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是一个五颜六色的花的海洋，其中我最喜
欢的是桃花。

今天放学后，我在小区的绿化带中看到了两棵
桃树。树干很细，仿佛大风一来就会被连根拔起一
样，看上去很脆弱。树枝上虽然没有绿叶，但开着
许多粉红色的桃花，有的只是花骨朵，像玻璃弹珠
一样；有的只开了三四瓣，像个害羞的小姑娘只露
出半边脸；还有的全开了，像一把把撑开的精致的
小粉伞。桃花中间的花蕊好似一根根蛛丝，一碰就
断。

一阵春风吹来，伴随着桃花的芳香，引来了一只
只可爱的小蜜蜂前来采蜜，仿佛在说：“桃花的花蜜
真甜呀！”

桃花真美呀！

桃花
□高新区第四小学 三（1）班 张芷豪

太仓日报小记者团协办单位

2021年6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屠敏芝组版/王志强校对/刘晓凤08 周刊·小记者

我学会了包粽子我学会了包粽子
□城厢镇第一小学 四（2）班 姬然

端午节来临之际，我和妈妈一起
回乡下看望外婆。一进院子就见地上
摆满了一盆盆碧绿的粽叶和雪白的糯
米，还有我最爱吃的大红枣。以前看
过外婆包粽子，但自己从来没有包过，
这次我忍不住想尝试一下。

我搬来一张小凳子，乖乖地坐在
外婆身边，看她是怎么包粽子的。可
是没看几眼，我就坐不住了，包粽子实
在是太简单了，完全难不倒聪明的我
嘛！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然
而，当我真正去包时，才发现包粽子看

着简单，但是要包得漂亮又结实却非
常不容易。

刚开始，我拿出三片大小不一的
粽叶，学着外婆的样子把它们排列整
齐，折成圆锥形，然后往里面放入一些
浸泡好的糯米，塞两颗红色的大枣，再
填上糯米盖严实。此时，我得意极了，
原来过程比想象中还要顺利，一个粽
子就这样完成了一大半。可是，当我
想把粽叶盖好时，糯米就像一个个顽
皮的孩子，接二连三地往外蹦。我急
得直跺脚，幸好外婆赶紧替我救场，帮

我倒掉了多余的糯米，我这才长长地
舒了一口气。

经过小小的波折，总算到了最后
一个步骤——扎粽绳。我拿起白色的
粽绳，把粽子五花大绑捆了一大圈，还
自作主张地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刚拿起粽子准备
放入盘中，可是不小心扯到了蝴蝶结
的短绳，只听到“哗啦啦”一声，粽叶全
部散开，糯米像断了线的珠子撒得到
处都是。粽子就这样无奈地敞开着它
的白色大肚皮，仿佛在嘲笑我笨手笨

脚。
眼看一个个漂亮的粽子在外婆手

中诞生，我实在有点不甘心，骨子里不
服输的劲儿上来了。有了失败的教
训，我便更加小心翼翼，最后我终于成
功地包出了几个粽子。

吃着自己包的可爱的粽子，我心
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通过这次学
包粽子的经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光说不练，只有自
己真正动手去做，才能享受到成功的
乐趣。

教师，是一盏灯，照亮每个学生前
行的道路；教师，是一束光，点燃每个
学生心中的梦想。教师是绿叶，衬托
着鲜花朵朵；教师是星空，容纳着繁星
闪烁。在读《楷模》这本书的时候，我
就被于漪老师深深地打动了。

于漪老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
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来自人民，毕
业了当然也要为国家服务，我们要将
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相连。”她是
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51年，她
毕业于复旦大学，而后60余年都投身
在教育一线，与语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直到现在，90多岁的于漪老师还在为
培养青年教师而奔波着。

■对学生，满腔热爱
如果用一样事物来比喻于漪老

师，那我想把她比作阳光，她把爱洒向
了每一个角落。于漪老师用自己满腔
的热情关爱着每一个学生，即使面对
有这样那样缺点或困难的学生，她都
不离不弃，关爱有加。

于漪老师班级曾有一位学生患有
肺结核，每个月需要服用两瓶当时最

有疗效的雷米丰，一瓶6元。学生家
里生活十分拮据，于漪老师心疼学
生，就用自己的工资给那名学生买
药。那时候，于漪老师每个月的工资
只有 72元，上有老、下有小，并不宽
裕。她甚至连一根油条也舍不得吃，
自己的儿子直到 28岁结婚，才第一
次穿上皮鞋。而对学生，她总是慷慨
无私。

不仅如此，她还用感恩之情传递
着育人的火种。她将每堂课都当作一
件艺术品来对待。她曾说过“课比天
大”，于漪老师经常在课堂上用具体形
象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理解文中难懂
的地方，引起学生的关注和思考，让学
生学得快乐、学得专注。

■对教师，无私奉献
于漪老师不仅热爱学生，还十分

关注青年教师的培养，在她的倡导下，
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成立了。她培养
了三代特级教师，涌现出了一批全国
知名的教学能手、德育名师。

除了备课、上课、研课之外，她常
常带领老师们思考：“教书”是为了什

么？育人是要“育”什么？教育的根本
目的是什么？于漪老师教育青年教
师知心才能教心，要在教育中不断研
究学生的成长，唤醒他们的生命自觉，
点亮生命之火。

她创设“师徒带教”三级网培养新
模式：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
组长负责，有计划、有目标、有理论、有
实践，全方位发展提升教师教育教学
质量。

■对教育，热忱追求
于漪老师总是说：“教师一个肩膀

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
的未来。”她从教文育人的高度出发，
从两个方面探索改革双线并进，以求
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时形成良好

的文化素养。
在她的教育生涯中，她像一匹不

知疲倦的千里马不停地奔跑着。她主
持近2000节省市级以上探索性、示范
性公开课，其中50多节被公认为语文
教师教改标志性课例；她还笔耕不辍，
将自己的教育实践和思考记录下来，
撰写了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
点被教育部门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
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直到现在，90多岁的于漪老师依
然活跃在语文教学改革的第一线，坚
守在讲台上，“用生命唱歌”。

于漪老师用最博大的爱和最质朴
的教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她
是新时代的楷模！

三尺春风一路歌
——读《楷模》一书有感

□市实验小学 四（6）班 龚亦陆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
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
心，报得三春晖。”《游子吟》这首诗人
人皆知，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第一
眼看到的便是您——妈妈。

记忆中，我第一次洗碗，洗好后
随手将一只碗放在水池边，刚拿起第
二只碗，我手肘往后一碰，“砰”的一
声，碗掉在了地上。看着那碎成片的
碗，我冷汗涔涔。您闻声赶来，我低

下头，准备接受一顿狂风暴雨般的批
评。可您安慰我，说道：“没什么，你
是第一次做家务，难免有失误，赶紧
扫干净，继续洗吧。”我顿时松了一口
气，飞快地将地扫干净，心里感谢您
对我的宽容与慈爱。

还有一次，我在九华山爬山时，看
着那又高又陡的山，觉得遥不可及，心
生畏惧。您对我说：“既然来了，就要
坚持爬到山顶。”我心中顿时增添了不

少勇气与信心。我跟着大部队努力向
上爬，快坚持不下去时，我咬咬牙，一
步一步继续攀登。当我累得满头大汗
时，您递给我水和毛巾，并给我加油打
气。我休息了一会儿，便继续向上爬。
当我站在山顶俯视时，一种强烈的自
豪感油然而生。

妈妈，您就是我生命里的一盏明
灯，感谢您为我照亮前方，为我指引
了人生的方向！

谁做的衣服最漂亮？不同的人，
有着不同的答案。而对我来说，答案
只有一个——妈妈亲手做的衣服最
漂亮！

那一年的“六一”节文艺表演，老
师要求我们穿一件“适合自己、有个
性”的衣服，妈妈决定亲手做。在我
眼里，尽管妈妈心灵手巧，但毕竟不
是专业裁缝，所以对妈妈的这个决定
还是有些怀疑，她能做出漂亮的衣服
吗？

妈妈说干就干。她搬出了平时
不用的缝纫机，精心地在网上挑选面
料，还找出了裁剪、设计的书籍。妈
妈说准备给我做一身古风棉麻裙
衫。妈妈先给我量了衣长、裙长、胸
围，然后埋头研究图纸，有时还在纸
上写写画画。当她心中有数后，拿出

制版用的牛皮纸，在纸上打好纸样，
再用剪刀小心地把各片纸样剪下来，
拿出漂亮的布料，铺平后放上纸样，
用水消笔在布料上描好各片形状、大
小，然后用剪刀小心翼翼地裁剪下
来，妈妈说接下来就可以用缝纫机缝
了。因为第二天要参加表演，我便早
早去睡了。

睡梦中，我依稀听到“嗒嗒嗒”的
声音，揉了揉朦胧的睡眼，看了看墙
上的夜光时钟，已是下半夜了。我循
声望去，昏暗的台灯旁妈妈还在为我
赶制新衣。

看着妈妈瘦削的身影，我的眼眶
湿润了。只见妈妈一会儿凝视着裁
剪好的面料，一会儿修剪面料的边
缘，一会儿启动缝纫机缝几针。在缝
纫的过程中，她有时突然停下来，然

后对着图纸比划，拿出皮尺再量一
遍，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每完成一
个细小的环节，都可以看到妈妈脸上
欣喜的表情。

突然间，妈妈站了起来，反手捶
了捶腰，以缓解疲劳，拿出衣服贴在
自己的胸前比划，应该是大功告成
了。妈妈看着自己亲手做的衣服，露
出了满意的笑容。灯光下，我感觉妈
妈做的衣服特别漂亮。

“六一”节文艺晚会，我们的表演
非常成功。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漂
亮的古风棉麻裙衫赞不绝口，争着问
我在哪儿买的？我很自豪地告诉她
们——是我妈妈亲手做的。

几年过去了，这身最漂亮的衣
服一直珍藏在我的柜子里，也一直珍
藏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爷爷皮肤黝黑，最特别的是那张不算大的
嘴巴，嘴唇却非常厚。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可
没想到爷爷也这么爱说话，而且没完没了的。

每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爷爷就说：“小安
安快点起床，要上学去啦！再不起床太阳都要晒屁
股了。”我刚穿好衣服，就听到爷爷在说：“小安安，快
点去洗脸刷牙，要来不及了，快点！去去去……”我
刚开始吃早饭，爷爷又说道：“快点哦！别耽误时间，
时间不等人，有没有听说过？”去学校的路上，爷爷又
开始了他的“表演”，说道：“安安，上课的时候要认真
听课，不能开小差。在学校要多喝水。今天有雨，别
感冒了……”

放学回到家，爷爷又开始唠叨：“小安安快点去
吃晚饭，今天有青菜、玉米、萝卜丝……吃完了，就去
写作业。”我正在写作业，爷爷说：“把头抬起来点，姿
势不对伤眼睛。写完了就去洗澡，赶快睡觉，不然明
天早上又起不来了！”就连我睡在床上了，爷爷还在
说：“把眼睛闭起来，快点睡哦！”

你们看，我爷爷是多么唠叨啊。妈妈说，她小时
候也是听爷爷的唠叨长大的。我突然对爷爷的唠叨
有了新的认识：那字字句句都是爱啊！

六一儿童节前夕，在一个
艳阳高照的日子里，我们市融
媒体中心的小记者参加了一
场意义非凡的活动——爱心
义卖。

为了这次义卖活动，我做
了精心的准备工作。在义卖
活动的前一个晚上，我翻箱倒
柜找着第二天要义卖的玩
具。我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整
理着玩具。我把那些闲置的、
八成新的玩具找出来放在一
起，再把它们进行分类。有的
玩具被我清洗了一遍，有的玩
具被我塞进了盲袋，还有的玩
具被我精心地打理了一番，看
上去焕然一新。

第二天，我和妈妈早早来
到了义卖地点的摊位上，把玩
具一一摆好，满怀期待地盼着
第一位客人光顾。那时，我心
里特别激动，迫不及待地想开
始这次活动。时间一点点过
去了，我终于迎来了第一位客
人，在我和妈妈的极力推销
下，那位客人买下了我的玩
具，我心里可开心了。在一浪
接一浪的吆喝声中，我们的摊
位吸引了很多路人。

在热烈的叫卖声中，这场
义卖活动结束了，我把义卖得
来的钱捐到了爱心箱里。通
过这次义卖活动，我不仅收获
了满满的爱心，而且明白了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
理。

在我们班有这样一位同学，她担任我们班的劳
动委员，人送雅号“老黄牛”。

说起徐曦，无人不夸：成绩好，长得漂亮，还热
心。她长着一双大眼睛，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高
挺的鼻梁下是一张樱桃小嘴，见人就笑。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同学们早早放学回家
了。我回到家，刚准备写作业，发现文具盒落在学
校。我急忙赶回学校，走进教室发现了令我震惊的
一幕：徐曦同学正拿着扫帚在扫地。只见她弯着腰，
弓着背，仔细地把值日生没扫干净的地面打扫干
净。天色已晚，她却不着急，扫完地后，开始进行垃
圾分类。她戴上手套，熟练地将垃圾一个个分类。

“这个嘛，可回收！”徐曦一边分类一边喃喃道。经过
一番分类，她提起两个垃圾袋，一蹦一跳地去倒垃圾
了。

徐曦对工作的负责值得我们敬佩，在她的带领
下，同学们越来越注意卫生和垃圾分类，这个“老黄
牛”可真是功不可没啊！

徐曦的勤劳和热心还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
平日里，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徐曦，我有道题不
会做。”“徐曦，借我一支蓝笔。”“徐曦，这个垃圾该扔
哪个垃圾桶？”久而久之，同学们遇到困难都会找
她。“有困难，找徐曦。”成了大家的口头禅。

这就是徐曦，我们班的“老黄牛”。一个勤劳又
聪慧的女孩，她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们班的“老黄牛”
□朱棣文小学 五（7）班 戴若涵

唠叨爷爷
□高新区第四小学 三（2）班 赵陈安

火热的
义卖活动

□经贸小学 三（8）班 张露吉

妈妈给我做新衣
□市实验小学 四（4）班 陆羿宁

妈妈妈妈，，我想对您说我想对您说
□高新区第四小学 五（4）班 吴博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