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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园地 B07

自从我们家有了弟弟，
家里突然多了好多东西，比
如小衣服、小车，但最多的还
是奶粉罐子。

小弟弟没出生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买来了堆积如
山的奶粉。后来，弟弟出生
了，他们还在一箱一箱买。

罐里没了奶粉后，按说
就该扔掉了。可是，我有点
舍不得这些奶粉罐，就对爸
爸说：“这些奶粉罐一定得扔
掉吗？”爸爸说：“不扔掉怎么
办呢？东西用完了，就成垃
圾了，垃圾就必须得扔掉

呀！”我又说：“那我们可不可
以将它们再次利用呢？说不
定还能变废为宝呢！”爸爸
问：“怎么将它们变废为宝
呢？”我仔细想了想，嘿嘿一
笑，一个计划在我小脑袋里
生成啦！

我对爸爸说：“我看电视
上打保龄球就是将许多个瓶
子放在一起，这些奶粉罐我
们就可以当作保龄球瓶，拿
我的小篮球当保龄球，咱们
可以来一场‘保龄球’大赛！
另外，这些罐子这么结实，我
们还可以把他们拼装一下，

然后用胶带固定粘在一起，
就可以做成个小沙发了，可
以给我和弟弟一人做一个！”
爸爸听后，笑着对我竖起大
拇指，说：“真是一个不错的
主意！”

有了想法，我们立即行
动起来，我和爸爸不仅痛快
玩了一场“保龄球大战”，还
收获了一个结实又漂亮的小
沙发，真是太开心了！

朋友们，让我们动动脑
子多思考，将身边的废物利
用起来，说不定就能变废为
宝，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假期里的一天，妈妈说：
“家里还有些做雪花酥的材
料，你那么爱吃雪花酥，就自
己试着做做？”我一听，正合
我意。以往我想帮忙，妈妈
总不让，今天终于可以大展
拳脚了！

雪花酥，口感松脆酥软，
香甜美味，是我一直喜欢的
小甜品。而且每次看妈妈
做，感觉也不难。我心里暗
想：做好了送给好朋友赵梓
涵尝尝。她一定会感动得

“痛哭流涕”，感叹自己没看
走眼，我果然是可以托付一
生的“铁友”。

我按照妈妈说的，先把
锅放到火上，开最小火，放少
许黄油入锅中溶化。这时，
我问妈妈，为什么不能用自
家的油，非得用黄油？妈妈
说：“黄油有特殊的奶香味，
它可以让雪花酥闻起来更香
甜。”过了一会儿，黄油开始
溶化。妈妈把棉花糖放到锅

中，交代我要不停地搅拌，直
到把棉花糖和黄油融合到一
起。因为好奇，我用手摸了
一下。这不摸不要紧，一摸
不得了，棉花糖粘到我手上
了，我只能用另一只手去
扯。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我
的两只手上都沾满了拉丝的
棉花糖。这时，妈妈赶紧把
水龙头打开，让我把手放在
水龙头下面冲……真是好奇
心害死猫呀！

接下来，我老实听从妈
妈的指挥，把奶粉倒入溶化
的棉花糖里继续搅拌均匀，
随后把准备好的小饼干、蔓
越莓、葡萄干、花生碎依次
放入锅中搅拌，这个时候动
作要快，防止变冷凝固。当
稍微成团的时候，我把它放
到面板上不断拉扯，保证棉
花糖包裹住每一个果干。
当拉扯均匀后，妈妈在面板
上撒上一层奶粉，防止粘
连。而我，则用力把它压

平。因为没有模具，所以压
成的雪花酥形状像一块儿
不规则的地图一样。妈妈
先把周围不规整的部分修
剪下来，让它成为一个规则
的长方形，然后又切成了一
个个小方块。我迫不及待
地拿了一块修剪下的边角
料放入口中，边嚼边说：“味
道不错，就是有点儿硬。”妈
妈给了我一个白眼说：“那
是因为刚才你的那个小插
曲，使炒棉花糖的时间太长
了，所以口感会硬。”

当我把亲手制作的雪花
酥送到赵子涵家时，她一脸
不可思议地说：“你自己做
的，好厉害呀！”我故作轻松
地说：“这不算什么，我会的
可多了。下次你如果还想
吃，说一声就行了。”在回去
的路上，我脑海里不断浮现
出赵梓涵那幸福的小表情，
不禁笑出声来……

（指导老师：陈敏）

四大名著很精彩，其中《西
游记》是我的最爱，而在《西游
记》中，我最耳熟能详的是《三打
白骨精》。故事讲了白骨精为了
吃唐僧，屡次三番，先后变成村
姑、老婆婆、白发老公公，都被孙
悟空一一识破并最终打死。

面对假象，孙悟空火眼金
睛、聪明机智，始终不被迷惑。
面对师傅的阻拦，甚至紧箍咒，
他毫不退却，最终打死了害人
的妖精。这让我联想起一个12
岁的小女孩。她的妈妈在家中
收到中奖电话通知，说是中了

8888元，只要打款888元交了
“税”就可以马上领取。妈妈轻
信了，要打钱。小姑娘一眼看
出这是个骗局，她给骗子打电
话，假装要打钱，巧妙地套出骗
子的信息，并立即报警。警察
通过这些信息，很快抓住了骗
子。

唐僧是一个警惕性不高，
容易被假象迷惑的人。这让我
联想起一个小男孩。他加入了
一个追星群，群里有人说只要
打款几万元就可以见到想见的
明星，还可以和明星一起上节

目。这个男孩不听伙伴的劝
告，偷偷用家长的卡给骗子打
了好多钱。等妈妈发现后报了
警，虽然抓住了骗子，最终却只
追回8000元钱。这个男孩就
像唐僧一样，不辨真假，又不听
别人的劝，所以被骗子骗得团
团转。

生活中、网络上有很多骗
子，就像白骨精。我们不要像
唐僧善恶不分，要做孙悟空，提
高警惕，不要被骗子迷惑，让

“白骨精”无处容身。
（指导老师：卢小霞）

那天我非常开心，因为我收
到了一个特大惊喜！

早上，我去语言班上课，上半
节课我像以前那样，和同学一起
朗读诗歌，而下半节课我万万没
有想到竟然要颁奖，同学们都欢
呼起来。

先颁发的是优秀奖，老师没
有叫到我的名字，我有一点失
望。然后颁发的是铜奖，老师还

没有叫到我的名字，我更失望
了。最后颁发的是银奖，我没有
想到老师竟然叫到了我的名字，
我十分激动地把奖品领了回来。
我获得了两个荣誉证书、两个奖
牌和一个语言指导用书。

看见这么多奖品，我兴奋不
已，暗暗对自己说，要继续努力，
争取下次得到金奖！

（指导老师：焦玉霖）

炎热的夏天，很多小朋友
都喜欢到水域玩耍、嬉戏。然
而有一些小朋友在水边发生了
危险。

在学校，老师总是强调安全
知识，放暑假了我们依然不能放
松警惕。为此，学校组织同学们
在网上共同学习了“防溺水安全
知识”讲座。老师讲了“防溺水三
句半”“防溺水六不要”，让我知道
了假如不小心掉到了水里，应该
先放轻松，然后让自己浮上水面，

接着用嘴呼吸，鼻吐气，最后让自
己在水面上浮一会儿，侧过身体
立起来，“浮”到岸上。这是基本
的应急自救方法，我也牢牢地记
到了心里。

如果想去游泳，要让家长陪
同，带好救生圈，在玩的时候不能
离开家长的视线。为了我们的生
命安全，要远离河道、水域，以保
证自己安全。

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指导老师：张霄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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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述妍 jy202206132 解东一小三（3）班

学做雪花酥
●张依晨 yx202107112 沁阳一小四（1）班

变废为宝
●张翊锋 jd2108367 焦东路小学二（14）班

预防溺水 人人有责
●朱耿娴 yx202107066 沁阳一小三（4）班

开心的一天
●张媛晞 fzy202009107 丰泽园小学二（5）班

读《三打白骨精》有感
●王士友 jd2109131 焦东路小学五（1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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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班集体研学动态B02

本报讯（记者贺珺）“古人的皮带扣也太
奢华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剑现在依然
锋芒毕露！”“大名鼎鼎的绞胎瓷原来是这个
样子！”……8月2日至5日，焦作日报小记者
走进焦作市博物馆，通过一件件精美的文物，
感受古人精妙绝伦的艺术水准，隔着千百年
的时光，想象当年古人在制作和使用这些器
具时的场景。

为了让小记者通过沉浸式体验，感受家
乡历史的独特魅力，焦作日报社教育事业部
与焦作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这次活动，开启
连续四天的研学之旅，让小记者近距离感受
家乡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焦作市博物馆分为“巧手赋新生——焦
作文物保护科技成果展”“窑火神工——馆藏
瓷器精品展”“山之阳——焦作古代历史文物
陈列”三个各具特色的文物展厅，展出了大量
珍贵的历史文物。

活动中，小记者首先跟随讲解员走进一
楼“巧手赋新生——焦作文物保护科技成果
展”,这里展出了大量的精美文物，有西晋铜
帐构、战国错金镶嵌绿松石铜带钩、西晋兽衔
耳杯铜砚滴等。讲解员告诉小记者，这些沉
睡千年的文物在被发现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
损坏，是文物工作人员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将它们一一恢复原貌。因此，大家才能欣赏
到文物最初的风采。

听了讲解员的话，小记者仔细地观察着
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可怎么也看不出被修复
的痕迹，不禁感叹文物工作人员精湛的技
术。

在参观的过程中，小记者还了解到，焦
作就是因为历史上兴旺的“焦家的陶瓷作坊”
而得名；当时盛产的绞胎瓷竟然是用两种以
上不同颜色的瓷泥交替迭摞，互相揉和，经过
盘卷、切割、滚压而成，工艺难度大，其纹饰入
胎质，有黑白或褐白色相间。

博物馆里还珍藏着一些奇特的藏品，如
古人用的烧烤架、蒸馍锅以及写字用的砚滴
等，每一件文物都展现了属于自已时代的文
化特色，同时也展示了古人脑洞大开的设计
理念。

通过参观博物馆，小记者开阔了视野，增
长了学识，体会了古代先贤是怎样创造了辉
煌的历史，更加认识到自己将来振兴家乡、开
拓未来的重要职责。

感受家乡悠久历史文化底蕴

小记者走进市博物馆

图① 在气势磅礴的元彩绘出行仪仗
方阵陶俑前，小记者不住地赞叹。

图② 小记者被眼前的文物深深吸引。
图③ 小记者通过“魔屏”了解馆藏文

物。
图④ 全息投影多方位展示馆藏文物。
图⑤ 小记者通过铜镜了解当时人们

的生活。
图⑥ 讲解员为小记者讲述文物背后

的故事。
本报记者 贺 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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