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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与乌鸦狐狸与乌鸦》》续编续编
◆◆ 永平小学四永平小学四（（88））班班 王梓轩王梓轩

老 师 点 评

今天下午，乌鸦不知又从哪里得到了

一块肉，正站在树枝上得意洋洋地炫

耀着！

这时，一只饥饿的狐狸，顺着香气来到

了这棵大树下。他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块

美味的肉啊！狐狸眼珠子一转，想到了一

个好办法。他清了清喉咙说道：“乌鸦先生，

早就听闻你的大名，听说你的歌声比夜莺

还好听百倍，今天就请你唱一首吧！”乌鸦听

后很高兴，把肉放在树杈上，就“哇哇哇”地

唱起来。狐狸皱着眉头、捂着耳朵说道：

“乌鸦先生，今天你的声音有点大，最好是

叼着一样东西唱。”乌鸦点了点头，叼着那

块肉哼起了歌。“哼哼哼……哼哼哼……”

肉一点都没有掉下来的意思。

狐狸见这两招都没有成功，就拿起手

机假装看了起来：“嗯？昨天发生森林抢

劫案，这不会说的是你吧？”乌鸦向下看

了看，把肉放在树杈上就哈哈大笑道：

“你这只狡猾的狐狸，你看你的手机还在

关屏状态，你怎么看的新闻呀？”狐狸听

了这话，不由得恼羞成怒，捡起一块石头

向乌鸦砸去，乌鸦见此情景，赶忙叼起肉

飞走了。砸出去的石头刚巧掉在了狐狸

头上，砸出了一个鸡蛋大的包，狐狸气得

哇哇直叫。

指导老师：鲍奕

小作者用旧故事塑造新形象，狐狸依

然狡猾，可乌鸦变聪明了。机智的乌鸦不

为狐狸的花言巧语所骗，在三次较量中，

情节设置巧妙，尤其是最后一个手机关屏

的发现，真是妙不可言。最后丢出去的石

头砸了自己的头，又非常解气！

星期三晚饭，餐桌上有我最爱吃

的鲫鱼。爸爸提醒我，让我快点吃，并

且夹了一大块鱼肚上的肉给我。

我立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咦？

喉咙里怎么怪怪的？我咽了一口唾

沫，糟糕，鱼刺卡在喉咙里了！我立马

告诉了妈妈。妈妈一听，赶紧去房间

拿了把手电筒，让我张开嘴，帮我看。

之后，妈妈让姐姐带我去医院。

来到医院，姐姐帮我挂了号，我们

就上四楼去找医生。医院里比白天安

静多了，我们的脚步声显得特别响。

随着这重重的脚步声，我的心跳声似

乎也越来越响：是不是要动手术？

我越想越慌，腿也越来越沉。姐

姐紧紧地牵着我的手，好不容易来到

了医生办公室，我心里无比害怕。当

看到许多把剪刀放在我的面前，各式

各样的，还发着寒光，我不禁打了个冷

颤。我紧张地坐了下来，不敢直视医

生。姐姐看出了我的心思，在一旁不

断地为我打气，让我不要害怕，要勇

敢。我也在默默地告诉自己要勇敢。

这时姐姐的手机响了，是妈妈打来

的。她在电话里焦急地问：“好了吗？

不要怕……”我顿时感觉自己有了力

量。不一会儿，医生从我的喉咙里夹

出来一根长一公分的鱼刺。我的心终

于平静了。正在这时，妈妈又打来了

电话，我听到爸爸妈妈异口同声地在

问：“还好吗？舒服了吧？”我重重地点

了点头，想到爸爸妈妈看不到我点头，

赶紧又回答：“好了。”

回家的路上，车灯照着前方的路，

我感觉特别温馨。我以后一定要懂

事，让关心我的人不再为我操心。

指导老师：王祖芳 程丽萍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源头盛而文

不竭。”小作者是生活中的有心人，习

作选材就是发生在生活里的一件小

事，从这件小事里去感悟生活，赞美生

活，感恩美好，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

感，突出了“爱”这一主题。

暑假，爸爸把我送到了我们的老

家：余家村。

村子里长满了树，柳树、杉树、香樟

树、梧桐树和银杏树，应有尽有。树上小

鸟叫喳喳，蝉声悦耳动听。柳树随风摇摆

着自己的长辫子，好像在向我们问好。站

在村口向前远眺，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

的田野。粗壮的稻秧随风荡起层层绿波，

好像一片绿色的海洋。菜园里，茄子、辣

椒挂满枝……果园里果实累累。

村前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

荷叶挨挨挤挤，荷花亭亭玉立。鱼儿在

水里快活地游来游去。村后有一条宽

阔的柏油马路，它西边紧接街镇，东边

通达城市。

这就是我的家乡，一个普普通通的

小村庄，一个美丽迷人的地方。

指导老师：李佳英

最美是家乡！一幅美丽新农村的

清新画面展现在我们眼前，小作者字里

行间流淌着对家乡小村庄的热爱，对自

然田园的亲切向往。

可爱的家乡可爱的家乡
◆◆ 文化小学三文化小学三（（55））班班 余睿洋余睿洋

早晨，啄木鸟在森林里散步，

忽然天下起了雨，啄木鸟被淋得

像落汤鸡一样。啄木鸟生病了，

在家睡了一天，醒来时已经是晚

上了。他想找点东西吃。于是，

他来到森林超市，但超市的门没

有开，原来今天是星期天，超市不

营业。

啄木鸟垂头丧气地往回走，边

走边寻找吃的。这时，他发现了一

棵苹果树，正看得入神时，被一声

怒吼声惊醒：“你是谁？在这里干

什么？”啄木鸟说：“我一天没吃东

西了，能不能给我一个苹果。”国王

很不耐烦地说：“快走，我的苹果是

留给我的孩子的。”

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国王家

的果树生了虫子，请了好几个医生

来看，都没有什么用。国王的好朋

友建议他：“请啄木鸟过来吧，他是

捉虫能手。”但想到之前的事，国王

沉默了。

第二天一早，国王被一阵声音

吵醒了，开门一看，原来是啄木鸟

在捉虫子。国王的脸红得像火一

样……

不久，果园里迎来了大丰收，

尤其是那苹果树被又大又红的苹

果压弯了腰。国王命令士兵们摘

了满满一大篮子苹果给啄木鸟送

去，果篮包装得可精美了，果篮里

还有一张卡片：“果园的大门随时

为您打开。”

指导老师：沈天珠

短短的一篇童话，既有丰富的

想象，又含有趣的情节。读完很是

令人回味。是啊，儿童的眼里尽是

真善美。愿你能永远保有这一颗

纯真善良的童心，为大家带来更多

有趣的故事。

啄木鸟与国王啄木鸟与国王
◆◆ 上沛小学三上沛小学三（（33））陈欣妍陈欣妍

老 师 点 评

编者的话编者的话：： 景语化情语景语化情语
□□ 方雪华方雪华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姿多彩、四季更迭的世界，这就是环境。我们在写作中往

往少不了景物描写。怎么写？本期我们邀请了常州市最美教师、溧阳市中学高

级教师方雪华为小朋友们讲讲写作时怎样做到“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我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优美的景

物，景生情，情生景，情与景巧妙融合，会

带来无穷乐趣，也是写作中的一种理想

境界。怎样寓情于景、浑然一体呢？

一、由点带面

选好点，认真全面观察，抓住景物的颜

色、形状、气味、数量等特点，调动自己的各

种感官，绘形绘声绘色，这样，才能深入地了

解事物，透过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体

味到生活中的道理。如观察一盆花，就要

注意到它是由根、茎、叶、花这些部分构成

的，如果遗漏了，花就是不完整的，表达出来

就不能使人清楚地知道它的整体；如果观

察时马马虎虎，就不能准确地反映事物的

特征，也不能使人对它有个具体的认识。

二、脉络清晰

按一定的顺序，写景物可以按方位

写，如远近、内外、上下等，也可以按整体和

局部的关系写，还可以按时间或季节的顺

序。如描写一座山峰，就可以写远处看是

什么样子，近处看是什么样子，从上看是什

么样子，从下看又是什么样子等。这样描

写出的景物才能层次分明，清晰自然。

三、形象逼真

要抓住景物的特点有重点地描写，即

使同一类景物，尽管具有共同特征，但是也

有许多差异，就像苏轼写的：“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学会恰当运用各种表

达方式和修辞方法，张开想象的翅膀，虚实

结合，从不同感觉、有动有静地写景，描绘出

立体、绚丽的画卷，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对静止的事物，构成它的各个部分要看全，

每一部分各方面的情况要看细；对变化的

事物，整个过程要看全，每个发展阶段要看

细。一切景物都含情，抒发欢快之情可以

借助于美好的景物，抒发悲哀之情可以借

助凄凉的景物，让景物和人物的心情自然

融合，真实真情，也令读者身临其境。

四、情景交融

描绘景物往往离不开抒情，写景的

目的，不应为写景而写景，重要的是反映

作者的思想感情。景是外在的，情是内

在的，或触景生情，或因情设景，但都必

须融情于景，景中含情。只有这样才能

为文章注入活力，写出真挚感人的文章。

总之，写景为辅助，抒情为主旨；写

景是手段，抒情是目的。只有发自内心，

文字才会余音袅袅，耐人寻味。

被鱼刺卡了以后被鱼刺卡了以后
◆◆ 上黄中心小学六上黄中心小学六（（22））班班 张黄琪卉张黄琪卉

老 师 点 评

老 师 点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