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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业时，
遇到一道难题，
我尝试了很多

方法都没有解

出来， 渐渐地，
我开始心烦意乱。 正想要放弃时， 我突然发现，
墙角处有一只小蜘蛛正在织网。 我没
好气地拿书拍向它 ， 本想把它打死 ，
妈妈在一旁看见了 ， 连忙对我说 ：
“不要打死它， 它还能吃蚊子呢！”

于是，我放下书仔细观察它。 不一
会儿，小蜘蛛就织好了一张网，这时，我
却有了个坏主意， 我用一根木棍把蜘蛛
网扯破了。 谁知，小蜘蛛立即爬到破损的
地方，一圈一圈地转着，不大会儿，就完成了一张
新网。我简直惊呆了！小小的蜘蛛竟有这样大的胸
襟和毅力。它遇到挫折不气馁、不放弃的精神让我
脸红。再看看我自己，一道数学题没有做出来就泄
气，书法没有练几天就不练了，家长批评两句就很
不耐烦……我还不如一只小小的蜘蛛呢！

人生就如蜘蛛结网，只要生命健在，就要努力
前行。我一定要向蜘蛛学习，学习它锲而不舍的精
神，做一个坚强上进的人。

辅导老师 苑梦翔

蜘 蛛 精神

田野中的风雨花， 在风和
日丽下闭阖花萼，锁美藏香，默
默无闻；但当乌云遮天，风雨如
晦时，却绽开笑容，吐蕊喷芳。

风雨花，你躲避太阳，亲近
风雨，是有难言的苦衷吗？我不
相信，你天生就讨厌光明，可是
为什么，当阳光明媚、百花斗艳
时， 你却隐匿在深草丛或小院
墙隅，甘愿被遗忘呢？我曾仔细
观察过，你蜷伏在野草丛中，油
绿色的叶子与杂草混在一起，
很难区分。 你仿佛承受不住猛
烈的阳光，弯曲着花茎，将花骨
朵藏在叶蓬里。哦，我仿佛明白

了，你觉得自己没有桃花娇艳，没有芍药富贵，没
有茉莉清香，没有玫瑰高雅，没有菊花千姿百态
……于是你自惭形秽，气馁了，害怕了吗？ 所以，
心理上矮别人三分，不敢在阳光下和别的花比高
低。

哦，曾经的我，也像你这般，这般没出息，这
般自轻自贱。

小学时，我身体单薄，成绩平平，身高比同龄
人矮，是个“小不点”。有一次，班里要举行诗歌朗
读会，同学们自愿报名参加。那时我十岁，已经意
识到自己的形象有点窝囊，但又想在同学们面前
有所表现，于是壮着胆子报了名。 我精心挑选了
一首诗，背得滚瓜烂熟，想象着自己能一炮打响，
让大家对我刮目相看。

诗歌朗读会上，那些平日在班里很显眼的同
学相继走上讲台，用他们高亢的、嘹亮的嗓音朗
诵诗歌。 很快轮到我了，我的心“咚咚”地跳个不
停，紧张得浑身发抖，连呼吸都不均匀了。正值秋
季，窗外刮着冷风，我头上却冒着汗。 我想，我的
形象那么糟糕，像笼子中的老鼠，一定会招来嘲
笑；我想，我挑的这首诗，念起来肯定滑稽可笑；
我想，我的嗓音既不粗犷也不圆润，不让人笑掉
大牙才怪呢……老师终于点到了我的名字，我像
受到了审判，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我不会。 ”
上台表演的机会，就这样被我错过了。当天傍晚，
我来到一片无人的角落，流畅地将那首诗歌朗诵
了一遍，我给自己打气加油：“下次，我一定可以
登上舞台，将自己自信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

风雨花，你真的那样渺小，无价值吗？你的花
瓣没有桃花娇艳，但你怒放时，像天边的晚霞，给
山野增添妩媚； 你没有茉莉那样扑鼻的香气，但
仍能吐出淡淡清香。 你也有资格在太阳下开放，
而我，也是如此。

每朵花都应有一片阳光。 大花要怒放，小花
也要盛开，开得骄傲，开得自信，开得理直气壮，
开得无所顾忌，开得永不凋零。 我如同杂草中的
风雨花，我要做自己的阳光，恣意绽放。

辅导老师 刘雪宁

市第八中学四（6）班 谢璐阳

王奶奶是我的邻居，在我的印象里，
她是一个十分要面子的人， 我不太喜欢
她， 但有一天， 我改变了对王奶奶的看
法。

假期期间， 村里的阿姨聚在一起聊
天，一位阿姨说：“我每天要上班，家里就
剩下孩子一个人，我很不放心。谁要是能
帮忙看看孩子就好了。 ”我妈说道：“我也
要上班，孩子也不知道找谁帮忙看呢。 ”
其他的阿姨也点头应到，“是啊！ 是啊！ ”
这时，王奶奶来了，王奶奶说：“村里的老
人有的比较清闲， 是不是可以请她们看

孩子呢？ ”阿姨们都说这个办法可行，大
家决定选一位善良、 和蔼的老人帮忙照
顾孩子。

大家最终选择了村里的李奶奶 ，打
算每月每家给李奶奶一百元， 可李奶奶
却说：“有点少了，不如每家给二百吧。 ”
王奶奶听到了， 严肃地对李奶奶说道：
“老李，你咋那么见钱眼开呢？ 大家挣钱
都不容易，一百你还嫌少！ ”说完又对着
大家说：“以后我看着孩子， 你们就放心
吧。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 王奶奶真的照看起我们这

些独自在家的孩子，看到我们，她脸上严
肃的神情也变成了笑容。 王奶奶还给我
们做美食，有一天，我问她：“奶奶，你做
的饭为什么这么好吃呀？ ”王奶奶摸着我
的头笑着回答到：“这不是为了让你吃得
胖胖的嘛！ ”我看着王奶奶笑了。

后来，我才知道，王奶奶早就为我们
这群孩子担心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
听到村中其他人的谈话，这才提出建议。

看来，王奶奶的善良是“蓄谋 ”已久
啊！

辅导老师 高朝伟

“蓄谋”已久的善良
市第八中学八（4）班 付笑蕾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我
和妈妈来到清丰县， 怀着无比
崇敬的心情， 踏进单拐冀鲁豫
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馆 ，
重温抗战历史，缅怀英雄烈士。

走进大门， 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冀鲁豫边区抗战史实展

馆。 踏入展馆，便看到了一组伟
人雕像群，他们身躯高大雄伟，
表情严肃， 坚毅的目光注视前
方。 人们在这里驻足凝望，眼神
里流露出对他们的敬佩。

再往里走， 是抗战历史展
览。 第一部分为“山河破碎，全
民救亡 ”。 讲述了日本侵略中
国，中华儿女奋起反击。 在“星
火燎原冀鲁豫”展区，我了解了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程。 接下
来的展览讲述了， 全国抗日战
争爆发，日军进犯冀鲁豫。 看到
这里，我的心被揪了起来，日军
制造的一件件惨案让我愤怒 ，
我感到周围的气氛也有了变

化， 参观展览的人们都痛斥着

日本军队的罪行。 第二部分是
“浴血抗战，民族脊梁”。 这一部
分记录了一次次战争、一位位抗
战英雄的故事。展柜里展示着红
军使用过的刺刀和军号。透过玻
璃，我仿佛看见战士们英勇杀敌
的场景，令人热血沸腾。

参观完实展馆，我的心久久
不能平静，我依依不舍地走出展
馆，来到下一地点———革命根据

地旧址。这里曾经是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旧居，里面摆放着
各种老旧的物件，记录着他们的
生平业绩，这些战士都是伟大的，
令人敬佩的。

参观结束走出大门后，我的
心却迟迟走不出去。 脑海中浮现
着在革命根据地旧址所见到的、
听到的，我的心中感慨万千。 老
一辈的英雄在中国危难之际挺

身而出，他们的赤胆豪情、铮铮
铁骨永垂不朽，永远激励着华夏
子孙！

辅导老师 苏帅

暑假， 我和家人到苏州游
玩，来到了美丽的平江路。 夏夜
的平江路真静谧呀！ 黑瓦白墙
组成了一座座江南风韵的小房

子，每一个小房子的屋檐下，都
挂了一串红灯笼。 一条美丽的
小河从小房子前流过， 碧绿碧
绿的河面上， 一条条小船在摇
曳……

夏夜的平江路有好多好吃

的！ 我们品尝到了正宗的苏式
绿豆汤和小河虾， 小河虾刚吃
到嘴里凉凉的、滑滑的，嚼了两
下又脆脆的，“咕咚” 一下咽到
肚子里，嘴里还留着虾的香气，
不知不觉我吃了一口又一口 ，
一盘小河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消失了！
品尝完美食， 我们来到一

家画廊。 画廊里的一幅幅作品
吸引了我， 其中一张全家福的
画作映入眼帘， 我不禁想到了
还在家乡的爷爷 、奶奶 、姥姥 、
姥爷， 想到了我们曾经在家乡
夜晚纳凉的情景， 想到了和姥

爷一起遛弯的情景， 想到了我
们欢聚在一起共享家宴的美好

时刻。
走出画廊，迈上小桥，小桥

上的风景真美丽呀！ 风一吹，垂
下的柳枝就像一个姑娘用纤细

的手指轻轻拨动着水面。 这时
吹来一阵风， 风里夹带着一支
美妙的乐曲， 这是当地出名的
曲艺———苏州评弹。 我们随着
风的指引一路走到一座小房子

里，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我站在门边听了许久许久 ，双
脚像被粘在地上了似的。 评弹
里吟唱着江南的秀美， 呢喃着
平江路上的典故。 我正沉浸在
这美妙的乐曲中， 突然没了声
音，原来是结束了，我这才依依
不舍地离开。

人们常说，一条平江路，半
座姑苏城。 这次我亲自走了一
趟， 平江路确实是姑苏城的缩
影啊，尤其是夏夜的平江路，令
人流连忘返。

辅导老师 张玉颖

等待着，等待着，秋风吹过了人们的脸庞，
秋的气息染黄了树叶的尖梢，秋天迈着轻盈的
脚步降临在了人间。

踏入校园，秋风轻拂我们的脸颊，仿佛在
欢迎我们回家。 映入眼帘的是两排高大的栾
树，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 枝头的小黄花可
爱极了，像星星，像碎金，它们在空中跳一阵圆
圈舞，再滑翔到地上，犹如下了一场黄金雨。绿
化带中，如星辰般闪亮的小花，自然是很美的。
银杏叶的小绿扇子也被秋风染了金边儿，枝头
沉甸甸的果实是它们一年的收获。

校 园 里 的

果树繁多，果香
四溢。 看那株石榴树，叶子碧绿碧绿的，其中有
几颗小石榴好奇地向外张望着，它们中大一点
儿的身着光滑的红衣，戴着五角的帽子；略小
的石榴绿皮稍微染上点儿粉色， 像是害了羞；
剩下几个青色的， 还藏在枝叶里不肯出来，阳
光洒入叶间，仿佛几个小灯笼，讨人欢喜。 旁边
是一株山楂树和一棵柿子树。 山楂果儿顶上略
泛点儿粉色，柿子却只有一件青外套，挺着圆
肚子好像在小声说：“它们比颜色， 我们比个

头，我们是最大
的！ ”

校园里最静谧的地方要属“耦乐苑”。 院门
外是丝瓜藤，藤上的黄花，如一个个精心设计的
蓬蓬裙，在阳光下分外耀眼，又如一张张笑脸，
迎接着我们，又如一把把小伞，为花柄处新生的
小丝瓜做保护的屏障。 “耦乐苑”里的植物有很
多，蒜苗、苦瓜、辣椒、大葱、萝卜、丝瓜等。“一份
耕耘，一份收获”“头伏萝卜二伏芥，二伏不出种
白菜”， 院子里这些经验丰富的农谚的标语，也
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最美的要数教学楼前那株亭亭玉立的垂

柳，它的枝条如柔顺的长发随风飘动，这场景如
诗如画。柳条呈现三种颜色，嫩绿、碧绿和深绿，
嫩绿如纱，碧绿如玉，深绿如翡，垂下的柳条似
阳光下的宝石珠帘，随风摇曳，美不胜收。

秋天像一个可爱的小精灵，把校园装点得
美丽缤纷；秋天像仙气飘飘的仙女，使人间落
英缤纷、硕果累累；秋天像慈祥的老婆婆，有着
丰富的经验，把一年到头收获的果实无私地分
给了人们。

辅导老师 冯凯歌

实践、体验、收获，是获取知识的三
部曲。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收获快乐。假
期，妈妈的朋友王阿姨带来了七八十个
钥匙扣，约我和妈妈一起去售卖。 我跃
跃欲试，迫不及待地想大显身手。

晚上，我们准时来到了龙城广场的
北门。 人可真多啊！ 我们找到一个人流
量多的地方，把钥匙扣分类摆放好。 钥
匙扣各式各样，很是精美，商量后决定
了五元一个的价格。

看着眼前人来人往，我有心想要揽

几个客人，可是脚上却像压了一块石头
似的走不动，看着别人的摊位前都是客
人，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只能小声地
吆喝道：“卖钥匙扣啦，五元一个，十元
两个，好看不贵，经济实惠。 ”这时，一位
老奶奶领着一个小女孩走过来，小女孩
看着钥匙扣，眼里满是渴望。 我对老奶
奶说：“奶奶，买一个吧，很便宜的，五元
一个。 ”老奶奶似乎被我说动了，对小女
孩说：“看看有你喜欢的没有？ ”小女孩
开心地蹲下来挑了一个，老奶奶便递给

了我五元钱。 我激动地接过钱，心里像
吃了蜜一样甜， 忍不住高兴地跳了起
来，喊道：“我终于开张了！ ”有了第一次
的成功，我更加自信了，接下来，我的叫
卖声越来越大，一晚上，我赚了五十元
呢！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我明白了一个
道理：遇到任何困难，都要尝试勇敢地
突破自己，只要努力，肯定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

辅导老师 朱丽红

市第八中学七（6）班 张雅静

市第八中学七（6）班 侯令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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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会实践经历
市第八中学六(2)班 段依萱

夏夜的平江路
市第八中学四（7）班 曹易简

探寻英雄的足迹
市第八中学七年级（3）班 李卓炎

暑假里，妈妈打算考机动车驾驶证，
每天早上天不亮，她就赶到驾校练车，下
午，妈妈又顶着大太阳出门继续练车。

一天晚上， 我和爸爸发现妈妈不见
了，结果在书房居然看到，妈妈手里拿着

锅盖 ，脚下踩着两只碗 ，正坐在
书桌旁自言自语。 原来，她把锅

盖当方向盘，把碗当油门和刹车，在练习
开车呢。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 妈妈终于拿
到了驾驶证。回老家时，妈妈打算自己开
车。 出发了，妈妈当司机，爸爸坐在副驾
驶，而我无比紧张地坐在后排，紧紧地盯
着妈妈的手。刚开始，妈妈开车时还会出

现一些小状况，慢慢地，开得越来越稳，
我也渐渐放松，不知不觉，居然到家了，
看来妈妈还是挺厉害的！

通过妈妈学开车这件事， 我明白了
一个道理：只要用心学，什么事情都能做
好。

辅导老师 丁慧敏

妈妈学开车

少年为梦想而努力的身影， 是我向
往的方向和光。

夏日炎炎， 炽热的太阳贪婪地舔舐
着万物，明晃晃的光线如针芒般刺眼，夏
风卷起阵阵热浪， 动摇了枝头， 袭面而
来。

阳光笼罩操场， 我悠闲地倚靠在树
干上， 你身着蓝白短袖校服的身影闯入
我的眼帘。 你奔跑在朱红色的跑道上，汗
水在额头密密麻麻地渗出， 不一会儿就
凝聚成黄豆大小， 顺着碎发划落至下颌
处，又滴落在跑道上，瞬间便被蒸发。 你
的气息逐渐不稳，速度也逐渐减慢，但无
停止之意，仍在逆着光奋力奔跑。

我望着你， 你身上滴滴汗水折射的

光使我心生震撼。
寒冬凛凛， 料峭的寒风将苍白的天

空冲刷得愈加高远， 细散的罅隙中透射
出几缕淡漠昏黄的光。

冬日的清晨幽深冷寂，我偶然抬眼，
却望到教室的灯光在夜色未褪尽的黑暗

中分外明显。 我心下好奇，加快脚步进入
教室，好奇望去，竟是你在伏案刷题，笔
尖划过纸页， 绽放的光芒与纸张相映成
趣。 你似乎还未发觉我的到来，仍低头刷
题。 你专注的眼神，似在发光般，令我心
头一颤。 不久后成绩揭晓，你灿然榜上有
名。

我望着你， 你自信的眸光是我心之
所向。

春日融融，柔色的云划过天际，和煦
的阳光倾洒而下，照得人间霞光万道。

又一次成绩公布， 我的成绩一落千
丈，躲在犄角旮旯。 我的雄心壮志似乎被
淋了一盆冷水，黯然失色。 你逆着光向我
走来，那鼓励的眼神让我心头一暖，我坚
定地微微点头，与你相视一笑。 不惧此次
失败，我决定与你一起追梦。

我望着你， 你鼓励的目光让我心生
坚毅。

轻狂一场，无悔青春。 鲜衣怒马少年
时，仰望星空，与你相伴，我们熠熠生辉。

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
辅导老师 高朝伟

外婆家的那颗枣树 ，
充满了我的回忆。

小时候，每逢夏天，我
喜欢坐在枣树下乘凉 ，靠
在摇椅上， 抬头看到枣树
叶子绿得发亮，微风拂过，
淡淡的清香拂面而来 ，简
直是最极致的享受。

下学后，我总和伙伴们
玩得满头大汗，这时，我就
会邀请大家：“走，一起去我

家树下玩，那里可凉快了。 ”几个小孩儿坐在板凳
上，外婆为我们切上一盘冰冰凉凉的西瓜，那西瓜
别提有多甜了！

金秋时节，庄稼丰收，果实熟透。 中秋节，外
婆家枣树上的果实由青绿色变成了红色。又过了
几天，我坐在树下，掉落的红枣砸到了头上，“唉
哟！”我惊叫起来，虽然受了惊，但也有了口福，我
拿起枣子用衣服擦拭两下便放在嘴里，脆脆甜甜
的口感让我不禁怀疑是吃到了仙果。 霎时，一阵
大风刮过，枣儿们“咕噜、咕噜”掉下来好几个，我
太有口福了！

长大后我在市里读书，一个月才回一趟外婆
家，每次回去，外婆都牵着我的手，在树下跟我叙
说我不在的日子里，村中的各种趣事，把我乐得
前仰后合。 看着和我一起笑的外婆，心里无比温
暖。

小小的果实装着我大大的童年，那些和枣树
有关的零碎趣事，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辅导老师 刘会铭

教我们班美术的徐老师， 有一头一
半白一半黑的头发，那白头发像染的，又
像是自然长的。 他经常穿一件黑白相间
的衣服来给我们上课， 仿佛黑白就是他
的标配。 徐老师还戴着一副圆形镜片的
眼镜，看上去显得十分有文化。

身为美术教师， 徐老师当然有一身
精湛的绘画技术。 这不，上课的时候他把
自已的画展示给大家看， 同学们都赞不
绝口。 的确，他画的各种作品，都像把实

物搬到纸上一样，栩栩如生。 我们都称他
为“大艺术家”。

“大艺术家”有些脾气。 美术课上同
学们都在安静地专心画画儿时， 不知是
班里的哪个“显眼包”说了一句话，引得
大家都管不住嘴，嘀嘀咕咕说起话来。 徐
老师猛然起身，抄起戒尺开始检查，如果
哪名同学面前还摆着一张白纸， 那么就
会很荣幸地收到老师的 “戒尺大礼包”。
戒尺的威力可真大，瞧，同学们都在“埋

头苦画 ”———头埋得一个比一个低 。 当
然，徐老师是“雷声大雨点小”，至今还没
人得到过这份“大礼包”。

徐老师不太爱笑，但笑起来很好看，
这就是“梅花好看不常开”吧！ 所以我们
十分珍惜他的“笑”，徐老师一旦露出笑
容，我们都赶紧停下画画儿，欣赏一番。

这就是我们班的“大艺术家”———美

术老师徐威。
辅导老师 周筱岚

我的“大艺术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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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天 的 校 园

你的光照亮了我的世界

曾经的我， 认为旅行是件
苦差事， 觉得爬山哪有躺在床
上睡觉舒服； 赶海哪有卧在沙
发上读书舒服； 涉水哪有吹着
空调舒服。 可江苏连云港之旅，
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印象最深的是游海上云

台山。 那时正值盛夏，火辣辣的
阳光照在身上，不一会儿，我便
汗流浃背。 乘坐的观光车只开
到半山腰，想看最美的风景，必
须徒步爬到山顶。 抬头看着一
眼望不到边的台阶和陡峭的山

峰， 还没开始爬， 我已经快要
“生不如死”了。 刚爬到半山腰，
汗水就顺着我的下巴往下流 ，
强烈的太阳光照射得我心烦意

乱。 “快看!”忽然，爸爸拍着我的

背大声喊，我循着爸爸的目光看
去，原来，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
爬到了山顶。山下的风光一览无
余，碧蓝的海湾，忙碌的港口，尽
收眼底。 庞大的集装箱，看起来
好像只有火柴盒那么小；高大的
楼房，更像是售楼部里缩小的模
型，多么奇妙啊！ 清凉的山风吹
来，把一切疲劳都吹散了。 我这
才明白，原来旅行不仅是艰难的
跋山涉水， 还有赏不尽的美景，
看不完的奇闻，享不够的快乐。

不爬山， 怎知山之巍峨；不
涉水，怎知水之磅礴；不旅行，怎
会知道旅行的快乐呢？旅行可以
拓宽眼界，可以放松心情，旅行
让生活更美好！

辅导老师 郑艳芳

旅行让生活更美好
市第八中学六（10）班 朱珂欣

盼望着，盼望着，清朗的秋风从身边拂过，
秋天来了，她悠然迈进了我的校园。

校园内一切都懒洋洋的，枫叶从树上缓缓
飘下，躺在学校的小道上，美美地做起舒适的
梦；太阳做完夏天忙碌的工作，躺在云朵这张
软绵绵的大床上，透过云缝偷偷看着操场上跑
步的学生；最悠闲的还得是风儿，它在绿荫小
道上散步，轻抚着树上快要成熟的果实，树叶
见状也“沙沙”地笑起来。

如 果 说 秋

天是一名画师，
那么，秋天的校园一定是它最骄傲的画作。 校
园里一切都是金灿灿的：树上的枫叶，由充满
生机的绿，变成了成熟的金黄色；山楂树上，一
片浅黄色中混进几片淡淡的红，哦，是快要成
熟的山楂！ 它的果实又嫩又小，像一个小婴儿
舒适地躺在巨大的婴儿车里； 教学楼下的那
棵柳树，柳叶还是碧绿的，只有上面那层叶子

开 始 渐 渐 枯

黄 ， 应和着秋
风飞舞到地面上；操场旁的一排银杏树，开始
脱下它夏天碧绿的衣裳，换上秋天的装束，头
上戴上了漂亮的黄花。

秋天的太阳是急匆匆的， 当黄昏略显慵
懒的金光斜射在教学楼上， 月亮便带着夜光
缓缓升上来了。 夜晚的秋风更加清爽，它游窜
于校园之间，偶尔弄落两三个山楂、无花果，发

出“咚咚”的声响；它踏过浅黄的枯叶，又发出
“沙沙”的声音；它吹起鲜艳的红旗，“哗哗”的
声音不绝于耳。“咚咚”“沙沙”“哗哗”的声音交
织在一起，组成一场最精彩的交响乐！

若说校园是一名少女，那么，这秋天的大
好美景便是少女的头饰， 让她更加美丽多姿，
令人流连忘返、赞美不绝。 我深深地热爱着这
秋天的校园！

辅导老师 刘颖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