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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校是一个美丽的、充满活力的校园，我很喜
欢这里。

这里有漂亮的花坛，同学们常常在花坛旁驻足，欣
赏五彩缤纷的鲜花。 校园里还有郁郁葱葱的大树，每当
天气炎热时，同学们便聚集在树荫下乘凉。 此外，还有
宁静的教室，这里是同学们共同学习的场所，大家聚精
会神地聆听老师的教诲。

如果有人问我，在校园里最喜欢哪个地方，我会毫
不犹豫地告诉你———是操场！ 因为在那里，我能够和朋
友们尽情地玩耍，享受无拘无束的快乐时光。 操场上的
气氛总是热闹非凡，但即便如此，我们总能找到一片属
于自己的小天地。 在那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奔跑、欢笑。

我的学校不仅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 更是孩子
们成长的乐园。

辅导老师 曹丽敏

亲爱的妈妈：
您好！
记得从前，我并不理解您。 每次做

作业超时完成， 您总以为我在玩耍，动
辄便罚我抄写，有时甚至要求我写长篇
的检讨。有一次，我熬夜写得泪水涟涟，
但您仍旧不为所动。 坦白说，虽然有时我确实在玩，但
有时候我是被误解的，那种委屈感让我非常难过。 随着
委屈的累积，我逐渐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后来， 我注意到那些习惯拖延的同学做作业的速
度越来越慢，甚至有时连试卷都写不完。 当老师在班级
中公开表扬我时，我感到高兴，同时也感到困惑，为何
我写作业的速度如此之快？ 不仅如此，我的成绩也有了
显著的提升。 我将这些疑惑告诉了您， 您解释说：“其
实，我对你的爱更是一种监督。 特别是那一次，已经大
半夜了，你还在写，本来我也想退缩和选择宽容，可是
为了让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不得不狠下心来，坚
持让你写完。 ”

那时，我发现您的眼角挂着泪水。 我明白了，有些
话您没有及时表达出来，但在那滴泪水中，我看到了您
对我深深地疼爱。

妈妈，我终于领悟了您的爱！ 妈妈，感谢您，让我沐
浴在爱的光辉中，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祝
工作顺利，永远开心。

您的孩子：杨嘉齐
2025 年 1 月 7 日
辅导老师 张谢美

“一个小小的酒杯生长在花园之
中 ， 里面装的不是酒 ， 而是满满的
蜜。 ”你能猜出这是在描述哪种花卉
吗？ 它正是我钟爱的一种植物———郁
金香。

刚开始，郁金香细长的茎上长出
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花蕾，随着时间的
推移，它逐渐绽放。 郁金香的花瓣呈
椭圆形，紧密相连。 在它尚未盛开时，
花瓣紧闭，仿佛顽皮的孩子在说：“我

不出来，我就不出来！ ”但不久之后，
郁金香便开始领略大自然的奇妙，伴
随着自然的旋律，展现出阳光般的笑
容。

郁金香有黄色 、粉色 、橙色等多
种颜色 ，触摸郁金香的花瓣 ，触感如
棉花一样柔软。 如果你凑近它，一阵
清香扑鼻而来，仿佛是郁金香发出了
邀请：“快来闻闻，感受我甜蜜的芬芳
吧！ ”

郁金香每天都会伸展它那细长的
茎颈沐浴在阳光下， 仿佛在边晒太阳
边思考，如何展现自己最优雅的姿态。
郁金香与其他花卉不同， 它不会完全
展开自己的花瓣，只会展开一点点，就
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正是这种含蓄，
让它显得尤为独特。

我对郁金香情有独钟， 你们又偏
爱哪种植物呢？ 欢迎分享你们的植物
故事。

我 住 的 小 区 景 色 迷
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小区里的树很美丽。春
天， 树木抽出了新的枝条，
长出了嫩绿的叶子。 夏天，
树妈妈像披上了一件绿色
的外套， 那叶子又浓又密，
好像一把把绿色的太阳伞。
秋天，树上的叶子变得金黄
金黄的，风一吹，叶子便飘
落了下来，仿佛一只只飞舞
的蝴蝶。 冬天，树木变得光
秃秃的，仿佛它们的头发被
剪得一干二净。

小区里的花园也很漂
亮。 那里有各种各样美丽
的花朵， 有粉红的、 雪白
的、 淡黄的……花儿们争

奇斗艳，漂亮极了。 每到花
朵绽放的时节， 我和妈妈
都会一起去赏花。

小区里的小广场可真
热闹啊！ 有早上晨练的老
人，看，他们正在那里练单
杠呢。 还有很多小朋友在
这里玩耍， 他们有的在荡
秋千，有的在玩滑滑梯，有
的在用沙子堆城堡， 还有
的在玩跷跷板， 真是热闹
极了。

这就是我的小区 ，这
里不仅一年四季 都 很 美
丽， 还承载着我童年美好
的记忆。 我爱我的小区，也
欢迎你们来玩。

辅导老师 毕蕊蕊

亲爱的祖国母亲：
您好！
回顾百年历史长河，您宛如一棵幼苗，在狂风暴雨

中摇摆不定，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然而，这
些屈辱并未为您赢得尊重， 反而招致了更多的轻蔑与
侵犯。 当您病弱、经济落后，面对全世界的轻视，甚至有
人企图瓜分您的领土时，您并未退缩，而是勇敢地向侵
略者宣战。 您的无数儿女义无反顾地站起来，通过一次
次的胜利，逐渐洗刷了您身上的屈辱。

终于，在 1949年 10月 1日，一只东方雄狮崛起，
一步步走向变强的道路：“中国天眼”、北斗卫星、神舟
飞天、 深潜载人……全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 “中国制
造”。

我知道，未来的路不会一帆风顺，但我相信，我们
有着不服输的精神，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团结一
心，就像我们曾经战胜过的无数次的挑战一样，所向披
靡。

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 但我已种
下了梦想的种子。 我要努力学习，全面提升自己，哪怕
只是一点微光，也要为您增加一份力量。

祝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爱您的孩子：王奕舒
2025 年 1 月 8 日
辅导老师 任毅娟

在寒假期间，我报名参加了濮阳
日报社校园记者组织的非遗面塑制作
活动。 这次活动非常有趣，让我受益
匪浅。

活动开始了，首先，老师一边做讲
解，一边展示要用到的材料。 通过老师
的讲解，我知道了面塑用的“面”是由
淀粉、糯米粉、甘油做成的。 做彩色的
“面”时需要往里面加一些颜料，不过，
这颜料可不是普通的颜料， 而是从我
们吃的东西里提取出来的， 比如从菠
菜汁里提取出绿色，西红柿、草莓和胡
萝卜里提取出红色， 紫薯中提取出紫
色等。

接着，我们观看了一个制作猪八
戒面塑的视频。 视频中，制作人手法
熟练连贯 ，一气呵成 ，我不禁暗暗佩
服，却听老师说：“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还有更难的呢！ ”我有些惊讶，心想：
“这还叫简单，那难的得什么样啊？”下
一秒我立马知道了，老师又换了一张
“更难”的图，看着像是一头狮子，只见
狮子头周围的毛发用不同花纹、不同
颜色的面团捏成，脸部捏的也很漂亮，

我第一次见这么复杂的面塑， 真是大
开眼界。

最后，到了动手制作的环节，我们
今天要捏的是面塑小蛇。 老师先给我
们讲解了制作过程：上面捏一个蛇头，
下面捏三个山楂， 最下面捏一条蛇尾
巴。 老师把各种颜色的面团分发给我
们，我迫不及待地开始制作。 先做小蛇
的头部， 老师指导我们完成小蛇的眼
睛部位后， 建议用力按压使其更加突
出。我用小拇指按压了几次，蛇的面部
便出现了两个深邃的眼窝。 我又开始
做其他部位———狮子帽， 小蛇戴的是
狮子帽，是一个小山形状的，捏好后，
我又捏出三个山楂球和绿色的蛇尾
巴。

所有材料准备就绪后， 老师分发
给每名同学一根竹签， 我们依照老师
的指导，依次将蛇头、山楂球和蛇尾串
连在竹签上。在穿山楂球时，有一个山
楂球变形了，我赶忙把它重新捏圆，此
时，我才深刻体会到，面塑并非如表面
看起来那般简单。

终于到了“画龙点睛”的时刻，我

们用白色颜料为小蛇的眼睛点上灵魂
之光。 虽然我点出的眼睛并不是完美
的圆点，起初有些失望，但转念一想：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亲手制作的面
塑作品！ ”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参加此次活动， 不仅让我学会了
技艺，学会了耐心与坚持。还进一步了
解到了更多关于非遗的相关知识，这
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辅导老师 孙志伟

和春节有关的民俗文化你了解多
少呢？ 寒假里，我来到濮阳日报社小记
者活动中心， 参加了一场非遗面塑之
旅。

“什么是面塑？”“怎么能捏得好看
呢？ ”看着桌子上五颜六色的面团，我
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老师明白了我
们的想法，于是对我们讲解道：“面塑，
俗称面花、礼馍、羊羔馍、花馍、捏面人
等，它是源于山东、山西、北京的中国
民间传统艺术之一，即以面粉为主料，
调成不同的色彩， 捏面人时用手加上
简单的工具，根据所需随手取材，在手
中几经捏、搓、压、揉、掀，再用小竹刀

灵巧地点、切刻、划，顷刻之间，栩栩如
生的艺术形象便脱手而成。 ”

听完老师的讲解后， 我们开始自
己制作面塑。 2025年是蛇年，我们决
定做一条生肖蛇的面塑。

首先， 用一团绿色的面团做小蛇
的头部， 在脸的上半部分抠出两个小
洞，再把圆圆的黑色面团放进去，用画
笔蘸取白色颜料在黑色面团上点一
下，一个漂亮的小蛇头部就做好了。

接着 ，为了让它更漂亮 ，我要给
它做一顶狮子帽。 我把红色的面团先
捏成一个帽子形状，轻轻的放在小蛇
的头上， 用白色的面团搓成细条，环

绕在帽檐周围。 接着又用白色和黑色
的面团做成狮子的眼睛，用粉色的面
团做成狮子的鼻子，最后把这些都粘
在狮子帽上，一顶可爱的狮子帽就完
成啦。

最后 ， 为了增加过年喜庆的氛
围，我把小蛇下面的身体做成糖葫芦
的样子。 再加上一条细细长长的绿色
尾巴，我的面塑小蛇就制作完成了。

此次面塑之旅让我受益匪浅，做
面塑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 还丰
富了我的寒假生活。以后，我要多参加
这样的活动， 学习并传承中国传统文
化！ 辅导老师 孙志伟

你知道什么是面塑吗？ 你了解面
塑的制作方法吗？ 寒假期间， 我化身
“非遗文化传承使者”， 参加了濮阳日
报社校园记者组织的非遗面塑活动。

我对这次活动满怀憧憬与期待，
一路上蹦蹦跳跳地来到了活动地点。
活动开始了， 老师耐心地给我们讲述
面塑的故事， 听完后我对面塑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 也愈发坚定了我传承这
一传统文化的决心。

终于到动手制作面塑的时刻了，
我们要制作一个面塑小蛇， 小蛇的脑
袋是绿色的， 蛇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
狮子帽， 蛇的身子是三颗红色的山楂
球， 最下面是一条绿色的蛇尾巴盘在

糖葫芦上。
只见一个个面团在老师手中仿佛

被施了魔法， 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
小蛇的模样。我学着老师的样子，开始
揉捏起手里的面团。此时，我手中的面
团仿佛承载着古人对美好事物的期
待，每一次揉捏，都凝聚着传承传统文
化的责任。不一会儿，一个可爱的蛇头
“冒”了出来。看着那圆圆的脑袋、大大
的眼睛和粉嫩的舌头，我信心倍增，继
续投入制作。然而，在做小蛇头上的狮
子帽时， 我遇到了难题———帽子上的
眼睛，我怎么都做不好。 就在这时，我
仿佛看到自己做的小蛇出现在眼前，
它吐着粉色的小舌头， 对我说：“你是

非遗文化传承使者， 你要把面塑的技
艺传承下去！”我眼前一亮，对啊！我肩
负着传承这一传统文化的使命， 怎能
被这点困难打败？我静下心来，继续认
真研究。没过多久，我终于做出了一顶
完美的狮子帽。 戴上帽子的小蛇显得
愈发可爱， 我仿佛看到它正对着我点
头微笑。接着，我又给小蛇添上了糖葫
芦和尾巴， 一条讨人喜爱的面塑小蛇
就完成啦！

活动结束了， 我看着亲手制作的
面塑小蛇，心里满是甜蜜。 作为“非遗
文化传承使者”，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
面塑， 让这份珍贵的文化宝藏代代相
传。 辅导老师 孙志伟

我的妈妈是一个很温
柔的人，她几乎从不发怒。

我的妈妈烹饪技艺精
湛。 看，她先将鸡蛋倒入锅
中炒至熟透， 然后盛出备
用。 接着将切好的西红柿
倒入锅中，炒至汁液四溢。
最后将之前炒好的鸡蛋重
新倒入锅中， 让它们充分
吸收西红柿的鲜美汁液 ，
一同炒至入味。 一道色香
味俱佳的西红柿炒鸡蛋就
完成啦。 每次品尝这道菜
时， 我都能轻松吃下两碗

米饭。
我的妈妈非常有趣。她

经常陪伴我和弟弟一起玩
飞行棋游戏，我的棋子一飞
就直接跨越了一大段路程，
连续掷出了好几个六点，轻
松获胜。 然而，妈妈的运气
总是出奇的好，每次都能掷
出四点或五点。

我的妈妈还很大方 ，
经常给我和弟弟买玩具。

我 的 妈 妈 是 一 个 温
柔 、有趣 ，做饭好吃的人 ，
我非常爱她。

我的妈妈有一张时刻
带着微笑的脸， 一双大大
的眼睛， 戴一副黑色边框
眼镜，留着乌黑的短头发，
不高不矮的个子， 看着非
常精神。

她很勤劳， 每天中午
一回家， 我就能吃到可口
的饭菜， 她每天都把家里
收拾得干干净净， 把我打
扮得漂漂亮亮。

记得在我上一年级的
时候， 有一天中午我放学
时， 天空忽然下起了倾盆
大雨，我心想：妈妈肯定不
会来接我了。 谁知道我刚

走出教室门口， 就看见妈
妈已经站在那儿等我了 ，
我高兴极了。

和妈妈一起走出校园。
由于只有一把雨伞，妈妈为
了不让我淋到雨， 让我打
伞。我看到雨水滴在妈妈的
头发上，又从她的发梢流下
来……

回到家， 我看见妈妈
全身都湿透了， 我心里非
常难过， 眼泪不知不觉地
流了下来。

这就是我的妈妈。 我
以后要好好学习， 用实际
行动回报妈妈的爱。

我的妈妈是一个既温
柔又严厉的人。 她有一头
乌黑的头发， 常常扎成一
个马尾辫， 显得既精神又
干练。 她的眼睛很大，像两
颗闪亮的星星， 眼里充满
了对我深深的爱意。

妈妈对我的学习要求
很严格。 每天放学后，她都
会监督我完成作业， 并检
查我的作业是 否 认 真 完
成。 如果我有不懂的地方，
她会耐心地为我讲解 ，直
到我完全理解为止。 虽然
她有时候严厉， 但我知道
这都是为了我好。

除了学习， 妈妈也很
关心我的生活， 每天一大
早妈妈就开始做早饭 ，让
我吃得饱饱地去上学。 晚
上，她还会陪我一起看书、
讲故事。

妈妈的爱是无私的 、
伟大的， 她不仅关心我的
学习和生活， 还教会了我
许多做人的道理。 她告诉
我要诚实 、善良 、勇敢 、坚
强。 我爱我的妈妈，我为有
一个好妈妈而感到骄傲与
自豪。 我会努力学习，健康
成长，为祖国争光，不辜负
妈妈对我的期望。

我的妈妈很美丽。 她
有一对明亮的大眼睛 ，一
头乌黑发亮的头发， 美丽
中弥漫着芳香。 我的妈妈
还有两道弯弯的眉毛 ，感
觉精气神十足呢！

我的妈妈性格温柔 、
心地善良， 她总是面带微
笑。 有一次，数学考试我考
了不到 80分，妈妈看到试

卷并没有批评我， 而是跟
我分析失分原因， 并给予
我鼓励， 这使我鼓足了学
习的劲头。 有了妈妈的鼓
励和陪伴， 我的学习变得
更加轻松。

我的妈妈不仅温柔可
亲， 还在生活和学习中给
予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喜
欢我的妈妈。

花开有声

寒假趣事———指尖上的“面”魔法
市实验小学五（6）班 宁珂

市实验小学五（6）班 张家路

市实验小学五（6）班 白笑阳

我的妈妈

市第三小学四（2）班 辛修献

市第三小学四（2）班 张妙雪

市第三小学四（2）班 刘依依

市第三小学四（2）班 刘珈铭

辅导老师 丁玉花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 ”在带着年味的爆竹声和孩子们的
欢笑声中，我们迎来了2025年春节。

写春联、 贴春联是春节前必不可
少的习俗。 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
倡贴春联，他要求除夕夜家家户户在大
门贴上春联，寓意新的一年美好、幸福、
阖家团圆。这一习俗反映了中国人对传
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体现了中华民族
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与坚守。

将近两年的毛笔字学习， 使我的
书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我满怀期待
地参加了爸爸单位和社区举办的两场
义写春联活动。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铺

满对联纸的案台一字排开， 到处是一
片片中国红，非常喜庆热闹。 “金龙含
珠辞旧岁 银蛇吐宝贺新春”“春风送

暖蛇年好 瑞气迎门鹊语香”，各式各
样的春联内容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
息。

我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和笔，让
毛笔吸满墨汁， 伴随着令人陶醉的墨
香，我满怀激情地挥毫泼墨，笔触稳健
有力，墨汁在红纸上缓缓扩散，一副副
春联化作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以
及对伟大祖国的祝福。

我周围聚集了许多叔叔阿姨，他
们欣赏着我书写的春联， 纷纷鼓掌称
赞，这让我感到无比喜悦。

市第六小学五（13）班 韩辰钰
辅导老师 仁毅娟

我喜欢的一种植物
市第三小学四（2）班 李雨果

给祖国母亲的一封信
市第六小学五（13）班 王奕舒

给妈妈的一封信
市子路小学四（1）班 杨嘉齐

我的学校
市第三小学三（7）班 孔艺煊

这儿真美
市高阳实验学校三（1）班 李念宋

写
春
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