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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星期日 阴

今天妈妈从超市买了一些黄豆，黄豆长

得圆圆的，金黄的肚皮上长了一道白色的

线。我要做一个黄豆发芽的实验，于是我把

黄豆放到了一个透明的杯子里，加满水，黄

豆就可以发芽生长了。

10月12日 星期一 晴

早上醒来我第一时间去看了黄豆，发现盛

黄豆的杯子里产生了一些泡泡，而且黄豆似乎

也变大了一点。我把杯子高高地举了起来，为

了祝贺黄豆的成长，我把杯子装饰了一翻。到

了晚上，我望着这些黄色的小精灵，心里想:希

望明天小黄豆会长得更大一些。

10月13日 星期二 阴

今天我高兴地去看了小精灵们，可是我

发现杯子里的水变浑浊了，里面的泡泡更多

了，可是黄豆似乎又长大了一些。

10月14日 星期三 雨

今天早上起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迫

不及待地去看了我的黄豆们，可是他们并没

有多大的变化，我有些难过，可我还是希望

黄豆快点长出芽来。

10月15日 星期四 雨

早上醒来，爸爸告诉我一个坏消息，黄

豆坏了。我赶紧跑去看了一下，真的是坏

了，水里散发着一股怪味，这时爸爸告诉我

说，黄豆很爱干净，要一天换一次水才可

以。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犯了这么大的错

误，我把没有坏的黄豆捡了出来，重新换了

干净的水，继续等待它们的成长，希望他们

可以重新焕发生命力。

10月17日 星期六 晴

今天的我很开心，因为我的黄豆重新焕

发了生机，它们的颜色还是黄色的，豆瓣圆

圆的，闻起来没有什么味道，黄豆的芽白白

的，细细的，水嫩水嫩的，如果把黄豆的根掐

断，黄豆会流出水来。一个个黄豆逐渐变成

了一棵棵豆芽，豆芽挤满了杯子，望着这些

黄色的小精灵，我充满了自豪，就像叶圣陶

爷爷说的，生活中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许多奇妙的事物。

指导老师：王夫强

今天的晚上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千家

万户亮着灿灿灯火；走在路上的孩子穿着斗

篷戴着鬼脸，学校旁的小店里堆满了女巫

帽，就连文具都被做成了小南瓜的样子。走

在人行道上的我被吓得一颤，才明白，到了

万圣节了。

这是西方的一种传统节日，在11月1日

举行。但是，10月31日夜晚才是万圣节最热

闹的时候。孩子们会装扮成各种鬼怪，到朋

友家去要糖。到了这一天，孩子们手提南瓜

灯，天使、吸血鬼、幽灵、女巫应有尽有。千奇

百怪的孩子们最后总能收获满满地回家。

第一次接触西方节日的弟弟也缠着妈

妈买帽子。于是，淮北的大街小巷里又多了

两个穿万圣节服饰的身影。

我扮成了一个吸血女巫。女巫肯定少

不了帽子，它黑漆漆的，帽檐很宽，呈圆形。

锥形的帽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色蝙蝠

图案，仿佛要变成真的飞出来一样。我还有

一件斗篷，也是黑色的，长到脚腕，摸起来简

直和彩锦差不多了。在靠近脖子的地方有

一圈红色的翻领，末端有两根黑色棉绳。穿

在身上真的很可怕。鲜橙色的南瓜灯上有

着恐怖的鬼脸，按动按钮它就发出红色的

光。

“不给糖，就捣蛋！”妈妈不答应给我和

弟弟买糖，我马上就想出一个恶作剧。我穿

上服装，把头发弄乱，脸上抹着黑墨水，轻轻

地走到卫生间里，蹲在角落不出声。过了一

会了，我听见脚步声，紧接着就是开门声

……我猛然跳起来：“啊……”一声尖叫。那

其实是我的尖叫，因为我看到妈妈，不对，幽

灵，戴着鬼面具“大驾光临”。我只好灰溜溜

地逃走了。

西方节日并不一定都不好，我们也不应

该觉得外国人都不好，而是需要寻找新的发

现，探索新的知识，与外国人，外国节日一起

携手同行！

指导老师：冀骥

晚上，我和妈妈正在外面享用丰盛的晚

餐，妈妈突然提议：“今天晚上我们俩角色互

换吧，你当妈妈，我当宝宝。”这是什么提

议？妈妈怎么突发奇想了呢？没等我反应

过来，这事已经成了定局。

“妈妈，我想喝水。”“宝宝”发话了。我

刚想说“您自己倒”，突然想起自己现在是妈

妈，只好起身给她倒水喝。我刚想继续享用

晚餐，没想到“宝宝”却玩起了手机，我心里

暗暗高兴：哈哈，平时你总是阻止我玩手机，

今天我也要让你尝尝手机被没收是什么滋

味。“宝宝是不能玩手机的。”说着，我就想把

手机抢过来。没想到“宝宝”一躲，我扑了个

空，差点儿磕到手。

吃完后，我“宝宝”对说：“把手机给我，

我去结账。”“妈妈都是有工作、能赚钱的，

你可以用自己的钱结账。”“宝宝”义正言辞

地说。问题是我实际上是个孩子呀，身上

也没有现金，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说：“好好

好，我先问你借，到时候再还你，行了吧？”

结账时一看账单，居然一百多块钱，我的钱

呀！

回去的路上。我在前面漫不经心地走

着，身后的“宝宝”又出招了：“妈妈，我累了，

你帮我背书包吧。”啊？以前我可没自己背

过几次书包，里面有十几本书呢！好吧，既

然当了“妈妈”，就得负起责任，我只好把书

包接过来。

终于到家了。为了不让这个不省心的

“宝宝”来烦我，我匆匆洗漱好就上床睡觉

了。当妈妈真不容易，我以后还是要听妈妈

的话，不惹她生气。

指导老师：吴墨翠

转眼到了十月，故乡的秋天来了。秋姑

娘带着落叶、秋风和丰硕的果实，千里迢迢

地赶来了。

故乡的秋，是美丽的。十月初，街边的

梧桐树扬起手，将一片片金黄的树叶从空中

抛下。它们在空中舞蹈，看得人们如痴如

醉。草坪上，不少草早已色转金黄，就像给

大地盖上了一条纯金打造的毯子。树枝上，

无数好吃的果子挂满枝头。有梨、有苹果，

还有橙子呢！它们有的摇摇欲坠，有的还紧

紧地长在树上，像许许多多的灯笼，万紫千

红。在碧波荡漾的湖里，秋风托着成千上万

层浪花铺天盖地般涌来，鱼儿在层层浪花中

冲浪。

故乡的秋，是温和的。我们来到宽阔的

平原上，接受秋风的洗礼。气温不高不低，

阳光不多不少，就连鸟儿也成群结队地出巢

游行，来享受这舒适的秋风。

故乡的秋，是令人迷醉的。假日中，

我们背上行李，踏上郊游的道路。我们踢

起了一堆堆落叶，在“金雨”中追逐打闹，

快乐得好似神仙一样。玩累了，在草地上

躺下，仰望万里无云的天空，别提多惬意

了。

故乡的秋，是振奋人心的。学校里，一

个个挺拔的身影像松树一样，教室里朗朗的

读书声声震长空。发试卷了，一张张满分试

卷随着一阵阵的欢呼声如同雪花一样落

下。体育课上，一条条红领巾迎风飘扬。在

秋日里，一辈新人茁壮成长。

啊，故乡的秋，我最爱的季节。秋的故

乡，我最喜欢的地方。

指导老师：张芳

我是一个上四年级，九岁的小男生。一双明亮

的眼睛，一副蓝色的眼镜，还有那乌黑的头发，白白

的脸蛋，凑成了那个可爱的我。我的个头不算高，身

材瘦瘦的。

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小书迷。每当妈妈给我买了

新书，我准会高兴得不得了，而且只要有空就会非常

认真地去读。记得有一次，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津

津有味地读着妈妈新给我买的名著《三国演义》。此

时已经中午12点了，可是我读书读得入了迷，连肚子

饿了都没感觉到。奶奶在厨房叫大家吃饭了，我根

本就没有听到。直到奶奶来到我的房间喊我，我才

如梦初醒，依依不舍地放下了书。

我不仅爱读书，而且喜欢下棋，其中五子棋是我的

拿手绝活。自从二年级起，我就喜欢上了五子棋。而

且喜欢和同学们在课间下棋，每当我赢的时候都非常

开心，输的时候也不气馁，想要再次一决高下。

总之，这就是我，一个独一无二的我，一个与众

不同的我！

指导老师：王夫强

当第一缕阳光透进我的卧室，我就睁开了双眼，

因为今天爸爸要带我去公园一日游，所以我兴奋极

了！

我迫不及待地和爸爸来到了公园，公园里人山

人海，热闹非凡。我们在人群中看见了一大片紫色

的花海，美丽的花海横卧在我的眼前，无数的蝴蝶在

花丛中翩翩起舞，我刚走进去，蝴蝶们便朝我聚拢过

来。

我们继续向前走，一个大型游乐园展现在我们

面前，酷炫的卡丁车赛道吸引了我，我和爸爸开着卡

丁车，在赛道上飞驰，别提有多爽快了。突然，爸爸

在弯道时来了一个急转弯，把我吓得胆战心惊。

在国防教育园，我们坐上了一架自动旋转的直

升机，迷彩色的机身顿时让我有了一种准备战斗的

感觉，我坐在驾驶舱内，爸爸坐在射击舱，我慢慢打

开开关，随着耳边“呼呼”的风声，我们开始缓慢地转

动，感觉像是真的飞了起来。

今天的公园一日游让我感到非常开心。伴随着

火红的夕阳，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

观察日记
市第一实验小学小记者 赵艮煜

我跟妈妈换角色
市第一实验小学小记者 杨唯悦

你好，万圣节！
市第一实验小学小记者 丁小轩

故乡的秋
市第一实验小学小记者 靳云翔

我
市第一实验小学小记者 张乘祎

公园一日游
市第一实验小学小记者 尤博

读完《云朵上的学校》这本书，一个美好的想法

像种子一样长在了我的心里。接下来我就给你们讲

讲我的想法吧。

“要是我们的学校也是被一朵朵洁白的云朵浮

在天上的话，我们生活的地方会改变吗？”

“要是书里的仙鹤也会在天上三五成群地飞着，

那么它们一定会看到天空中我们看不到的美景 !”

“要是这些仙鹤能来接我们去学校就更好了!所

有的公共汽车已经完全不需要了！”

“装噩梦的黑口袋和装好梦的粉红色口袋的差

别可真大!装好梦的粉红口袋装了许多美梦，装噩梦

的黑口袋装了许多噩梦。我十分喜欢装好梦的粉红

口袋。是呐!哪个人不喜欢做美梦呀！”

蜜儿和小白还会有什么故事呢？这让我十分好

奇，我希望杨红樱阿姨再写一本《云朵上的学校续

写》。

童话世界无奇不有，和现实世界完全不同，信不

信由你！

指导老师：张露露

《云朵上的学校》读后感
市第一实验小学小记者 陈墨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