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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我阅读了 《小
英雄雨来》这本书。合上书本，
我的脑海里不停回想着雨来掩
护八路军，站岗放哨，护送鸡
毛信，与敌人斗智斗勇、不屈
不挠的抗争场景，敬佩之情油
然而生。他的勇敢和坚定深深
震撼着我。

雨来生活在美丽的芦花村，
可好景不长，这安宁的生活被
日本鬼子打破了。有一天，日
本鬼子又来芦花村扫荡，雨来
为了掩护交通员李大叔不幸被
抓。

鬼子军官为了得到李大叔
的行踪，用各种糖衣炮弹诱惑
雨来，雨来都不为所动，他大
声说道：“不知道！”鬼子军官
逐渐失去耐心，露出本来面目，
眼光变得凶恶可怕。他们把雨

来打得鼻青脸肿。雨来眼冒金
星，他感觉自己的血珠仿佛溅
在课本那几行字上：我们是中
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雨
来打起精神，依旧咬紧牙关，
握紧拳头，坚定地说：“没看
见。”鬼子军官气得暴跳如雷，
准备开枪毙了雨来。雨来趁他
们不备，一头扎进了河里，鬼
子慌忙开枪，雨来却已从水底
游到远处去了。

雨来面对敌人那凶恶的眼
神、锋利的刺刀时，表现出的
临危不惧、智勇双全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想想我自己：
遇到不会的题目，不多加思索
就请教爸爸妈妈；受到一点点
小伤，就哇哇大哭；碰到一点
困难，就想着要不还是算了。
比起雨来，我是多么惭愧。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年
代，有各种各样漂亮的衣服
穿，能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
习知识……这些美好的生活都
是千千万万个如雨来一样的英
雄用生命换来的。年仅 8 岁的
小萝卜头被特务杀害；13岁的
王二小为了将敌人引入八路军
的埋伏圈，献出了自己年轻的
生命；15岁的刘胡兰在敌人血
淋淋的铡刀前，视死如归，光
荣牺牲……

读完这本书，我久久不能
平静，我不停地回味着，感动
着，因为我收获了一笔不菲的
精神财富。“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爱自己的祖国！”我们作为
新时代的接班人，要更加刻苦
努力学习，报效伟大祖国！

（指导老师：张静）

□ 龙锦小学四（9）班 万卓萱

大蒜成长记
□ 前黄中心小学四（2）班 缪雨彤□ 刘海粟小学五（7）班 丁子恒

武报小记者

在我丰富多彩的生活中，
有许多第一次尝试的经历，它
们就像一张张精美的照片，记
录着生活中的每个瞬间，其中
最难忘的还是学骑自行车。

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周
末，爸爸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
自行车。起初我对这个“两轮
兽”感到十分好奇，就两个轮
子，它能载得动我吗？我会不
会摔倒？在爸爸的鼓励下，我
开始学骑自行车。

刚开始，我坐在座椅上，
双手紧握把手，身体紧绷，只

要自行车一晃动，我就立刻用
脚撑住地面。爸爸看出了我的
紧张，对我说：“不要紧张，
放轻松，身体跟着自行车倾斜，
眼睛一定要看着前方。”听了爸
爸的话后，我平复了一下紧张
的心情，缓缓地将自行车骑了
起来。虽然自行车已经往前了，
但它似乎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晃
来晃去。我很快就失去了平衡，
连人带车一起摔在了地上。

我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顿时就想到放弃。这时，爸爸
跑了过来，将我扶起来，对我

说：“恒恒，不要被这一点点疼
痛打败。慢慢多尝试几次，你一
定会骑得越来越好！”听了爸爸
的话，我重新开始反复练习骑
自行车。渐渐地，我的平衡感越
来越好，最后我终于可以独立
骑自行车了。那一刻我感到无
比高兴和自豪，爸爸也为我竖
起大拇指，夸我真棒。

这是我第一次学骑自行车，
不仅让我学会了新技能，更重
要的是，它还教会了我面对困
难时要勇敢、要坚持。

（指导老师：花苏梅）

总要去看看课本里的北京
吧，爬爬万里长城，吹吹颐和
园的晚风，走走紫禁城，去趟
天安门，感受京城的威严。
搭乘着一趟开往首都的高

铁，我们一家有了难忘的北京
之旅。
我们的第一站是长城，这

里的风景不输黄山，气势不输
华山。眺望远方，无数棵大树
犹如一排排视死如归的士兵保
护着通往中华大地的城门。六
月，烈日炙烤着大地，却仍挡
不住“士兵”威风凛凛的气势。
爬上顶峰，我想起毛主席爷爷

说过的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
汉。”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在顶峰眺望远方蜿蜒崎岖
的长城，堪比一条沉睡的巨龙，
盘踞在山峰之间。从近处看，
城墙上的旧迹无不显现它以前
的辉煌。经过岁月的洗礼，虽
然已经不能抵挡敌人了，但它
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攀登完长
城之后，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
漫行，每一座建筑、每一处景
观，都诉说着这座古都的历史
变迁和文化传承。紫禁城，故
宫红，听宫墙，走长廊，踏孔
桥，扶奇石。迎着清晨的朝霞，

看壮观的升旗仪式。我站在祖
国的心房，感受着祖国的强大，
心中无比自豪。

骑着共享单车走街串巷，胡
同里是浓浓的老北京的味道。北
京烤鸭、豆汁儿、炸酱面……这
些老北京的传统美食，每一种
都有它独特的味道和故事。它
们不仅仅是美食，更是我们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

走走停停，或雨或晴，都
是好风景。“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这次旅行让我收获颇
丰。

（指导老师：江俐）

学骑自行车

《小英雄雨来》读后感

白白胖胖的身材，小小
圆圆的脑袋，行动起来慢吞
吞的，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
没错，这就是我的蚕宝宝们。

春天时，科学老师送我
一些像小菜籽似的小蚕卵。
我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带着
它们回到了家。一到家我就
精心制作了一个小保温箱，
并谨慎地把小蚕卵们放了进
去，细心地观察了起来。我发
现一颗蚕卵有两种颜色：头
上是灰白色的，而卵身是灰
黑色的，中间还有一点凹陷。

天渐渐暖和起来，我的
小蚕宝宝们也开始逐个破
卵。你看，一条条白白胖胖
的蚕宝宝，慢慢地蠕动着小
小的身躯，好像正在悠然自
得地散步，它们津津有味地
吃着嫩绿的桑叶，时不时发
出沙沙的响声，好像在唱着
快乐的歌。课余时间，我会
准备许多新鲜的桑叶，因为
科学老师说，蚕只有吃饱

了，才会快速地成长起来。
有一天，蚕宝宝们不吃

也不动了，我因为担心它们
的安危而感到有些焦躁。于
是，我上网查阅了有关蚕的
生长知识，才知道原来在蚕
的一生中它们要经历四次蜕
皮，并在生命要结束时吐丝
结茧，长成蚕蛾并进行交
尾。从那以后，我就经常看
见它们吃力地扭动着身体，
慢慢地从头到尾把皮蜕下
来。每次蜕皮，蚕宝宝都会
累得精疲力尽，因此它们就
会大吃特吃，直到把肚子撑
得鼓鼓的。

过了好几天我又去添新
桑叶，只见它们把自己围成
一个椭圆的球，真的是好奇
妙呀！

虽然蚕宝宝的生命很短
暂，但它们“春蚕到死丝方
尽”的精神和无私的品质值
得我们学习。

（指导老师：花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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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老师给我们
布置了一项特别的任务———
种大蒜，并要求我们观察记
录大蒜的生长变化。

10月 1日那天，我精心
挑选了一颗又大又圆的大蒜，
把它当作希望的种子种了下
去。刚种下时，它的蒜尾还
没有根呢，在冬天尚未到来
之际，那白嫩的大蒜裹着一
层层外衣，宛如一个白白胖
胖的小娃娃。我把它种进土
里，它便直立在那，我一边给
它浇水，一边满怀期待地说
道：“大蒜，大蒜，你快长吧，你
可不能总待在土里呀！”

每当阳光透过窗户洒在
蒜苗上，那翠绿色的叶片仿
佛被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边，
闪烁着生命的光芒，而土壤
也因吸收了水分和养分，变
得更加松软。

没过多久，大蒜发芽了，
根长到了 3厘米。大概过了
一星期，小芽像是充满好奇
的孩子，从土里探出脑袋，
张望着这个新奇的世界。从

那以后，我每天都会跑去看
看小芽，对它喜爱得不得了，
甚至恨不得把它放在我的卧
室里，时刻守着它。

半个月以后，有趣的变
化又出现了。大蒜外面那淡
紫色的“外衣”悄悄褪去，
蒜芽已经长到十几厘米高了，
而且抽出了新叶，原本的嫩
绿色也渐渐变成了翠绿色，
小小的叶片边缘打着卷儿，
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那味
道不浓也不淡，恰到好处。

在阳光和雨露的滋润下，
原本蜷曲的蒜叶慢慢舒展开
来，就像一把把小阳伞。再
后来，大蒜的外皮完全褪去
了，犹如脱胎换骨一般，颜
色也从翠绿色变成了深绿色，
味道倒是淡了不少。

大蒜的生长过程，不仅
展现出了它顽强的生命力，
更是对耐心与坚持的颂歌。
它教会了我，无论面对怎样
的环境，只要坚持不懈，终
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指导老师：李萍）

□ 礼河实验学校六（7）班 杨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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