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父亲平时工作很

忙， 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

多。 在这不多的时间中，父亲

却做了很多令我感动、 难忘

的事情。

这件应该算最近的事

了。

那天， 我和同学骑车一

起回家，眼看就要到家了。 环

顾四周发现没有车后， 我便

要穿越马路。 这时，不知从哪

里蹿出了一辆电动车， 向我

迎面飞速驶来。 等我回过神

来， 我已经连人带车被电动

车撞翻。 幸好一位过路人帮

我与母亲电话联系上了。

母亲到了后， 扶着我和

撞我的那个年轻人前往医

院。 医生问我哪里痛，我说：

“我的脚被电动车轮子轧了

一下，有点疼！ ”接着，医生领

着我去拍片子。 这时，父亲气

喘吁吁地赶了过来， 我心中

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 他不

是正在上班吗？ 他好像从来

都没有请过假的呀？ 他真从

那么远的地方赶回来看我？

这一连串的问号就足以证

明，父亲的到来太意外了。 他

看完片子后，松了一口气，又

叹了口气道：“幸好没有骨

折！ ”医生说，虽然没有骨折，

但那只脚伤得不轻， 受伤的

脚不可以做剧烈的动作，要

我休养几天。 我以为父亲会

安慰我几句或责怪我几句，

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不过，我

知道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不善

表达的人。

回家时， 上下车都是父

亲背我， 还把我背上了六楼

的家。 把我放下后， 他整个

人都瘫倒在了沙发上， 满头

是汗， 嘴上却没有一丝怨

言。 此后的每一天， 校门口

都会出现父亲的身影。 看着

父亲那算不上太高大的身

躯， 我心中满是心疼， 也充

满感动。

虽然我和父亲之间的话

语不是太多， 但令我感动的

总是他的行动。

仿佛有根线连接着我们

父女，直到今天，我才恍然大

悟，原来那根线叫亲情。

（辅导老师：周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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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的幸运日来了，

让我们击掌祝贺吧！

庄重的升旗仪式正在进

行， 好运正在慢慢走向我们

班。 只听主持人说要发奖状

了， 我们脑子里顿时冒出几

个大问号：要发哪项奖呢？ 有

没有我们班呢？

“获接力赛优胜班级的

是一一班， 二四班……第一

名是四三班。” 啊！ 我们班，

我们班……同学们欢呼雀

跃。 更多的惊喜还在后头，

我们班不仅获得了接力赛冠

军， 手抄报、 黑板报、 涂鸦

板统统拿下了第一名。 我们

班今天在新的一周来了一个

开门红， 而且是四喜临门。

啊！ 团结的四三班，一起

努力得第一；啊！ 友好的四三

班， 你我相帮， 树立友好班

风。 不管是幕前拼尽全力的

参赛队员， 还是幕后大声呐

喊的啦啦队， 都在为我们班

增光添彩。 我们还要继续努

力， 给这个团结友爱的四三

班增添更多第一。

拿了第一， 是我们的荣

耀； 努力学习， 是我们的责

任。 同学们，好好学习，给中

国增添更多个第一！

（辅导老师：李玉清）

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二

十出头，刚参加工作，可爱笑

了。 我们和她在一起特别快

乐。

那天下课了，李霖开有问

题要问老师，她开口就叫：“妈

妈，这道题怎么做？ ”你听，叫

得还真溜，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叫错了。 我们大笑起来，老师

也笑了。快嘴的李嘉伟说：“老

师，您多了个闺女。 ”我忙说：

“错了， 错了， 老师又没有闺

女， 怎么能是多了个闺女呢？

应该是有了个闺女。 ”我得意

地看着老师，老师笑得脸都红

了。 旁边的张广听见了，对我

们大家竖起手指：“你们说什

么呢？ 老师没有结婚，也只能

是多了个干闺女。是不是？”这

下老师笑得喘不过气来，一边

笑一边挨个儿用手拂过我们

的头说：“老师这么大的福气

呀！ ”我们都大笑起来。

你猜猜我们的班主任是

怎样称呼我们的？ 是同学们，

是小朋友们，还是孩子们？ 哈

哈，告诉你吧，都不是，听我继

续讲。

那天早上，我们来到了学

校，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里高声

读书。 这时，我们的班主任王

老师踏着轻快的步子来了。

“孩儿们，这么早就到了，外面

冷不冷？ 快到教室里去。 ”“不

冷，不冷！ ”我们看见她，一窝

蜂围上去。 老师摸摸我的脸，

笑着说：“还不冷呢，脸都冻红

了。 孩儿们，快到教室里去。 ”

听见了吧，我的老师叫我

们“孩儿们”。 你听好了，可不

是“孩，儿，们”，而是“孩儿，

们”。怎么样，这个称呼很特别

吧？ 每当老师这样称呼我们，

我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

亲切感。

和老师在一起的时候特

别快乐，我们都更爱笑了。

（辅导老师：王素芳）

“嗨，鲍琦！ ”一个声音从

身后传来， 伴随着后背被人

拍打的疼痛，我急忙回头，原

来是同伴小旭。 这是他惯用

的打招呼方式， 也是他出现

时的招牌动作。

小旭

1.65

米的个儿，加

上稍黑的皮肤和有力的四

肢， 显得有点像电影里的肌

肉男。 他学习不怎么好，还经

常因为违规被罚跑步。 有一

次，他和几个同学不回家，打

台球到很晚。 后来被班主任

发现，第二天就被叫家长。 虽

然嘴里说保证以后不再打台

球， 但当天放学后我就在台

球桌旁发现了他的身影。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

过却也有一副热心肠。 有一

次，还差一分钟就要上课了，

一个邻班同学气喘吁吁、大

汗淋漓地跑到我们班喊：“谁

有英语书？ 借我用一下，我忘

带了！ ”

“我不认识他，而且第二

节课就是我们班的英语课，

我课间预习还要用， 不能借

给他……” 望着这个陌生的

同学，我在心里思忖着。

“我这儿有，给你！ ”小旭

边说边飞快地从书包里掏出

书递给他。

这时上课铃响了起来，

邻班同学接过书就跑了。

“他是谁？ ”我问小旭。

“不知道。 ”小旭摇摇头。

“不知道你就把书借给

他？ 他要是不还你怎么办？ ”

“我信任他这个新朋

友！ ”

像这样的事， 发生在小

旭身上还有很多。 他对朋友

给予了极大的信任， 他的朋

友也很信任他。 通过他的所

做所为， 我明白了看一个人

的好坏既要看到他的缺点，

也要看到他的优点。 作为同

班同学， 我会帮助他改掉喜

欢搞恶作剧和贪玩的坏习

惯， 同时也会学习他乐于助

人的优点， 相信这样我们就

会取得共同进步。 我也相信

如果全社会都能从正反两面

来看待一个人，并取长补短，

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是个温

暖的社会。

我们班的热心人
淇滨中学七十三班 鲍琦 小记者证编号：

09060291

我与父亲
鹤翔小学五二班 陈子言

★

小记者证编号：

200803354

我们班的幸运日
师范附小四三班 窦涵怡

★

小记者证编号：

200803238

我们和老师
福田小学三四班 王雪彤 小记者证编号：

090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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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小记者：

大家期待已久的暑假生

活即将到来，本报精心为大家

准备了一系列的暑期活动，如

消防安全夏令营、艺术家教你

“能说会道”、新闻采访知识培

训、我当“图书小馆员”（详见

本期

16

版小记者活动预告）。

如果你感兴趣，请告诉你的同

学和小伙伴，邀请他们一起来

加入小记者的行列，过一个快

乐而又令人难忘的假期吧！

消
息 树

2049

年， 有一套文具问世

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文具哦！这

套文具中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

的特点。

这是一支钢笔， 它的笔头

上方有一个伸缩电话， 能随时

接听电话，并且不用付电话费。

上面还有红绿两个灯， 当你写

错题时，红灯就会自动亮起来，

并对你说：“小主人， 这道题错

了！ ”如果你写对了，绿灯亮起

来并连连称：“你太棒了！ ”怎么

样，很神奇吧！

这是一把尺子， 它们的外

形和普通的尺子没什么不同。

可要是你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

现在直尺的

15

厘米处有一个

小开关， 一按开关就会跳出一

个微型电脑，鼠标、键盘，应有

尽有。 再按一下小电脑的开关，

它就自动弹回去了。 不要怕会

没有信号， 不管是在山村还是

城市，它总能与世界迅速联结。

还有一支教师专用笔，这

可是

2049

年老师必备的工具。

这支笔大大减轻了老师的负

担， 它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任何

问题的正确答案。 使用方法也

很简单：就是拿笔轻轻一点题，

就可以出现正确答案， 这种笔

只适合老师和家长用。 用笔时，

笔会通过各项检查来确定你是

不是老师或家长。 如果不是的

话，出现的答案全部是错的。

这样的文具还有很多，我

就不一一介绍啦，想要吗？ 如果

想要，就等到

2049

年吧！

未来的文具
第四小学五四班 刘丽媛

小记者证编号：

09010122

邀请小伙伴
玩转暑期

本版策划：袁红 组稿：王文娟

看到这个题目你是不

是觉得很奇怪，电话怎么传

呀？ 其实这是个游戏名称，

今天老师带我们就玩了这

个游戏。

老师笑眯眯地说：“它

的规则是这样的：由一个同

学上台看老师手中纸条上

的字，然后小声说给第二个

人，第二个人再告诉第三个

人……最后一个人把听到

的字写到黑板上。 哪队写得

又快又准，哪队就赢了。 ”我

胸有成竹地对我的队友说：

“这有什么难的， 肯定是我

们队赢。 ”

比赛开始了，我箭步如

飞地跑上前去，看到老师手

中纸条上的字“小猴吓得撒

开气球拔腿就跑”。 我在心

里默念了一遍，立刻跑回去

告诉第二个人。 谁知越紧张

越出乱， 她怎么也听不清，

我焦急得头上直冒冷汗。 终

于，她听清了，又急忙告诉

第三个人。 这时对方第三个

人已经传完了，我着急地在

原地跳了起来。 我们队的第

三个人表现很棒，一阵风似

的跑上了讲台，用自己最快

的速度写了起来。 对方早已

开始写了， 但写的速度不

快，这时我的心里好像有一

只奔跑的小鹿突突地跳着

……终于我们队以一字的

优势先写完， 但写错两个

字。 不过，对方错得可太离

谱了，写成了“小猴下蛋，把

蛋乞求，撒腿就跑”。 看着黑

板上的两行字

,

我们大家笑

得肚子都疼了。

当然比赛结果是我们

队赢了。

“传电话”好玩吧？ 你也

快来传传吧！

或许人们忘了，或许人

们忽视了，有很多歌曲歌唱

母亲的伟大，却很少有歌曲

去赞颂父爱。 但我却从生活

的细节中，感受到了爸爸无

处不在的爱。

曾几何时，我总是在爸

爸面前撒娇。 幼时每逢正月

古庙会，爸爸总是义不容辞

地承担了我的重量，让我骑

在他的脖子上。 爸爸在人海

中使出浑身解数，让我把所

有的精彩表演尽收眼底。 这

动人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地

印在我的脑海中。

有时， 爸爸也很严肃，

一点儿也不迁就我。 跌倒

了， 拉我起来的是妈妈，喊

“再爬起来” 的却是被妈妈

埋怨的爸爸； 逢沟遇坎，抱

我过去的是妈妈，鼓励我自

己跨越的还是爸爸。 记得上

学期， 由于我成绩下滑，被

老师免去当了四年的班干

部。 回到家，我委屈得一直

哭。 爸爸安慰我说：“哭是没

有用的，在哪跌倒就从哪爬

起来。 爸爸相信你，只要肯

努力，你会比以前更优秀。 ”

爸爸就是这样， 从不多说

话，但说出来便掷地有声。

每次周末回家，爸爸都

给我买新衣服和学习用品，

但他总舍不得给自己花一

分钱。 妈妈常说爸爸是家庭

的支柱，没有他，家就要散

架。 是呀，爸爸不仅仅是家

里的经济支柱，更有那深沉

的父爱！ 我时刻都能感受到

爸爸那双流露着期望、闪烁

着刚毅的眼睛在注视着我。

总之，爸爸很爱我，爱得粗

犷，爱得实在，就像大山哺

育小树，一边把自己的生命

化作涓涓细流输送给成长

中的小树，一边盼望小树越

长越壮，越长越挺拔。

多么深沉的父爱啊！

清明节那天，我和其他

小记者们到烈士陵园扫墓

后，在返回途中，路过一座

堤坝， 坝下便是一潭浅水，

很少亲近大自然的我们便

冲向大坝，奔向水边。

哇

!

这里竟有小蝌蚪。大

大的脑袋， 黑黑的身子，长

长的尾巴，好可爱呀

!

我们立

刻围过去，情不自禁地伸出

手与小蝌蚪嬉戏。 这些小家

伙可真是机灵，竟从我手中

的缝隙溜走了。 我不死心，

终于将两只小蝌蚪捧在手

心。 它们在我手中游动着，

我有一种痒痒的感觉。 此

时， 我真有些爱不释手了。

于是，我把它们放进矿泉水

瓶子里后， 又捕捉了几只。

不一会儿，我们都“丰收”了

!

看着我们的“战利品”，

我们兴奋地相互炫耀。 不

料， 朱老师和妈妈走过来，

对我们说

:

“你们瓶子里可装

了十几只青蛙呀。 一只青蛙

一年要捕捉上万只害虫呢，

快把它们放回去。 ”我们虽

然也知道这个道理，但实在

太喜欢它们了， 都撅着嘴，

极不情愿地走向河边。 我偷

看了几眼妈妈， 又看看蝌

蚪，央求道：“只留下两只行

吗？ ”这时，朱老师的儿子吕

晓波也开始辩解：“我们只

带回去两只，好好地喂养它

们，养成青蛙后再放回大自

然，照样可以捉蚊子呀！ ”我

们连声附和。 朱老师说：“好

吧，你们就带回去，看看是

否能养得活？ ”

到家后，我把两只小蝌

蚪小心地放在盆里，看着它

们在水中游来游去。 它们似

乎也好奇，打量周围陌生的

环境。 此时，我突然有一种

奇怪的感觉，它们会不会想

妈妈呢？ 它们的妈妈找不到

自己的孩子， 该有多伤心

啊！ 我不禁后悔起来。 可转

念又想，我把它们养大后再

送回去不就行了。 以后的几

天，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

是看小蝌蚪，每天早上第一

件事就是给小蝌蚪换水。 它

们似乎对这里的新环境也

比较满意，快活地摆动着漂

亮的黑尾巴。 可是，我最担

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

天，我放学回到家，像往常

一样直奔阳台，却意外地发

现它们一动不动地浮在水

面上。 我用手小心地触动他

们的尾巴，但它们没有一点

儿反应。 我惊呆了，原来小

蝌蚪死了！ 我伤心地蹲在那

里，心中充满了自责，是我

害死了它们。

是的， 它们属于大自

然。 老师也告诉过我们，爱

它， 就要给它自由。 可我

……哎，小蝌蚪，对不起！

（辅导老师：朱瑞红）

爸爸的爱
浚县科达学校四一班 孙慧

★

小记者证编号：

200803024

对不起，小蝌蚪
鹤山区双语小学三二班 田新宇 小记者证编号：

09030254

传电话
桃源小学三五班 周子涵 小记者证编号：

200803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