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屠敏芝组版/谢海涛校对/刘晓凤08 周刊·小记者

在这个寒假，我和爸爸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实验的名字很奇特，叫做会吹泡泡的瓶子。你们一
定会疑惑，瓶子怎么会吹泡泡呢？大家不要着急，下
面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小实验。

我们首先要准备好做实验的材料，一个空瓶、
一碗肥皂水、一碗热水以及一碗冷水。我先把空
瓶瓶口放到肥皂水里，让空瓶口上面有一层肥皂
膜，接着我小心翼翼地把空瓶放到热水里，没一会
儿，奇迹发生了，瓶口的肥皂膜慢慢鼓起来了，变
成了一个泡泡，而且越来越大，在阳光的照耀下五
颜六色。接着我把瓶子放到冷水里面，奇迹又发
生了，那个泡泡就像长了腿一样躲进了瓶子里。
我想是不是泡泡觉得冷了，就变小缩回到瓶子里
了。

我问爸爸这个是什么原理，爸爸说这叫热胀冷
缩。把瓶子放到热水里时，瓶内空气受热体积膨胀，
瓶口的肥皂膜往外鼓，形成了泡泡，再把瓶子放到冷
水里时，瓶内空气受冷体积缩小，泡泡就回到了原来
的状态。

通过制作这个小实验，我发现了瓶子会吹泡泡
的奥秘，懂得了原来生活中处处都有科学，只要我用
心观察、探索就能发现。

春姑娘来了，我家的梨花开了。
你看，树枝上的梨花挨挨挤挤的，散发着淡淡的

清香。有的梨花还没完全开放，才展开两三片花瓣
儿，半开的花朵就像一个害羞的姑娘。有的梨花已
经绽放开来，一片花瓣儿挨着一片花瓣儿围成一个
圆形，露出了紫红色的花药。有的梨花还是花骨朵
儿，胀鼓鼓的，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远
远望去，白色的梨花一朵连着一朵，就像一朵朵白
云。一阵风吹来，花瓣儿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好
像下起了花瓣雨，宛如一只只白色的小蝴蝶正在翩
翩起舞。

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梨花，穿着雪白
的衣裳站在阳光下。一阵微风吹过来，我就翩翩起
舞，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满树的梨
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
儿。小燕子飞过来，告诉我春天的快乐。小蝴蝶飞
过来，告诉我春天的美丽……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我不是梨花，我是在看
梨花呢！梨花真美啊！

梨花
□经贸小学 三（5）班 尤蒋芸汐

春天的早晨，我在上学路上见到了一排排整齐
的柳树站在道路两旁，让我想到了诗人贺知章的名
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柳枝上那碧绿的柳叶已经长大不少，柳叶挨挨
挤挤的，就像一把把小弯刀。这么多的柳叶长在柳
枝上，一枝有一枝的姿态。看看这一枝正在随风舞
动，看看那几枝正在欢快地你追我赶。我仿佛就是
一枝柳枝，和我的好朋友们玩着游戏，还时不时来到
春姑娘的家里，听听春姑娘讲春日里的小故事，享受
着春姑娘带给我的欢乐。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一枝柳枝，我是
在享受着春姑娘带来的一片春意！

春天的柳树
□经贸小学 三（8）班 张露吉

有人喜欢吃甜津津的草莓，有人喜欢吃红彤彤
的苹果，还有人喜欢吃紫莹莹的葡萄，而我喜欢吃酸
酸甜甜的橘子。

橘子金灿灿的，就像挂在蓝天上那神气活现的
小太阳。橘子全身布满了一个个小雀斑，头上翠绿
的突起好似一顶油亮亮的魔法帽，个头和西红柿差
不多。闻一闻，一股香气扑面而来；摸一摸，外皮并
不光滑，甚至有些粗糙。剥开金灿灿的果皮，便吐露
出鲜嫩的果肉，上面白色的橘丝就像给橘子穿上了
一件光彩夺目的白纱裙。

我将橘子一掰两半，拿起一半，剥下一瓣，一口
咬下去，汁多肉嫩，那甜丝丝的汁水，瞬间让口腔变
得清爽无比。

据说，那不起眼的白色橘丝具有调气、化痰、治
咳嗽等功效。大家也来尝尝吧！

我最喜欢吃的水果
□高新区第四小学 三（2）班 张芷涵

生活中的温暖无处不在，是亲人
的关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
朋友之间的谦让，也是寒假那温暖的
一幕……

记得那天早上，爸爸妈妈都去上班
了。“叮铃铃……”8点整，书桌上的钟唤
醒了我那混沌不清的意识。“呀，睡过头
了。”我边说边匆忙穿好衣服，顶着一头

“鸟窝”就冲进了客厅，在抱怨没人叫醒
我的同时，慌张地收拾着书包，随手拢
了拢头发，抓起餐桌上妈妈准备好的早
饭就出了门。

今天可是寒假的第一堂数学课，我

得赶去占个好位置。我边祈祷，边加快
了步伐直冲小区门口的公交站，拦住了
即将开走的公交车。

呼，终于赶上了。我重重地松了口
气，手伸进口袋拿公交卡买票。“咦？我
的卡呢？”我边说边将口袋翻了个遍也
没找到。我急得满脸发热，开始翻书
包，盼望着妈妈会像平常一样在书包
的小隔层里放点零钱。结果，只找到
一枚一元硬币。糟了，这下糗大了！
没带钱！我尴尬地站在那里，有点不
知所措，不知道是否该自觉下车。我抱
着侥幸的心理环顾了一周，希望可以遇

到熟人。可是，想象很美好，现实却很
残酷——车上本就没几个人，而且一个
人也不认识。我垂头丧气地低下了头。

“小姑娘，没带钱吗？”司机叔叔似
乎看出了我的窘迫。我不好意思地努
了努嘴，不安地绞着衣角，准备被轰下
车。“呵呵，没关系！”他和蔼地笑着，打开
了面前的一个小盒，拿出了几枚硬币递
给我。我惊讶地看着他，忘记了伸手接
钱。“拿着呀！”他说道。我只好伸手接
住，并深深地鞠躬道谢：“谢谢你！”“没
事！我一个星期中总会遇到几个像你这
样的小马虎。”他笑着说，“我的女儿和

你差不多大，也经常忘带零钱……”
我偷偷打量了一下这位司机叔叔，

和大多数平凡的父亲一样，他衣着普
通、相貌平凡，身体稍稍有些消瘦，给
人一种朴实而亲切的感觉。看得出，
在提到自己的女儿时，他脸上的笑意
更浓了，洋溢着慈祥，如同阳光一般耀
眼。

我坐在车上，向窗外眺望。不知何
时，路边的柳树枝条早已露出嫩绿的新
芽，暖暖的春风混着清新泥土青草的味
道扑面而来，初春的阳光温和而不刺
眼，如同刚才司机叔叔的笑容。

古人说：“每到元宵灯火
燃，龙腾狮舞夜难眠。满帘花
影月三五，一碗汤圆情万千。”
我过的元宵节正如诗人笔下
的诗词一样欢乐。元宵节，又
称上元节，为每年的农历正月
十五，是中国春节年俗中最后
一个重要节令，也是家家户户
团圆的日子。

以前元宵节的时候，我经
常回到自己的家乡——双
凤。元宵节那天，双凤庙会活
动精彩纷呈，游客和乡亲们都
会来到街上，各种特色小吃、
生活用品、农副产品、民间小
手工艺品应有尽有。最有趣
的是著名的舞龙舞狮表演。
伴随着锣鼓和唢呐的节奏，舞
龙人统一步伐舞了起来，如一
条条火龙在空中飞舞，煞是壮
观。两只舞狮进行了一段生
动的表演后，一滚、一跃，同时
从嘴中垂下红色的对联，这时
金色的长龙腾空跃起在两只
舞狮上方，似真似幻，为节日
增添了不少气氛。

每到元宵节，家家户户都
会煮汤圆、吃汤圆。汤圆圆溜
溜的，意味着家家团团圆圆，
甜甜蜜蜜。汤圆的馅多种多
样，有豆沙、芝麻、花生和鲜
肉。放在锅里煮一煮，就像一
个个乒乓球漂在水面上。咬
上一口，又香又甜，回味无穷！

晚上，我们家的传统节
目——放烟花更是令人期
待。烟花在空中炸开了花，点
点繁星般的烟花如同仙女散
花，飘洒在空中，有的烟花像
一朵朵刚刚开放的花朵，有六
七片花瓣；有的炸开后全是绿
色的小星星，像降落伞一样，
慢慢地落下来……真是美丽
极了！

这就是我难忘而又快乐
的元宵节！

不必说北方的皑皑白雪，也不必
说海边的金色沙滩，单是我家乡的金
仓湖公园就让我陶醉。那里风景如
画，鸟语花香，树木郁郁葱葱，令人流
连忘返。它是我的乐园。

金仓湖公园里有一个很大的人
工湖。阳光照射在湖上时，湖面波
光粼粼，像碎银子一样闪烁着，美
不胜收。一阵微风拂过，湖面漾起
波纹，好看得很。湖水清澈见底，
连湖里的小鱼小虾、碧绿的水草都
能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你想划船，
可以去远处的“泛舟湖上”租一
条。每次去金仓湖公园游玩，我总
会和爸爸妈妈一起泛舟湖上，别提

有多惬意了。
路两旁种了一棵棵高大挺拔的

梧桐树，它们比六层楼还要高，必须
仰视才能看到它们那像一把把大伞
似的树冠。它们像忠实的卫士，日日
夜夜守护着金仓湖公园、保卫着金仓
湖公园。一阵风吹来，树叶沙沙作
响，几片梧桐叶缓缓飘落。我弯下
腰，捡起一片仔细观察，梧桐叶就像
一个小小的手掌，金黄金黄的，十分
可爱。漫步在梧桐树下，呼吸着新鲜
空气，让人心情无比舒畅。

金仓湖公园内有一块大草坪，远
远看去，像一块碧绿碧绿的大地毯，
踩上去十分柔软，可舒服了！双休

日，约几个朋友在草坪上搭个帐篷，
一起放风筝，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瞧，我们的风筝腾云驾雾，越飞越高，
时而盘旋几个圈，时而翻几个跟斗，
时而往下一钻，但马上又调皮地飞起
来。一会儿功夫，天上多了一些形态
各异的风筝：有美丽的燕子、可爱的
小猫、胖乎乎的小猪……它们把天空
装点得绚丽多彩。小伙伴们玩累了，
就在帐篷里休息、吃东西、聊天，也是
别有一番滋味。

金仓湖公园，一颗城市中的明
珠，这儿不仅充满自然美，也留下了
我珍贵的回忆。我喜欢它，我的乐
园——金仓湖公园！

“哈哈，我终于成功了！”学校食
堂里传来了阵阵欢乐的笑声，原来是
同学们正在食堂里包馄饨庆祝元宵
佳节呢！

一走进食堂，便感觉与平时有些
不同，仔细一瞧，只见每张桌子上都
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包馄饨的材料：馄
饨馅、馄饨皮。大家分组坐定之后，
我环顾四周，只见二班的同学欢呼雀
跃着：“终于等到我们大展身手的时
刻了。”再看看那边五班的同学，正围
在一起，交流着各自包馄饨的方法，
好不热闹。

随着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立马
行动起来。只见大伙将馄饨皮摊
开，放入适量馅料，在馄饨皮的四角
上沾些水，捏紧，一个馄饨就完成
了。我们小组的同学顺利地包完了
一个个馄饨，有月牙形的、有元宝形
的……琳琅满目。大家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嘴里喊着：“我成功

了！耶！”
这时，一阵笑声飘来，原来是隔

壁组的李同学出洋相了。只见他左
手托着馄饨皮，右手舀了满满一勺馅
儿，放在馄饨皮中央，再把馄饨皮的
两端往中间一合，使劲一捏，不料，馅
儿像小虫一样从馄饨皮侧面钻了出
去。他赶紧把馅堵住，可馄饨皮仍旧

“张着大嘴”，弄了半天，馄饨皮就是
“合不拢嘴”，同学们被这情景逗得哈
哈大笑。最后多亏了好心同学的帮
助，李同学终于成功地包好了属于自
己的第一个馄饨。他长长地舒了口
气，嘴角上扬微微一笑。

看了这么多，现在是我露一手的
时刻啦！因为在家包过很多次了，操
作起来动作十分娴熟。摊皮、放馅、
沾水、捏紧，这几个步骤对我来说简
直是小菜一碟。不一会儿，一个个馄
饨就包好了，望着自己包的一个个神
气如站岗的士兵似的馄饨，心中满满

的成就感。
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馄饨刚端上

桌，同学们早已经按捺不住了，两眼
直直地盯着馄饨，立马伸出勺子往
热气腾腾的盘里舀馄饨。只见吴同
学对着馄饨随便吹了几口气就忙不
迭地往嘴里塞，放到嘴里后，太烫
了，又舍不得吐出来，只能在嘴里将
馄饨左右移动冷却。而王同学嘴里
的馄饨还没有咽下，手里的勺子早
早舀好一个等着了，眼睛还不时地
瞄瞄盘里还有几只馄饨。而我呢，
还没有开吃，香味儿便钻进了我的
鼻子，感觉口水直往上涌。我狠狠
吞了下去，迫不及待地举起勺子向
馄饨进攻，尝了一口，醇厚的浓汁顿
时冲击了我的味蕾，这绝对是世上
最好吃的馄饨！

这真是一个欢乐又有意义的元
宵节，它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有付
出才有收获。

3月5日是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日，
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小记者参加了“学习
雷锋好榜样，主题剪纸寄深情”活动。

这是一间隐藏在居民小区里的艺
术展厅，一走进里面，我们就看见小小
的房间里展示着各式各样的剪纸作品，
每一张剪纸都精美绝伦。一位慈祥的
老奶奶认真地解说着剪纸这门传统文
化技艺的历史以及每张作品的含义。
当介绍到雷锋形象的剪纸作品时，奶奶

给我们讲起了雷锋的故事。雷锋是一
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他乐于助人、
舍己为公。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为
英雄战士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
习”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全国广
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中央将每年的
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听了奶奶
讲的故事，我对雷锋敬佩不已。

接着，奶奶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
印有雷锋形象的纸，纸的背面还装订

着几张红纸。我心想：这有什么难
的，不就是照着边线剪下来就好了！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自己准备的剪刀，
但是，钝头的剪刀剪不了那么厚的一
叠纸。这时候，奶奶告诉我们，剪纸
必须用尖头的剪刀，看似简单的剪纸
也是需要专业工具的。我只能向奶
奶借了一把专业的剪刀。可是，我手
握剪刀，却依然没有剪好，差点把雷
锋帽子上的五角星剪坏。奶奶在我

边上耐心地教我，终于，我成功地完
成了剪纸作品。我拿起自己的剪纸
欣赏着，我们的英雄可真帅呀！我心
里也感叹着：剪纸，真是一门有趣又
有深意的学问呀！

这次活动，不仅把雷锋叔叔的英雄
形象深深刻入我的心中，也让我重新认
识了剪纸这门传统艺术。我呼吁同学
们和我一起，向雷锋叔叔学习，一起做
雷锋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一次有趣的实验
□高新区第四小学 三（2）班 付铭禄温暖

□朱棣文小学 六（2）班 甘雨凡

金仓湖公园
□朱棣文小学 四（4）班 赵奕萱

别开生面的元宵节
□朱棣文小学 五（7）班 李睿琪

难忘的元宵节
□经贸小学 四（5）班 龚邱雯

剪出来的“雷锋精神”
——记小记者剪纸之行

□弇山小学 五（3）班 孙闵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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