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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分，路边长满嫩芽的柳枝

在微风中舞动，像在迎接游玩的人

们。我们要踏青去了！我和家人穿

过热闹的大街，绕过百花争艳的公

园，路过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就来到

了南湖公园的大草坪上。

和煦的阳光飘洒下来，晒的身上暖

暖的，舒服极了。远远望去，前面是一

片青青的草地，小草早已迫不急待地探

出头来，仿佛急着要和我们一起分享这

春日的美景。走进一看，草丛里藏着几

朵不起眼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点缀

在一片绿色之中，格外好看。

我们的心情很轻松、很愉快。我

和奶奶连忙拿出准备好的小餐垫和

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还没摆好我

就迫不急待地拿起一个青团大口吃

起来，这可是我的最爱。爷爷急忙拿

起一瓶桔汁递给我：“慢点，别噎着!”

我哪里还能说话，伸手接过瓶子,咕咚

一 口 ：“ 妈 呀 ，差 点 噎 着 了, 谢 谢 爷

爷！”奶奶看着我，假装生气地说：“你

就不能慢点。”我调皮地向奶奶做了

个鬼脸，奶奶笑了。

爷爷和奶奶坐在草地上聊天，我和

几个小朋友做游戏，互换好吃的，一起

嘻戏打闹开心得不得了。清明是一个

赏花的时节，还是一个缅怀先祖的传统

节目，更是一个感受无限春意的愉快假

日。

秋姑娘来了，大家准备开一场音乐会欢迎

秋姑娘。

秋风在空中呼呼地吹，吹过草地带着悲伤，

吹过田野带着喜悦。

秋雨绵绵，雨滴落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

声音，大树好像在说：“秋雨，我们一起唱首动听

的歌曲吧！”

这时，大雁排着队形飞来，说：“跳完这场舞

蹈，我们就要去南方过冬啦！”

田野里，收割机“嗒嗒嗒”，仿佛在唱着丰收

的歌曲。

这就是秋天的音乐会，我相信秋姑娘一定

会喜欢吧！

指导老师：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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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周末，我睡了一个美美的懒觉，外

面下了一夜的大雨，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真是不想离开这温暖的被窝啊！

起床后，发现今天的早餐是玉米，于是，我

赶紧洗漱好，跑到餐桌前抓起一根玉米。你

瞧，金黄金黄的玉米粒，你挨着我，我挨着你，

一颗一颗排得整整齐齐。横着看，玉米粒像小

朋友的牙齿，还像乡下屋顶上一排一排的瓦

片。竖着看，玉米宝宝正在接着长龙攀登高高

的宝塔呢！闻一闻，玉米的浓浓清香扑鼻而

来，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啊呜”咬上一大口，闭

上眼美美地回味一下，一种甜甜的滋味从齿间

一直传到了我的心里。

玉米真是太好吃了！我希望每天都可以

吃上美味的玉米。

指导老师：秦荣

“铃铃铃……”在教室里听到上课铃声平平

无奇，但是在教室外听到铃声，可就不是一般事

了。

有一回，我还在梦里玩吃鸡游戏的时候，听

到了上课铃，我立刻连口水没擦，裤子没提就往

楼下冲。以前，导弹爆炸声我都不怕，可这上课

铃，不是阎罗王放的催魂曲，就是死神在耳边召

唤，听得人血都凉了，一会心如火焚，一会身如

掉冰窟。我在原处呆了一会，心里干着急，怎么

办？我会武功呀，立刻用踏雪无痕、凌波微步等

上乘轻功赶到学校，一推开教室门，还是晚了，

老师已站在讲台。看到我来了，就听见老师咆

哮：“你怎么迟到了？”霎时间，天昏暗地沦沉，日

月无光，太阳西沉，百兽震慌，好像整个宇宙都

在抖动。接着老师二话不说，一掌拍来，那声势

如天崩地裂般，我倒下了……

“铃铃铃、铃铃铃……”我猛然睁开眼，坐起

来，定眼一看闹铃——6:30，“太好了，不会迟到

了，迟到太可怕了！”

指导老师：黄山

暑假里，爸爸送了我一辆橘色的自

行车，从此我开启了淮北的探索之旅。

今天傍晚，我和妈妈再次整装出

发，沿着创新大道一路向东，骑行去

也。刚开始我们骑得并不快，只见道

路两旁的树木和建筑物向相反的方向

缓缓退去。没过多久，我们就从喧嚣

的城市骑到了宁静的郊野。

中途休息时，路边有几级长满野

草的石阶，顺着小坡通向不知名的地

方去了。我灵机一动，对妈妈说：“要

不要来次大冒险啊？”于是，我们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把自行车抬了下来。映

入眼帘的是一个美丽的公园，一条蜿

蜒的柏油路依水而建，路的旁边是一

湾如同蓝宝石一样的湖泊，在夕阳和

微风的照拂下，泛起层层金色的涟

漪。湖景美不胜收，我俩倚靠着自行

车看得入了迷。

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

黑夜也不打声招呼就悄悄地把太阳的

窗帘拉上了，我们不得不踏上归程。

我太喜欢这样的“微”旅行了，不

仅锻炼了我的骑行技能，还让我收获

了无边的美景。

指导老师：秦荣

我有一个可爱又漂亮的妹妹，她是今年6

月份出生的。

刚出生，我们全家人都惊呆了。这个小婴

儿长得白白的，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还有

一个瓜子脸。她刚从妈妈肚子里出来时，只有

50厘米，体重也就2.5公斤左右，比较瘦小。

她出生前，我们全家都以为是男孩，于是

名字也就只想了男孩的。可一出生，发现居然

是女孩，全家急得团团转。突然，爱背诗的爸

爸想到了一首诗句“辘轳金井梧桐晚，几树惊

秋”，虽然不应景，却应了当下的愁。“晚”换成

“婉”，换一下顺序就是婉桐，就叫王婉桐了，小

名叫桐桐。对此，我举双手双脚赞成。

她是一个任性的小姑娘。每当我陪她玩

时，非要挠我的脸，我们每每走开，她就大发雷

霆，要把小被子踹掉。我就只好让她抓，这个

小家伙每次得逞，都会叫几声，气得我牙痒痒，

却没办法。

不仅如此，我还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一个绰号叫““三三

泡”，因为每次都排三泡便便，一想到这一想到这，，我就我就

会闻到一股恶臭的气息啊。。不好不好，，她又拉了她又拉了，，

我要赶紧去帮忙换尿布了尿布了。。 啊啊，，工作终于工作终于

结束了，我一定要好好洗手好洗手。。手终于干净了手终于干净了，，

我想休息一下我想休息一下。

你们喜欢我的妹妹吗你们喜欢我的妹妹吗？？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李红李红

中秋是什么？也许问不同的人便会有不

同的回答。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中秋是一轮

明月和香甜的月饼；对于我的爸爸妈妈来说，

中秋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对于我的老奶奶来

说，中秋除了是子孙们欢聚一堂，还是对我的

老爷爷深深的思念。

今年的中秋节，我们把老奶奶接过来一起

过节。奶奶做了一桌子丰盛的团圆饭，红烧

肉、糖醋排骨、蒸螃蟹……父辈们推杯换盏，把

酒言欢，我和堂弟也在比赛吃排骨，欢声笑语

连成一片。笑着笑着，我突然发现老奶奶一直

默默地坐着，偶尔才吃几口大人们给她夹的

菜。老奶奶发现我在偷偷地打量她，冲我笑了

笑，我赶紧移开目光，我感觉老奶奶不太开心。

到了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家门口赏月。

奶奶递给我一个月饼，我“嘶”的一声打开包

装，一阵香气飘进鼻尖，拿到手里，油滑酥软。

我“啊呜”一下咬了一大口，哇！豆沙馅的。我

三两口就把这个月饼吃了，这味道宛如几个小

精灵在我的舌头上跳舞，从舌尖到舌根整个都

甜透了，飘飘扬扬，久久回味……

月亮出来了。果然，月亮娃娃扭着她圆乎

乎、胖嘟嘟的身子，从厚厚的云层中露了出来。

这时的月亮就像一本大画册，给我讲述着她的

故事，嫦娥奔月、吴刚砍树、玉兔捣药……此情

此景，我不禁吟诵起：“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

天夜夜心。”大人们纷纷给我鼓掌。这时，我又

偷偷地看了看老奶奶，只见她的脸上挂着淡淡

的笑，抬头望着月亮，不知道在想什么？后来，

奶奶告诉我老奶奶可能是在思念老爷爷吧！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我的家人们相亲

相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指导老师：秦荣

从小我喜欢听爸爸妈妈讲故事，

长大了 ，我认识了很多字 ，就自己开

始读书 。

这个暑假，我读了《中国民间故

事》，这里面有许多耳熟能详的故事 ，

比如《八仙过海》《从前有座山 》《西门

豹治邺 》《红鲤鱼报恩 》……我最喜欢

的是《赵州桥的传说》。传说鲁班和妹

妹鲁姜周游天下来到了赵州，结果被白

茫茫的大河挡住了去路。然而，这是进

城的唯一道路。河边仅有两只小渡船，

根本不够用，船老大忙的满身是汗。鲁

班看了看河面，不解，问周围人：“为什

么不在河面上建一座桥呢？”周围的百

姓一脸无奈：“我们怎么不想建一座大

桥呢？但是你看河面宽，水深浪急，就

连村子里的老工匠都无能为力，我们又

上哪儿去找能工巧匠来建桥！”鲁班听

了，就和鲁姜一起修桥，鲁班修大桥在

南城，鲁姜修小桥在西城。

第二天，当地的百姓发现一夜之

间，有人修建了两座既实用又美观的用又美观的

桥。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十传百，，就连住在就连住在

蓬莱岛的张果老也听说了赵州桥听说了赵州桥。。张张

果老想知道赵州桥是不是像传说中那

样坚固耐用，就约柴王爷一同前去看

看。

这一天，张果老骑小毛驴，柴王爷

推着自己的独轮小推车，一起来到赵

州桥。 张果老说：“我们这么多人过

桥能经得住吗？”鲁班说：“能，金车银

车都过去了，尽管走。”张果老听了很

生气，便暗暗用法术将太阳和月亮装

进驴背上的褡裢里。而柴王爷也将五

岳名山放在自己的独轮车上走上桥。

两人刚上桥，鲁班一惊，赶紧跳下河，

身子作为一个桥墩支撑着赵州桥。张

果老和柴王爷走过后，竖起了大拇指。

直到今天，你若是去赵州桥，还能

看见张果老的小毛驴留下的蹄印和柴

王爷的独轮车留下的车辙印。而赵州

桥的下面，依然还留着鲁班托桥时的

手掌印，印证了这个神奇的故事。

读了这本书，我仿佛走进了璀璨

迷人的民间故事殿堂，接受了中华传

统文化的熏陶，更领略了领略了中国民间故

事的无穷魅力魅力。。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李红李红

记一次可怕的迟到
首府实验小学小记者 化子赫

秋天的音乐会
首府实验小学小记者 管艺雯

日记一则
首府实验小学小记者 胡歆悦

我们的中秋
首府实验小学小记者 唐嘉琪

我的妹妹
首府实验小学小记者 王祥夫

清明踏青
首府实验小学小记者 陈浩洋

骑行记
首府实验小学小记者 周梦轲

读《中国民间故事》有感
首府实验小学小记者 禹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