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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醋虾，是妈妈的拿手好菜也是我的最爱。

中午放学，我刚回到家，妈妈就把一盘糖醋虾端上

了桌。哇，那诱人的香气调皮地钻进我的鼻孔，在那里

跳舞，馋得我两眼发光，口水直流。我迫不及待地抓起

一只虾，准备大快朵颐。可虾壳太难剥了！我笨拙地剥

着，突然，我手一滑，“啪”的一声虾掉在了地上，我沮丧

地低下头。妈妈看见了这一幕，赶忙说：“宝贝，我来帮

你剥虾吧。”

于是，妈妈拿起一只虾，开始给它脱“盔甲”。只见

妈妈先捏住虾头，使劲一拔。虾头一下子掉了下来，妈

妈躲闪不及，她的手一下子被虾头尖尖的刺扎破了皮。

“哎呀！”妈妈轻呼了一声。我连忙说：“妈妈，您手疼不

疼？您快别剥虾了！”妈妈擦了擦伤口，故作镇定地说：

“没事，不妨碍我给你剥虾！”

妈妈忍着疼痛，继续给我剥虾。她先在虾上掀出一

道口子，然后再一节一节地剥，最后一用力，就把整个虾

壳拽了下来，接着把虾肉放在我的碗里。我狼吞虎咽，

把它吃了个干干净净。妈妈接着给我剥，一个，两个，三

个……有时虾壳会碰到妈妈的伤口，疼得妈妈皱起眉

头，可是妈妈手上的动作却一刻也没有停止。直到我吃

饱了，抹去嘴上的油，才发现妈妈还没有动筷子，而她的

饭菜却凉了许久。我拿起妈妈的筷子，递给妈妈，说：

“谢谢你，妈妈。您快吃饭吧！”妈妈擦了擦手，又摸摸我

的头，嘴角微扬地看着我。我心想下次我也要学会剥

虾，剥给妈妈吃！

这次吃虾是妈妈忍着疼给我剥的，虾里有妈妈满满

的爱，所以它的味道格外好。妈妈，我爱你！

指导老师：段冷

剥虾
黎苑小学小记者 张子诺

一滴水不只是一滴水，更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的条件固然越来越好，可是随着

人类的发展，有些人的节约环保意识却越来越差。

就拿水来说，地球上只有十分之三的水可以饮用，

而且这些水还有很大一部分分布在南极和北极。如果

人类再这样浪费水资源，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灭

绝。

想想这美丽的地球被毁于一旦……我们不能眼睁

睁地看着地球毁在我们手里，我们需要行动起来！

记得有一次我在写作业，听见门外有哗啦啦的声

音。

“这是什么声音呢？”我心想。最开始我也没怎么注

意，可是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我禁不住这嘈杂的声音打

扰着我的心思，索性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奶奶，怎么有那么大的声音啊？这到底是什么声

音？打扰我都写不好作业了。”我惊疑地问着奶奶。

“哦，我在放洗衣服的水呢。”

“可是你明明在看电视，而且这样做太浪费水了！”

“没事的，就让水龙头在那开着吧，反正也费不了多

少水。”

我看了看开着的水龙头和已经漫出盆外的水，不禁

咽了口气，大声地嚷嚷道:“你不能这样浪费水，虽然水

再多，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做！再多的水终究也是有一天

会被用完的。水是生命之源，如果浪费了水就等于浪费

了自己的生命！”

奶奶哭笑不得地说:“好好好，是我错了。我不应该

把水龙头一直那样放着浪费水。”

听到奶奶说这句话，我走上前又把水龙头关上，才

松了一口气，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房间里，安安心心地写

起了作业。

水是自然的精灵，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地球上的

水资源有限，每个人都应该节约用水，保护地球上的每

一片蓝色。不然，“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可能就是你的眼

泪。”

指导老师：吕海云

地球上的那片蓝色
黎苑小学小记者 杨睿茜

今天下午，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我

和妈妈来到南湖公园的牡丹园赏牡丹。

一进牡丹园的大门，阵阵清香扑鼻而

来，沁人心脾。我和妈妈三步并作两步，

迫不及待地去看牡丹。远远望去，好大一

片牡丹园啊！这里仿佛是牡丹的王国，深

绿丛中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牡丹花。在这

人间四月天里，游玩的人很多，熙熙攘攘

的，挤在牡丹身边，或低头赏花，或摆姿拍

照。

再走近观看，许多株半人高的牡丹

花，花枝瘦瘦的，干枯的样子好像被火烧

过似的，但看起来很有力，托起了碧绿的

大叶子和硕大的花朵。五颜六色的牡丹，

红的似火，粉的像霞，白的如雪。有的只

是花骨朵；有的含苞待放；还有的已经开

放。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不停地穿梭，或

嗡嗡地闹着，或翩翩起舞。

牡丹的品种很多，有春红娇艳、花二

乔、肉芙蓉、黄冠、月宫烛火等等。其中我

最喜欢花二乔和月宫烛火了。“花二乔”的

花朵中呈现出红白两种颜色，一半红得热

烈似火，一半白得冰晶玉洁。一花两色的

景象令人称奇，仿佛真的是大乔和小乔

呢。“月宫烛光”的花为白色，花蕊紫红，好

似月宫中点燃的红烛，让人浮想联翩。牡

丹花开得那么大，开得那么气派，透出一

种富贵之气，显得典雅、华贵，用“国色天

香”来比喻牡丹，是再恰当不过了。

牡丹被誉为“花中之王”，刘禹锡曾写

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让我想起洛阳牡丹的传说：武则天要所有

花一夜之间都开放，花仙们都害怕她。一

夜之间都开了花，唯有牡丹花不开，武则

天就把牡丹贬到洛阳，可牡丹到了洛阳却

开了花。牡丹敢于和皇帝对抗，但仍然遵

守了自然规律，在春天开放，真有骨气，令

人敬佩！

今天的赏花活动真有趣，我喜欢牡

丹。 指导老师：吕海云

赏牡丹
黎苑小学小记者 刘凌菲

假期里，我读了一本名叫《假如给我三

天光明》的书，虽然我早已把“一寸光阴一寸

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话背得滚瓜烂熟

了，但是，直到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才真正明

白它的道理。

主人公海伦·凯勒在九个月大的时候，

一场红猩热残忍地夺去了她的听力和视

力。大家想一想，一个人突然失去了听力和

视力，内心是多么绝望啊！然而，就在这个

时候，一个创造奇迹的人出现了，她就是

——安妮·沙莉文老师。沙莉文老师耐心地

教海伦读书、写字。不过，海伦读书的方法

和我们不同，我们是用眼看，而海伦是用手

“看”。沙莉文老师为海伦打开了她的心灵

之窗，去感受外面的世界。

令我惊讶的是，海伦对知识是如此的渴

望和期待，自从沙莉文老师教了她识字以

后，她就迫不及待地想去识字、阅读。但是

她怎么读书呢？她既看不见又听不着，原

来，有一种文字，叫盲文，专门给盲人用的。

在一块木板上刻有许多凸起的小圆点，用手

摸一下，就能感觉到是什么字了。如果把她

比作鱼儿，把知识比作大海，那她就像是在

知识的海洋里畅游着、享受着。海伦用她坚

强的毅力学会了德语、拉丁语、法语等多国

语言。这是多么神奇啊！就是一个正常人

也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海伦却做到了，她

顽强不屈的精神是多么地令人惊叹呀！

海伦·凯勒一直在用心去感受这个世

界，用心去享受生活，虽然她身有缺陷，但是

她活得比我们更充实！比我们更精彩！比

我们更有意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沙莉文

老师带给她的，是沙莉文老师带给了她面对

生活的勇气，使她能以惊人的毅力去面对困

难，战胜困难，在黑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明！

我们现在的生活简直是“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如果我们能跟海伦·凯勒一样，用微

笑去面对世界，用心灵去感受世界，用双手

去创造世界，那么，我们的人生会有多么精

彩！

指导老师：吕海云

逆境中的重生
——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有感

黎苑小学小记者 鲍芮

一阵大风过后，小牧童被吹到了颠倒

村。他睁开眼睛，只见树枝和树叶长进土

里，树根却张牙舞爪地伸向天空，还看见

一只小白兔用头走路，尾巴却是朝向天空

的……

小牧童怀疑自己的眼睛生了病，就赶

忙跑向医院，到了医院他发现这里也是颠

倒的，居然先看病，后挂号，护士看病，医

生打针。他们的脚上戴着手套，手上穿着

袜子。到了拿药的时候竟然给了他一瓶

橙汁和一大块蛋糕。

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来到了一所

学校里。哇！课堂上，老师们坐在沙发上

讲课，学生们站着听讲。语文书上全是简

单的数字，数学书里却是诗句，英语书上

竟是剪纸、画画！太神奇了！

小牧童来到体育场上，发现这里的运

动也是颠倒的。篮球是用脚踢的，足球是

用手投的，跑步是倒着跑的！

小牧童逛了一圈，他听到“咕咕”的叫

声，原来是自己的肚子饿了。他来到超市

买东西，走进去一看，超市的一切物品都

是倒着放的，就连货架也是颠倒的，零食

蔬菜都是放在地上的，而且是先付钱再买

东西。小牧童浑浑噩噩走出去的时候，意

外发现收银员手里拿的钞票印着的图案

都是反着的。

小牧童又来到游乐场。哇！游乐场

里所有人都是颠倒着走的。小牧童先来

到蹦蹦床，小朋友都是头朝下，身体朝上，

在蹦蹦床上点来点去，小牧童看了吓得直

往回跑。接着他又来到了滑滑梯，一看，

小朋友们都是爬上滑滑梯而从楼梯上滑

下去的。小牧童实在受不了了，吓得跑出

了游乐场。

他一边跑一边喊到:“我的眼睛没有生

病，这里一切都是颠倒的，这里太可怕了，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跑着跑着来到了一座火车站，眼前

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原来不是火车头拉

车厢，而是车厢拉着车头，车厢里没有座

位，站的不是人而是动物，而且火车不是

前进而是后退的！他赶紧跑到了飞机场

上，可是飞机都是在地上跑的，“颠倒了，

颠倒了……”

“小牧童，小牧童！”小牧童慢慢地

睁开眼睛，嘴里还念叨着:“颠倒村，颠

倒村……”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他做的

梦啊！他对爷爷说:“爷爷，颠倒的世界

太可怕了，如果世界真的颠倒，那大自

然的一切都无法正常生存了！我以后

要好好珍惜现在的世界，开心快乐地生

活。”

指导老师：李娜

颠倒村奇遇记
黎苑小学小记者 胡之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