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荷2015年4月9日 星期四 编辑：李楠楠 美编：史晓杰 校对：于同济今 日 烟 台 <<<< C15

莱
阳
小
记
者

作
文
专
版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
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地
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
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青
春舞曲》把我的思绪引到了从
前，不知不觉的，幼稚天真的我
已长大，进入了青春期。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鼻子上
冒出了几颗小痘痘。从那以后，
我开始天天照镜子，看着这些痘
痘们的“生活”变化。我到处询问
治疗痘痘的方法，我用洗面奶、
芦荟等多种去痘的护肤用品，期
待痘痘们能早日消失。可一个星

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
我等了好久，痘痘依然茁壮成
长。哎！青春真烦！

放假了，回到家希望自己独
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但是父
母时不时干涉和唠叨却让我感
到真烦。在他们眼里，我还是那
个小屁孩。回到学校了，遇到一
点不如意不顺心的事，竟又强烈
想起家来，想念父母，有时还会
偷偷地哭。我自己也感觉奇怪，
我希望独立但又很依赖父母。成
长好烦啊。

最令人烦恼的就是连自己

也无法接受的脾气。长大了，脾
气越来越差。往往，与父母讨论
或商量一些事时，当我不同意时
便会顶起嘴来，妈妈常常说我：

“哎，长大了，脾气越来越倔强，
真拿你没办法！”经过一番争吵
后，我总觉得也许是自己错了，
可又觉得委屈。这样一来，和父
母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亲密了。
好怀念以前的无忧无虑啊！

升中学以来，我长得很快，
旧衣服全不合身，只能不时地去
买新的。我这个生平不喜逛街的
人，也只好和妈妈去逛了。每一

次，我们都要逛很久，看上眼的
不过三两件，但妈妈说小孩子不
要衣着太成熟。妈妈看好的，我
又嫌太幼稚。逛来逛去，腿都酸
了，最后，只好买了几件大童装。
唉，长大的滋味不好受啊！

有人说，每个人在成长的道
路上，必须经历种种考验。有的
为自己的学业不理想而苦恼，有
的为自己脸上的痘痘发愁，有的
为得不到父母的理解而感到委
屈……我想，这应该就是成长的
烦恼吧。可我多么渴望真的长
大，没有这些烦恼啊！

成成长长的的烦烦恼恼
莱阳市姜疃中心初级中学初二二班 衣凡 指导教师 张鹏

记得曾经学过《蜜蜂》一
课，印象最深的是课文的最后
一句话“蜜蜂靠的不是超常的
记忆力，而是一种我无法解释
的本能。”这是法国昆虫学家
法布尔的实验所得，他告诉我
们：只要睁大眼睛去观察，生
活中处处有发现，处处有真
理。

今年暑假，我有幸看到了
《昆虫记》这部原作。“昆虫的
颜色是从哪里得到的？蝗虫、
寄 生 虫 又 是 什 么 样 的 虫
子？……”带着一连串的好奇
心，我打开了书的扉页，漫不
经心地阅读起来，后来达到了
如痴如醉的程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被人
们授予极高荣誉的蚂蚁竟然
是凶悍的劫掠者，它们将蝉
辛苦寻得的食物一抢而光。
这是法布尔从实验中找到的

答案，这让我懂得了看待问
题时不能光依据别人对待此
事的看法，而要自己从现实
中去寻觅真正的答案，并且
还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
研究。寄生虫，在我们看来，
它们天生懒惰，靠夺取别人
的劳动成果来生存。但法布
尔经过仔细地观察与研究，
他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寄生不
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行猎
行为。表面上是坐享其成，但
实质上寄生虫也付出了劳
动。

这些结论的获取都与法
布尔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
神有关，在今后的学习中，我
不会再人云亦云，我要有一种
敢于向真理挑战的思想，要向
法布尔学习，坚持实事求是地
探求科学，为了自己的理想而
坚持不懈地奋斗。

读读《昆昆虫虫记记》
莱阳市姜疃鲁花中心小学四年级一班 于腾俊

指导教师 宫国东

下了自习，独自一人走
出了教室，也许是因为眼睛
一直处在有些刺眼的灯光
中，突然置身于这黑暗中，已
全然看不出眼前的景象。只
隐隐约约看到那盏斑驳路
灯，散发着它那微弱的仿佛
随时都要熄灭的灯光。

不一会儿，眼前的景象渐
渐清晰，我便快速向宿舍走去。
募然抬头见，在那落光了叶子，
没有一丝生机的，杂乱交错的
树枝之间看到了那轮青色的圆
月。在一片星空中，它显得格外
明亮，但却泛着那令人有分冷
意涌上心头的光晕，此时此景
让我想起了那年的月亮。

自从爸爸去外地工作后，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家也都
各自忙碌着。不知不觉间，原本
香蕉似的月牙也渐渐圆了起来，
就如同我手中的月饼一样。今天

是中秋节，却不同于往年的中秋
节，爸爸因工作缘故不能回来和
家人团聚，虽然大家脸上挂着笑
容，但心中还是有些许遗憾。

小时候，我会在他那宽
大，厚实的背上骑马玩，父亲
从不会斥责我。我总是一味
地向父母索取自己想要的，
却从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就连他们的生日也不曾记
得，而他们总是在我过生日
的时候做好满满一桌子的
菜，又买一个大大的漂亮的
蛋糕。小时候，不懂得爱是什
么，长大后，又因为腼腆难于
开口，就始终没有对父母说
过“爱”这个字眼，但我希望
爸爸妈妈能知道，我爱你们，
永远爱你们。

伴着那清冷的月光，我
消失在那黑夜之中。但怀揣
着父爱，暖意充满心中。

那那轮轮冷冷月月
莱阳市岚子初级中学九年级一班 李晓

指导教师 王平先

夏日。傍晚。
微醉的夕阳像一个嬉戏

了一天仍不肯回家的孩子，用
力趴在山头上，带着依恋的眼
神向大地做着最后的道别，遥
远的山顶上跳跃着耀眼的白
球，被形态各异的红云包裹
着，像是襁褓中的婴儿。夕阳
下的葵花被镀上了一层金色
的光芒，几束调皮的光在叶子
上、花盘上快乐地跳跃着，叫
人联想到细细的手指在纵横
相错的键盘上凌乱地弹奏。向
日葵摇晃着快乐的大脑袋歌
唱着，如痴如醉地疯狂着，还
不时将硕大的手掌伸进窗子
里逗一下教室里的孩子们。

小艾抬头望了一眼讲台，
凌野老师依然是平日的姿态：
双臂交叉在胸前，右脚悠闲地
搭在左脚背上，后背微微抵着

黑板，一束金色的向日葵从他
的肩膀与头发的间隙里露出
来——— 那是梵高的《向日葵》。
他双眼凝望着天花板，一边沉
思着，一边向孩子们讲着梵
高。小艾朝着他背后的向日葵
望去，隐约感觉那束向日葵摇
晃起来，仿佛在凌野老师背后
搞恶作剧的野孩子，正挤眉弄
眼地冲小艾笑。小艾捂着嘴巴
将脸转向窗外偷偷地笑起来。
窗外的葵花撑着快乐的脸庞，
高大挺拔骄傲地对着夕阳眺
望，娇小玲珑地歪着脑袋对着
小艾羞涩地笑。

小艾想起去年夏天暑假
在奶奶家，每到傍晚，笨笨的
鸭子都会成群结队地，吵闹
着，从村边的池塘奔向各自的
家。这时小艾只要在池塘边的
葵花丛里细细寻觅，就会找到

腐烂的叶子底下藏着的圆溜
溜的鸭蛋，有时是一个，有时
是好几个。粗心的鸭妈妈。小
艾抱着鸭蛋乐滋滋地想。

小艾笑得更欢了，她趴在
课桌上，俏皮的马尾辫儿随着
颤抖的身子不停地跳动，凌野
老师的声音慢慢远去。小艾感
觉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的笑
声，回荡在夕阳照耀的葵花丛
里。她在葵花丛里快乐地行
走，不时有一只傻乎乎的鸭子
从叶子后面钻出来，冲她“嘎
嘎”地叫。走着走着，小艾变成
了另一个人——— 破烂的衣裤，
布满皱纹的脸，夹着笨重的画
夹，用粗糙的笔在纸上涂着灿
烂的金黄色。小艾笑得涨红了
脸。她抬起头向前望去，奇怪，
葵花丛不见了，画家也不见
了，黑乎乎的鸭子和白花花的

鸭蛋全都不见了……凌野老
师的声音一下子清晰了，他的
课显然已接近尾声，他用手指
做了一个“OK”的标志——— 那
是他结束讲话的惯用手势。他
将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然后
从黑板上把身子挪开，梵高的

《向日葵》便从他身后整个地
露了出来。凌野老师做了一个
放学的手势，然后将画轻轻卷
起，塞进包里，向门外走去，忽
然，身后传来一个清脆响亮的
声音：“不！老师，那不是梵高
的《向日葵》！”凌野老师回过
头来，惊讶而又饶有兴趣地打
量着窗旁那个胖乎乎的小女
孩，微笑着问：“为什么呢？”

“梵高的《向日葵》是大片
大片的葵花丛，里面藏着黑乎
乎的鸭子和白花花的鸭蛋！”
小艾一脸快乐地说。

梵梵高高的的《向向日日葵葵》
莱阳市姜疃中心初级中学初一二班 宫悦 指导教师 张淑佩

对于“长大”这个词，我们并
不陌生。可能你对它的理解会是
年龄大了，或是个子高了。但我
对它的理解却是——— 学会承担。

小时候，总是会听到父母
说：“唉，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
大啊？”我总会不高兴地说：“我
长大以后就长大了啊。”总是会
让父母哈哈大笑。

“怎样才算是长大？”一直困
扰着我。

上了初中以后，我兴高采烈
地对父母说：“爸，妈，我长大了，
我都上初中了！”爸爸总是笑着
说：“上初中不代表就是长大了，
你还是没有长大。”

当我又长高了1厘米，我就
对父母说:“爸，妈，我又长高了1

厘米，这下长大了吧!”妈妈就会
说：“长大并不是身高的事，是心
没有长大。”

每一次的回答都不是我想
听到的。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
进，“长大”这个词就被淹没在了
繁忙的学业中。

那一次，我与妹妹在门口玩
扔皮球，我当然是不会想到的，
总是发生在书上的情景——— 我
与妹妹玩得正起劲，又轮到我发
球。本来手法熟练的我，却一不
小心发偏了球，正巧击中了邻居
家的玻璃，我和妹妹都傻了，不

知怎么办才好。邻居家又没人，
周围也没人，我和妹妹都不想去
承认，就想逃跑，

就当我要起步时，我又觉得
心里纠结。去告诉邻居，又怕妈妈
怪我；不去承认，又很过意不去。所
以我一直在这两个选择中徘徊。

傍晚，邻居回来了，看到了破
碎的玻璃，就问我有没有看到是
谁打碎的？我红着脸说是我打碎
的。并如实交代了事情的经过。没
有想到的是，阿姨没有怪罪我，只
是让我下一次玩的时候小心一
点。我答应以后就回家了。

我回到家后，一直都是提心
吊胆，觉得妈妈应该知道了这件

事，我只好等待着妈妈的责备。
我在吃饭时，一边吃，一边

小心地看了妈妈几眼。我见她并
没有太异于往常的举动，就以为
妈妈还不知道这件事，便向她坦
白了，想来会少些责骂。

吃过晚饭，我等待着妈妈的
责备，但妈妈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了一句话：“你知道了什么叫承担，
明白了什么是责任，你终于长大
了。”长大？对于我来说已经封存了
好久的一个词，今天又重新唤起。
我也终于明白了，长大不是如上初
中那样水到渠成，不是如长高那样
顺其自然。真正的长大，就是学会
承担错误，意味着承担责任。

我我长长大大了了
莱阳市姜疃中心初级中学 高凌 指导教师 尹世海

阳春三月，春回大地。几场春雨过
后，万物复苏，春草翠绿，正是野菜生长
的好时节。

这天正是周末。早晨起来，阳光明媚。
妈妈叫上门口的几位婶婶、奶奶去野外挖
野菜，我缠着妈妈也要去，妈妈拗不过我，
同意了。

出了村子，不多远就是田地，我们准
备了小铲子，带上食品袋，兴致勃勃地奔
向田野。走在春天的田野上，踩着松软的
泥土，呼吸着浓郁青草的气息，欣赏着碧
绿的早春美景，心情一下子清爽极了。

山上零星的有一些地还没耕，这些
地里长了不少的荠菜、苦菜等，更多的是
杂草。荠菜蒸着吃或者包饺子都非常好
吃，我就和妈妈比赛，看谁挖得多。

本来以为挖野菜是一件轻松的事，
可是，过了不久，我的腰疼了，脖子酸了，
眼睛也花了，再看看我篮子里的荠菜，只
有可怜的几根……唉，挖野菜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呀！

我直起腰，环顾四周，只见青山绿
水，蓝天白云，偶尔有蝴蝶在田野里翩翩
起舞，也有蜜蜂在金黄的蒲公英花上采
蜜。景色真是美极了。

快中午了，我们满载而归，想着明天
可以吃上美味的纯天然绿色饺子，我不
禁垂涎三尺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在想，现在的蔬菜
都是吃化肥长大的，难免有些污染，而野
菜则不然，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的绿
色食品。

同学们，春天大好时光，不妨到野外
去看看，既能踏青，又有美味的野菜可以
吃，何乐而不为呢！

挖挖野野菜菜
莱阳市岚子初级中学小学部

五年级 刘效静

指导教师 李淑芹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牙牙学语
时就已经会背这首《悯农》诗了，当时
只是人云亦云地学说，并不知其意，直
到七岁那年我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道
理。

四年前的一个中午，太阳热辣辣
地炙烤着大地，小花狗懒洋洋地趴在地
上，我也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一边悠
闲地吃着冰激凌，一边兴趣盎然地欣赏
着电视里的少儿节目。“伟杰，开饭
喽——— ”妈妈扯着嗓门大喊，可我却纹
丝不动，没有吱声，妈妈气呼呼地冲进
我的房间，二话不说关掉了电视，拽着
我直奔厨房。

来到餐桌前，我打量了一下饭菜，
无精打采地坐下来，嘴巴撅得老高，好
长时间没有伸筷子，最后我终于忍不住
了，拿起摆在我面前的一碗米饭“啪”的
一声扣在了桌子上，“一点肉都没有，我
不吃了。”说着，我拿起还没有吃完的冰
激凌冲进了自己的房间。也不知过了多
长时间，妈妈表情严肃地走了进来，我
从小就了解妈妈的脾气，知道一场灾难
就要来临了，可是，妈妈却俯下身子，语
重心长地对我说：“伟杰，走，妈妈带你
去个地方，看了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我
不情愿地跟在妈妈后面出了门，妈妈告
诫我要跟上，“妈，我们这是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了。”妈妈什么也没多
说，只是低着头往前走。

当时正是中午时分，太阳公公正在
兴头上看着我，根本没有因为我的受不
了而减轻它的光芒，好久，我们来到了田
野里，我已经大汗淋漓了，一点力气都没
有了，妈妈却开口了：“伟杰，你看，田野
里那些埋头劳作的农民伯伯们，他们头
顶着蓝天，脚踏着黄土，多辛苦啊！”我仔
细一看，是啊，现在都已过中午了，他们
怎么还不回家吃饭呢？“你想他们辛辛苦
苦打下来的粮食就这样被你给糟蹋了，
他们会有多心疼啊！昨天你不是还问过
我，大伯的脸和身子为什么那么黑，那是
他天天顶着烈日给庄稼施肥、除草、杀虫
晒的呀！”“是吗？原来我们餐桌上的粮食
这样来之不易啊！妈，我……我错了，我
以后再也不挑食，不浪费粮食了。”“孩
子，你还记得小时候背过的‘锄禾日当午
吗’？”妈妈的语气变得柔和了，“记得，记
得。”我答应着，“现在你应该理解它的意
思了吧？”是啊，粮食来之不易，我们大家
都要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果实，节约每
一粒粮食。

节节约约粮粮食食
从从我我做做起起
莱阳市姜疃鲁花中心小学

五年级一班 刘晓静

指导教师 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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