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挚爱的父亲
栖霞市观里中学 初四年级三班 潘泓羽

《乌丢丢的奇遇》

读后感
牟平区文化中心小学

四年级一班 王绍同

指导教师 闫海燕

寒假，我读了《乌丢丢的奇
遇》，这是一个优美的童话故事，
优美之中透着些许忧伤，这本书
令我感触很深。

布袋爷爷在表演时落下了
一只小脚丫，珍儿捡到了小脚丫
并取名乌丢丢。傍晚，乌丢丢想
布袋爷爷，与珍儿不辞而别。路
上，乌丢丢又认识了吟老，吟老
就领乌丢丢去寻找珍儿和布袋
爷爷。他们来到小镇，可布袋爷
爷已经去世了，他们又去找珍
儿。这时珍儿的学校已经着火
了，乌丢丢和吟老奋力救火。乌
丢丢为了救珍儿，自己却失去了
身体。乌丢丢把唯一剩下的小脚
丫也安在了珍儿脚上，珍儿的脚
再也不跛了，珍儿成为了一个健
全的人。

是珍儿给了乌丢丢生命，乌
丢丢也用生命回报了珍儿。乌丢
丢也懂得用爱回报别人，并把一
只有生命的小脚丫也献给了珍
儿。读了这篇文章，我明白了：有
爱滋养的生命，才是鲜活、美丽
和不朽的生命。

在家里，父母总是无微不至
地照顾着我们。捧在手里怕摔
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我们就像
小皇帝。而我们却还发小脾气，
因为饭菜不可口，就生气不吃。
因为批评太重，就顶嘴不接受。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为父母担忧
一些，给父母一些理解。

在学校里，老师也关心着我
们，有谁生病了，老师总会细心
体贴地问候；有谁不开心，老师
总会帮助同学打开心扉；在学习
上，老师更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
一遍为我们讲解。我明白了一个
道理：我们接受着别人的爱，更
不该忘记用爱来回报别人，就像
走上人生之路，必须迈开你的左
右脚。

我最喜欢乌丢丢，乌丢丢是
多么坚强啊，又是多么伟大啊！
因为他是一个懂得用爱回报的
小木偶，竟然为了了珍儿付出了
生命。而我们，摔破点皮就哭着
叫妈妈。我们要向他学习。

读了这本书，我心中充满了
爱，因为我受到了爱的启迪。

对于他我不知道怎么来形
容。他有时像竹，当深秋到来，其
他树木都摇落满树的黄金树叶
时，他却持久而坚强地伫立在那
里。

还记得小时候因害怕打针而
倚在他肩头痛哭，把他的胳膊咬
的尽是牙痕，他却一动不动。当因
为过敏而全身不适时，他没日没
夜地守在我身旁，白发悄悄地在
他的两鬓探出头来。他是那么不
善言辞。当因电视剧里的感人情
节而潸然泪下，他却不屑地把脸
转到一边。妈妈开玩笑地说，他是
冷血动物，但我看到他的眼角有
闪光。他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外
露，因为他是一位父亲，一个家庭
的支柱，他需要足够的稳重。

父亲是一部永远都无法读

懂的厚重之书。生病时，他没有
细雨般的问候，但夜深人静时会
悄悄抚摸你的额头；考试失利
时，他没有温暖的安慰，但会帮
你分析失利的原因；吃饭时，他
没有不停地让你多吃、吃好，但
会记住给你买最好的营养品。他
的每一次呼吸都饱含酸楚和无
奈，他的每一个眼神都渗透着风
霜和期盼。他将劳动成果及所有
希翼交给我。在沉溺于学校生
活，处在师生情、友情之间的我
们，还未经历过世事。对于“生
活”这个很熟悉但又陌生的名
词，我不知道如何去诠释，父亲
用那寓意深刻的话语对我说：

“生活是一只永远谱不完的曲，
生活是一出永远演不完的戏，生
活是一条永远走不完的路，而我

们需要做的便是坚持——— 坚持
谱写这曲，坚持演完这戏，坚持
走完这路。”

他曾向我讲述过他的青春。
他青春的追求，他青春时的梦
想。他不想我重蹈他的覆辙，他
希望我的人生有目标，有追求，
有梦想。还记得是他向我解读梦
想的含义：梦想是一个对未来的
美好想像，它是经过努力有可能
实现的奋斗目标和对美好事物
的追求。没有梦想就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就没有真正的生活。
他说过的这些话语我一直铭记
在心，我希望我的梦想会因我的
努力而实现。

他是我成功的精神支柱，他
是我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是他
告诉我要有信心和希望，因为信

心是吹动船帆的劲风；信心是战
胜恐慌的源泉；信心是迎接挑战
的力量；信心是面对未来的支撑。
或许在儿女的眼里，父爱总是过
于沉重，父亲把自己对儿女的爱
隐藏得那么深，让人们轻易无法
触及。的确对于这种深沉的爱，不
能用手去感受他有形的存在，但
可以用心去细细领悟。那么，你就
会发现它的内涵多么浓郁，多么
美好！

偶然的一句爸爸生日快乐！
才使我发现，这竟然是我第一次
祝爸爸生日快乐。我对他的关心
是那么少，但他对我的关爱却无
时不在。我不要等到失去后才珍
惜，而是从现在就细细品味“父
亲”……

我挚爱的父亲，您辛苦了！

广州之旅
星海艺校

二年级二班 侯小羽

指导教师 贺婷婷

寒假中,我和爸爸去广
州玩。由于天气原因，飞机
延误了，我和爸爸等了好久
才上了飞机。飞机终于起飞
了，我看到外面白茫茫的一
片，我想：如果白云能变成
我最爱吃的棉花糖就好了，
这么多棉花糖，我可以吃个
够了。

到了广州，我一下飞机
就把外套脱下来了，因为广
州实在是太热啦！我原来还
以为广州是和我们烟台一
样天寒地冻呢！

我们这次去的是广州
长隆旅游度假区。度假区里
有游乐场、野生动物园、大
马戏团等好多项目吸引着
游客来玩。我觉得最好玩的
是游乐场，这里可大可漂亮
了。这里有全球最顶尖的过
山车、世界上最大的滑板
场 、亚 洲 最 大 的 四 维 影
院……

我和爸爸玩了碰碰车，
这个游戏可刺激啦！好多车
在一起撞来撞去，都快把我
撞晕了。原来撞车也可以这
么快乐呀！但爸爸说：“在生
活中，我们都要小心谨慎地
开车，绝对不能这样横冲直
撞。”一天就这样不知不觉
地过去了，我们玩得很累但
也很开心，这真是难忘的一
天。

美丽的烟花
牟平区五里头小学 五年级一班 卢盈静 指导教师 李玲

过年了！过年了！家家户户
都在贴春联，贴福字，我们去烟
花店买了些烟花：有飞机形的，
有汽车形的，牡丹花形的，蝴蝶
形的。

晚 上 ，我 们 全 家 吃 完 饺
子 ，便 拿 着 烟 花 来 到 了 广 场
上 ，只 见 广 场 上 已 经 人 山 人
海，一片沸腾。大家都穿着新
衣服，有的人正在摆放烟花，
有的人已经放起了烟花。人们
仰头望着飞上天空的烟花，脸
上绽出了幸福的笑容，孩子们
在 人 群 中 欢 呼 雀 跃 ，窜 来 窜
去。我抱着烟花向四周望去，

准备找一个能够燃放的地方，
突然，眼睛一亮，原来附近有
方空地，我赶紧跑过去喊爸爸
快来。爸爸点燃了飞机形的烟
花，随着一声巨响，只见金色
的飞机像火箭一样直冲向天
空，一到空中，立刻变成了五
彩缤纷的小人，拼成了新年快
乐和恭喜发财几个字；点燃了
汽车形的，只见许多辆小汽车
在空中飞动；蝴蝶形的翅翼一
碰，变成了一只轮船在空中遨
游 ，又 变 成 了 一 朵盛开 的 菊
花。仰头看时，冲向天空的烟
花就像为我撑起的巨伞，又像

给我戴上了一顶巨大的帽子。
烟花的颜色很多，有红色、

金色、绿色和紫色。红色代表了
人们快乐地度过了新年；金色预
示了秋天的丰收；绿色预告了春
天的到来；紫色代表了人们欢快
的心情。各种各样的烟花铺满了
天空，就像五彩缤纷的海洋；又
像给天空穿上了彩衣；还像花仙
子们把各式各样的画儿搬到空
中，让人们尽情的地欣赏。

我喜欢这新年的烟花，这美
丽的烟花，因为它是腾飞的希
望；是幸福美满的生活；是新春
的喜悦……

大年三十吃饺子
莱山区实验小学 三年级七班 张浩然 指导教师 刘志

我们家乡的风俗习惯是大
年三十晚上吃饺子。饺子里要包
上钱和枣。吃到有钱的饺子，意
味着来年能生意红火财运亨通。
吃到有枣的饺子，意味着来年鸿
运当头，喜事盈门。我们家在吃
年三十饺子的时候还有一个好
玩的节目，就是在捞出的第一盘
饺子的下面压上一百元钱，从长
辈开始轮流夹着吃，谁吃到盘子
里最后一个饺子，盘子下面的一
百元钱就归谁。

奶奶妈妈忙活了一下午，热
腾腾的饺子终于上桌了。只见妈
妈神秘兮兮地合掌默念：“财宝
跟我走，财宝跟我走。”我也学着

电视上的一句话：“旺来，旺来！”
我们娘俩财迷的举动，惹得全家
爆笑不止。

开始吃饺子了。爷爷先笑嘻
嘻地夹起一个饺子慢慢地放到
嘴里。奶奶小心翼翼地夹起来放
到自己的嘴里，就怕吃到硬币咯
着牙。爸爸快速地夹起一个，刚
咬一口就合不拢嘴，鸿运当头，
爸爸吃到一颗红枣。妈妈也笑呵
呵地夹起来，放到嘴里慢慢品尝
起来。终于轮到我了，我焦急地
夹起一个，囫囵地放到嘴里，刚
咬一口就被一个亮闪闪的硬币
咯到了牙，真高兴啊！大家你一
个我一个，眼见盘子里的饺子越

来越少，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大
奖花落谁家。最后一个饺子还是
被奶奶吃到了，只见奶奶拿起
钱，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钱奶
奶奖给我大孙子，留着开学买
笔、买本子。”

这大年三十吃饺子和平时
吃的饺子就是不一样的味，因为
饺子里不仅有钱和枣，里面还包
着浓浓的亲情……

过年的习俗
牟平区五里头小学 四年级二班 高悦 指导教师 孙忠花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来临了。
作为小记者的我，假期接到一项
任务：寒假写写我们当地的年俗
文化。可我们家从记事起到现在，
过年基本是同一个程序：年前打
扫一下卫生，三十那天晚上吃饺
子，看春晚，困了睡觉，完了……
还有什么呢？所以我非常渴望了
解我们家乡的春节习俗，因为我
爷爷、奶奶是从江西那边过来的，
好多家乡的习俗，他们不太清楚。
于是我带着一连串疑问踏进了我
的邻居刘奶奶家。

一进门，刘奶奶就热情地招
待了我，端出糖果和各种坚果，让
我吃。我们一边吃，一边拉开了话
匣子。

刘奶奶说，我们这边春节的习
俗可多了，春节准备、庆祝活动早从
腊月初八就开始了。过年期间要进
行腊八、祭灶、守岁、拜年、祭财神、
逛庙会等种种风俗活动，一直到正
月十五“元宵节”结束，历时一个多
月。辛苦劳作一年的人们，在过年前
后的这段时间里，阖家团圆、访亲
探友、拜神祈福，以各种方式来祁

盼来年的好运。腊月二十三是小
年，人们送走灶神，接回祖灵。从
这时起到年三十前是春节最后的
准备阶段，这期间，人们清扫屋
尘，蒸饽饽，莲子、包包子，准备鸡
鸭鱼肉，鞭炮烟花，每人的新衣
服，忙个不停。年三十上午贴年
画、贴春联，除夕夜则是年节的高
潮，全家老少，围坐一起，在吃了丰
盛的年夜饭后，人们在火炉边聊天
守岁，直到新年的来临。正月初一开
始，人们相互拜年恭贺……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刘奶奶介
绍的大年三十的情形。她说：“到

了大年三十，从吃了午饭开始，一
家人就开始准备年夜饭。里面可
有讲究了。鱼是必备的，它意味着
年年有余，还要有鸡，意味着大吉
大利、子孙机灵。隔年大菜更有说
法，里面要有白菜、豆腐、炸肉、粉
条等，种类越多越好，意味着来年
丰足，有财、有福。更有趣的就是
包饺子，除了肉馅还要准备钱和
大枣，谁吃到了包有硬币的饺子，
意味着来年挣大钱，谁吃到了包
有大枣的饺子，意味着来年鸿运
连连……”

听完了刘奶奶的介绍，我的

心充满了向往，这才是过年啊！怪
不得大家都说，还是过去的年有
年味啊！但我知道，我可不愿意回
到过去，年味比以前淡了些，那是
因为人们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
善，即使是平常的日子，我们的生
活水平也比以前过年的时候要
好。就像刘奶奶说的“每天都和过
年似的”。家乡人民已经过上丰衣
足食的好日子，不仅吃得饱，还吃
得好，吃的有营养。这，又岂是过
去新年盼望能盼到的？当然，那些
美好的习俗还会继续传下去，这
不，我已经开始了解啦！

小荷2013年3月6日 星期三

编辑：王伟凯 美编/组版：贺妍妍 今日烟台 B31


	J3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