当年也被称为“浙东运
河上的甬城门户”。在当地一位80
岁高龄的老爷爷带领下，我们一路
找寻着历史的踪迹。老人说，他曾
经一次次将船拉过水坝，又一次次
将货品堆放在船上，看着它们运向
世界各地。他伸出了布满厚厚老茧
的双手，向大家诉说着当年大西坝
村船来船往的盛况，那满是皱褶的
脸上似乎充满了无尽的怀念……

之后，我们还去参观了姚江水
闸和姚江船闸。站在姚江船闸边上，
看着滔滔姚江水滚滚而来，江上一
艘艘装满货物的船来来往往，不禁
感慨万千：这不仅是一条历史长河，
也是一条经济文化的大动脉！

台风吹来的假期
江北实验小学503班
张筱悠（证号1004367）
指导老师 施红

星期天，妈妈告诉我一个消
息：因为“灿都”来势汹汹，所以学
校停课2天。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
极了，终于能有大把的时间看书
了！

一早醒来，我迷迷糊糊听到了
窗外有哗啦哗啦的雨声和呼呼的
风声，就知道一定是“灿都”来了！
我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拉开
窗帘。天哪！太震撼了吧！狂风中夹
杂着雨丝，呼啸而过，一波跟着一
波……

外面的狂风暴雨更凸显家的风
平浪静。我捧起一本书，静静地享受
心灵的宁静，我读着苏东坡的“人生
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耳边时而传
来奶奶在厨房里忙碌的声音和弟弟
在客厅里嬉闹的声音……家的味道
让我在这个台风天感到满满的安
定和温暖。

天色渐暗，风雨也比白天温柔
了起来，台风离我们远去，一切终
将归于平静，而心灵的宁静让时光
沉淀，成为我心里最温暖的回忆。

那些事
让我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