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42025年6月20日 星期五
责编 王雨诗 美编 阳晖副刊·新芽

“咚咚咚”，我赤着脚在学校的操场上
练习非洲鼓，鼓面的震动顺着指尖一直传
到心口。远处山上雾气缭绕，石阶上的露
水沾湿了我的校服，这是我在学校度过的
最后一个春天。

六年前那个寒冷的清晨，爷爷蹲在灶
台前烧柴的身影至今清晰。他的棉袄袖口
磨得发亮，炉火映着鬓角的白霜。突然，屋
檐下的冰棱断裂，碎在院里的石磨盘上。
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命运的石磨在缓缓
转动，发出沉重的声响。

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压垮我们这个
家。虽然父母离异，母亲离我们而去，父亲
外出打工后杳无音讯。学费、生活费成了
一笔不小的开销，家里的经济状况日益紧

张。每当看到爷爷因为我们的学费而愁眉
不展，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疼。这时，
在学校和班主任老师的帮助下，我幸运地
成为了受资助对象。这份资助如同一场及
时雨，滋润了我的心田。更重要的是，它给
了我继续学习，追求梦想的勇气。

学校也给予我重点培养，我有幸地加
入了石魂之声合唱团。穿上漂亮的团服，
站在聚光灯下演唱，“我是大足娃，大足是
我家，文化遗产地，我们都爱它”。歌声从
学校唱到大足的每个角落，从大足再唱到
重庆巴蜀小学梦想剧场，与法国天空之光
女童合唱团同台演唱，那清脆的歌声，好似
山谷中黄鹂的鸣叫，婉转动听，让人沉醉其
中。我们尽情地展示了大足娃的文化自

信，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我们的努力也被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

看到。“张杰音乐梦想教室”为我们合唱团
的孩子捐赠了非洲鼓等各种乐器，为每一
个有音乐梦想的孩子，一个可以站立的臂
膀。打着非洲鼓，唱着《上春山》，我陶醉
了。一次次地演唱，一次次地蜕变，我的
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长大了，我要当音
乐家。我要把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传递给
大家。”

石魂歌声里的春天，是我对未来的期
许，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无论前方如何
坎坷，我都会像大足石刻中的佛像一样，屹
立不倒，用歌声与鼓声，传递着生命的力量
与希望。

这篇文章以“非洲鼓”和“石魂歌声”为
线索，将个人成长与社会关爱交织，情
感真挚动人。开篇用鼓点震动与春
景铺垫，奠定温暖基调，巧妙引入回
忆。通过细腻描写家庭困境，凸显资助与
学校培养带来的希望转折，真实反映生活
磨砺与成长蜕变。加入合唱团、登上舞台
的经历描写生动，既展现音乐梦想的绽放，
也体现地域文化自信。结尾将歌声与未来
期许、石魂精神相融合，升华主题，展现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全文叙事流畅，意象
运用自然，让读者深切感受到逆境中坚守
梦想的力量。 （指导老师 谭平）

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个季
节里，我发现了一树的桂花，它
无声地绽放在小区的角落里，
成为了我心中难忘的风景。

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我背
着书包，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
回家的路上。

经过一番漫长的秋雨连绵，
天空终于放晴，阳光穿透云层，
斜斜地洒在湿漉漉的街面儿上。
我的心情也随着天气的转晴而
变得明媚起来。就在这时，一
股淡淡的香气扑鼻而来，那是
一种让人感到舒心而温暖的甜
甜的香味，我禁不住好奇心的
驱使，顺着香气的方向寻去。

穿过一片绿草坪，我来到
了小区的一个角落。突然，眼
前出现了一棵桂花树。它并不
高大，但却开满了金黄色的花
朵，那些小而密集的花朵，就像
是天上的星星落在了人间。阳光照在树上，照
在花瓣上，那金色好似被点亮了一样，更加灿烂
夺目。

我轻轻走近，伸手轻轻触摸那光滑的花瓣，
它们似乎还保留着雨水的清凉，又透着阳光的
温暖。

站在桂花树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香
气仿佛有一种魔力，让我放松了紧绷的神经，忘
记了学习的烦恼，心中的阴霾在这一刻被彻底驱
散。我想，这就是桂花的魅力吧——不张扬，却
又能在不经意间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与心灵的抚慰。

从那天起，每当我心情不好或是遇到困扰
的时候，我都会来到这棵桂花树下，静静地站一
会儿。那沁人心脾的香气，总能让我找回内心
的宁静和坚强，给我力量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妈妈告诉我，桂花的花语是“珍贵的美
好”。而我，也在这棵树下发现了生活的美好。
它告诉我，即使在寒冷的秋天，也有温暖的阳光
和美丽的花朵；即使在生活中，遇到再多的困
难，只要我们用心去寻找，总能找到让自己心情
变好的理由。

现在，每当走过那棵桂花树，我都会停下脚
步，闭上眼睛，让那熟悉的淡淡花香萦绕在我的
周围。那一树桂花，是秋日里最暖的小灯笼，金
黄的花瓣上沾着放学路上的雀跃，裹着被秋雨
洗净的夕阳；那一树桂花，是时光寄给我的明信
片，每一缕甜香都写满温柔的慰藉，教会我在平
凡中寻找光亮。它是藏在花蕊里的温暖，会像
影子一样陪着我翻越成长的山丘，只要一忆起，
记忆深处就会飘起甜甜的芬芳。

这篇作文犹如一幅细腻的画卷，巧妙地勾勒
出桂花之美与生活感悟，彰显出五年级学生出色
的语文素养，在多个维度上都有着亮眼的表现。

小作者善于捕捉生活细节，充分调动多种
感官。嗅觉上，桂花“淡淡的、甜甜的香气”沁
人心脾；视觉上，“金黄色小而密集的花朵，像星
星落在人间”，比喻精巧，画面感十足；触觉上，
触摸花瓣感知“雨水的清凉、阳光的温暖”，细腻
入微，符合五年级景物描写训练目标，生动鲜活
地呈现出桂花的独特魅力。此外，坐姿还将自
身情绪变化与桂花紧密交织。从疲惫归家时因
桂花香气心情“明媚”，到此后遇困扰在桂树下
寻得宁静力量，情感
流露真挚自然，且能
从桂花中悟出生活
哲理。语言运用上，
小作者可进一步
丰富词汇量，
使 表 达 更
具 文 学
性 与 典
雅感。

（指导老师 王晓丽）

我独自静坐在教室的一隅，目光越过窗
棂，投向外面的世界。行人来去匆匆，似是
被无形的手推着，奔赴各自的方向。我的思
绪也随之飘飞，在回忆的长河中溯游，又向
着未来的迷雾中探寻。

在这快节奏的时代里，时光犹如脱缰之
马，奔腾而去，转瞬即逝。一天的课程在不
知不觉中落下帷幕，终于盼到放学时分。抬
眸望去，天边的太阳已悄然西斜，余晖似金
缕，虽仍带着几分刺眼的明亮，却也难掩那
独属于夕阳的温柔与绚丽。

那片醉人的夕阳，宛如一幅天然的油彩
画，深深触动着我周身的每一根神经。它褪
去了白日骄阳的炽热与张扬，将柔和与静谧
倾洒人间。我沉醉于它那如丝缕般细腻的
色彩，似是天边织女精心捻就的彩线，不事
雕琢，却有着直抵人心的迷人魅力。那红里
透紫的霞光，像是被打翻的颜料盘，肆意而
又巧妙地晕染着天边的云朵，将它们幻化成
一朵朵绮丽的梦幻之花，恰似少女精心编织
的绚烂发辫，美得摄人心魄。远观，那是一
片如梦似幻的绚烂，引人遐思无限；近看，每
一缕光线、每一抹色彩又都有着独特的韵
致，令人惊叹不已。

我曾无数次怀着期待，等候夕阳的降
临。曾经的我，面对夕阳，满心都是对时光
流逝的怅惘，总是不愿目睹太阳缓缓西沉，
仿佛那落下的不是夕阳，而是我抓不住的美
好时光，心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凉。可如
今我渐渐明白，今天的落幕，是明天登场的
序章。若今日的坎儿迈不过去，明日的曙光
便难以照进生活。与其沉浸在对夕阳西下
的伤怀中，不如以积极的姿态去拥抱明天。
当我们以豁达的心境去看待夕阳，它不再是
时光消逝的象征，而是一天充实生活的完美
谢幕，是给予我们慰藉与力量的温柔使者。

夕阳的光辉洒在大地上，瞬间为世界披
上了一层金红的薄纱。那暖色调的光芒，似
是一位慈祥老者的轻抚，带着无尽的温柔与
深情，熨帖着我略显疲惫的心灵。看着夕阳
缓缓下沉，我的心中虽仍有一丝惋惜，惋惜
这一天就这样悄然流逝，惋惜还有诸多计划
未能完成，惋惜这一天里或许又不经意间留
下了些许遗憾。但我也深知，“人非圣贤，孰
能无过”，不必为错失的机会、未完成的任务
而过度懊恼。时光不会倒流，与其执着于抓
住已然溜走的今天，不如珍惜当下，以更饱
满的热情和更坚定的步伐迈向未来。

我热爱那清晨喷薄而出的朝阳，它象征
着希望与新生；也钟情于夜幕降临前的落
日，它蕴含着沉淀与从容。在夕阳的余晖
中，我愿带着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悟，坚
定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前方是坦途还
是荆棘，都能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去
拥抱每一个崭新的日出与日落。

这篇作文文笔优美，情感细腻且富有层
次。开篇通过简洁的场景描写，营造出静谧
的氛围，自然地引出思绪。对夕阳的描写尤
为出色，运用丰富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
从色彩、形态等方面生动展现夕阳之美，使
读者如临其境。文中情感从对时光流逝的
怅惘，逐渐过渡到对积极面对生活的感悟，
体现出作者思想的成长与升华。语言表达
流畅自然，用词精准，句式灵活多变，既富有
文采又不失质朴。整体结构清晰，起承转合
自然，是一篇优秀的抒情散文。

（指导老师 陈铭）

人们的记忆，如同浩瀚宇宙中的星
河，璀璨而深邃。有些记忆像流星般划过
心间，转瞬即逝；有些却如同永恒的星光，
在记忆的长河里熠熠生辉。学会包饺子
的那个周末，就是这样一个永远闪耀的
星点。

那是个阳光慵懒的午后，我写完作业，
循着香味来到厨房。只见妈妈正用筷子
搅拌着盆里的馅料，手臂有节奏地摆动
着。鲜嫩的韭菜末和粉红的肉糜在盆中
欢快地打着旋儿，渐渐融合成诱人的翡翠
色，就像精心打扮的小姑娘，让人眼前一
亮。不用猜，今天中午肯定要吃饺子了！
我的手指不自觉地跟着妈妈的动作轻轻
摆动，心里像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

“妈，让我试试吧！”我跃跃欲试地请
求。妈妈诧异地转过头，面粉沾在她的睫
毛上，像落了一层细雪。“你确定？”她笑着
问。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妈妈终于让步了。

我学着妈妈的样子，郑重其事地拿起
一张饺子皮。雪白的面皮在掌心摊开，凉
丝丝的触感让人莫名安心。我小心翼翼
地舀了一勺馅料，笨拙地对折面皮。可就
在这时，问题出现了——饺子皮像倔强的
小孩，怎么也不肯合拢。“哎呀！”我突然想
起忘记蘸水了。慌忙打开已经变形的饺
子皮，用手指蘸水涂抹边缘。可这个不听
话的小家伙竟然黏在了我的手上，我用力
一甩，馅料顿时天女散花般洒了一桌子。
那个咧着嘴的破饺子，仿佛在嘲笑我的笨
手笨脚。

我不服气地又拿起一张饺子皮，可这
些调皮的小东西似乎存心和我作对。不

是这边破了口子，就是那边漏了馅，案板
上很快躺满了“伤兵”。看着这些惨不忍
睹的作品，我的热情像泄了气的皮球。

“看好了。”妈妈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
起。只见她先在面皮边缘抹上一圈清水，
动作轻得像在给婴儿擦脸。然后舀入恰
到好处的馅料，“记住，贪多嚼不烂。”她边
说边用灵巧的手指捏出精致的花边，就像
在给饺子戴上小巧的厨师帽。转眼间，一
个胖乎乎的元宝饺子就诞生了。

“我会了！”我迫不及待地再次尝试。
起初还算顺利，可没捏几下，饺子又在手
里咧嘴笑了。我气鼓鼓地把这个失败品
扔在桌上，面粉溅起一朵小小的白云。“做
事要有耐心，”妈妈擦掉我鼻尖的面粉，

“就像揉面一样，急不得。”她的话让我想
起面团需要醒发，学习也需要时间。

我深吸一口气，重新拿起面皮。这
次，我放慢动作，感受着面皮的韧性，观察
着馅料的多少。渐渐地，手里的饺子开始
有了模样。当第一个像样的饺子终于诞
生时，我的心像被蜂蜜浸过一样甜。

如今每次吃饺子，那个充满面粉香的
午后就会浮现在眼前。那些最初歪歪扭
扭的饺子，教会我的不仅是烹饪的技巧，
更是人生的哲理：生活就像和面，需要耐
心揉搓；困难就像饺子皮，看似脆弱实则

柔韧。只要不轻言放弃，终能包出属于自
己的完美人生。

这篇习作以“包饺子”为线索，用细腻
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温馨的成长画卷。

文章最大的亮点在于生动传神的细
节描写：妈妈睫毛上的面粉“像落了一层
细雪”，馅料“像精心打扮的小姑娘”，失败
的饺子“咧着嘴嘲笑”，这些充满童趣的比
喻让场景跃然纸上。

情感表达真挚自然，从最初跃跃欲试
的兴奋，到遭遇挫折的沮丧，再到最终领
悟的喜悦，层层递进，让读者仿佛亲历了
这场“饺子课堂”。

在结构上，作者巧妙运用“星光”的意
象贯穿全文，开篇以星河比喻记忆，结尾
升华到人生哲理，首尾呼应，使主题更加
深刻。语言风格清新灵动，动词运用尤为
出色（如“欢快地打着旋儿”“天女散花般
洒落”），画面感极强。

总体而言，这是一篇充满生活烟火气
的佳作，将寻常家务升华为人生课堂，既
有童真趣味，又有思想深度，如同文中所
说的“永恒星光”，照亮了成长路上最朴实
的智慧。 （指导老师 段婷婷）

去年暑假，妈妈带我去成都梨园会馆看
戏。这是我第一次看戏，我满心期待。一走
进会馆就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戏曲氛围。

跳水袖舞的两位漂亮姐姐一上台，我
就认出了她们就是刚才给我化妆的两个
姐姐。她们步子轻盈，舞着长长的水袖，
像仙女一样翩翩起舞。她们一会儿抛一
只袖子，一会儿又把两只袖子全抛出去，
一会儿把两只袖子全收回来，一会儿又只
收回一只……甚至可以把袖子舞得像桌
布那么大。真是婉若游龙，翩若惊鸿，柔
美又不失英气，美得恰到好处。

功夫茶艺让我了解到老成都人喜欢
喝盖碗儿茶。表演茶艺的两位叔叔手里
的茶壶是金色的，壶身跟普通的茶壶一
样，壶嘴却有一米多长。妙就妙在，无论
他们怎样舞动茶壶，茶都不会洒出来，还
能精准地倒进茶杯里，那茶壶好像一个听
话的娃娃。真是精彩绝伦。

手影戏是我非常喜欢的。表演手影戏
的叔叔技艺十分高超，变什么都栩栩如生。
猴子、骆驼、狼、兔子、鸭子、鹅、鸵鸟……
应有尽有。我印象最深的是猫头鹰。只
见叔叔双手举过头顶，做出两只眼睛的造
型，然后巧妙地用自己的头变成了猫头鹰
的身体。还有马也让我赞叹不已。只见

叔叔用一只手变成了马的头和身体，另一
只手则变成马的两只前腿。那马儿一开
始是慢慢地走，有时还低下头来吃几口
草，后来就在草地上快速地奔跑起来，让
人连声称赞。

最精彩的当属川剧变脸了。表演者
们个个都身怀绝技，他们有的一挥扇子
就立马变成了另一张脸，有的一挥手也
瞬间变成另一副面孔，有的一挥披风也
一下子变了脸，还有的一摇头也马上变
了模样……这样的变脸已经让我赞叹不
已，更让我惊讶的是有一位叔叔竟然操
控一个假人变了五六张脸，真是惊掉我
的下巴。最绝妙的是，一位叔叔走下台
来和我握手，他就在我的面前突然就变
了一张脸，惊得我连忙向他竖起了大拇
指！吐火也十分精彩。表演者手持油
灯，张口就是一团烈火，由于位置靠前，
我顿时就感受到一股热浪向我扑面而
来。多么精彩的川剧表演呀！我真是太

喜欢了！
这次梨园会馆之行让我激动的心久

久不能平息，使我对戏曲有了全新的认
识。如果你也被精彩的戏曲吸引了，那就
赶快去梨园会馆看戏吧。

小作者文字基础较好，细腻地观察，
生动的描写让文字鲜活起来，精彩地呈现
出每个节目的画面感，让人忍不住一口气
读完。从水袖舞、功夫茶艺、手影戏和川
剧变脸，读者仿佛也跟着身临其境地体验
了一场戏曲盛宴。文章采用总—分—总
的结构，段落之间衔接自然，让人不知不
觉就走进了你的文字世界，这样精巧的构
思，让文章思路清晰，重点突出。修辞手
法的使用也恰到好处，让人在体验戏曲美
的同时，还感受到小作者的语言美。

（指导老师 张雪琳）

清凉的微风带着淡淡的清香轻抚着
我的脸庞，夕阳斜射下院落的自行车闪闪
发光，那是母亲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心中
有说不出的惊喜与激动。

父亲拍着车垫说：“来，试一下！”我跑
上前，迫不及待地跨了上去，脚还没有踏
上踏板，自行车就扭动着身躯，跳起了八
字舞，“呀，呀，呀！”我嘴里大叫着，“不
好！爸爸快扶住！”只听“哐当”一声，我被
重重地摔倒在地，脚被擦伤了，疼得我眼
泪在眼眶里打转。本想爸爸会来安慰我，
可他只是站在那儿，撇着嘴冷冷地说：“你
可真够笨的！”可把我气坏了，我推开自行
车，跑进房间，“砰”的一声关住房门，扑在
床上，伤心地痛哭起来，并暗暗发誓，以后
再也不骑自行车了。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
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时门外弟弟正
大声背诵着毛主席的古诗《卜算子·咏梅》，
想到毛主席当年在遇到国内外的重重困
难，仍然积极乐观地面对，写下这首诗勉励
自己，劝慰他人，应向梅花学习，勇敢地迎
接挑战，展示自己的俊俏……是啊，我为什

么不能像梅花一样坚强不屈，藐视困难呢？
我为什么就不能像梅花一样有坚韧不拔、坚
强不屈的意志，无所畏惧的精神呢？和先辈
们相比，我的这点挫折和困难又算得了什
么？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想到此，我似乎忘记了疼痛，迅速下
楼，让爸爸重新教我骑自行车。爸爸微笑
着起身，拍拍我的肩膀说：“这就对了嘛，这
么点困难怎么能吓倒我的女儿呢！”说完，
他弓着身子，扶着车座。这一次，我稳稳地
骑了上去，爸爸边跑边叮嘱我：“抬起头来，
眼睛看前方，看远一点。”不知什么时候爸
爸放了手，我歪歪扭扭地蹬了起来。可是
自行车像个犟驴，我身子往左歪，它偏偏向
右倒；我想让它停下，它仍不住往前窜，非
把我带进沟里不可；我想让它跑快点，它总
慢慢悠悠，像没力气一样，虽一次次地失
败、摔倒，腿、脚硌得生疼生疼的，青一块紫
一块，但是我都勇敢地爬了起来。在我如
梅花般顽强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精神驾驭
下，在爸爸耐心和正确方法的指导下，自行
车的犟脾气逐渐有所收敛，越来越乖，越来
越懂我的心，与我配合得逐渐默契起来。

我不断地累积和总结经验，终于学会了骑
自行车，自行车也成为了我最好的伙伴，它
常常载我去我想去的地方，省时省力。

如今我特别喜欢梅花，房前屋后都种
上了梅花。每每看见梅花，就会想到毛主
席写的《卜算子·咏梅》这首诗，就会想到
毛主席的那种积极向上，不惧怕困难与挫
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会激励自己也
要做有梅花秉性的人。我相信他的这种
精神品质将会像灯塔一样照亮着前方，引
领着我们一代代人努力前行。

这篇作文以学车为切入点，巧妙嫁接
梅花精神，完成了一次成长的淬炼。小作
者以细腻的笔触构建了三个动人层次：开
篇用“自行车跳八字舞”“犟驴”等鲜活比
喻，将挫折场景写得童趣盎然；继而以弟弟
诵读《咏梅》为转折，自然引出精神共鸣，实
现由“摔车痛哭”到“带伤再战”的成长跃
迁；结尾将梅花栽种于生活，让精神传承有
了具象载体。文章最可贵处在于“大主题
小切口”的巧妙处理——将革命诗词精神转
化为“青一块紫一块”的学车体验，用儿童视
角诠释了“寒彻骨”与“扑鼻香”的辩证关
系。心理描写尤为出彩，从“暗暗发誓不骑
车”到“忘记疼痛再挑战”的转变，既有童真
任性，又见思想厚度。（指导老师 吴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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