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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察

狮吼功
温馨情感

观鸟
厦门实验小学三年（8）班吴逸凡
指导老师：纪赐华

筼筜湖西堤纳潮口的右侧岸
上，有一条观鸟廊。观鸟廊建有一
堵长长的木墙，墙上有一个个长方
形小口，正对着纳潮沟，方便人们
站在木墙后面通过小口观察鸟儿。
观鸟口有不同的高度，大人与小朋
友都能找到合适的口子。

寒假期间，我经常与爷爷来这
儿观鸟。我先上网查询涨潮时间，
然后与爷爷提前来到观鸟廊，各自
通过合适的观鸟口朝外望去。只见
湖面平静如镜，白鹭在岸边整齐地
排成两排，安静地等待开闸放水。
这些大自然的小精灵不用上网，就
知道每天什么时候涨潮，提前到此
抢占有利位置。

不一会儿，潮水汹涌奔腾而
入，浪花翻滚，把湖面镜打得粉
碎。鱼儿在浪花上跳跃着，白鹭一
下子就兴奋起来，纷纷扇动翅膀

向浪花飞去，有的很快就叼着一
条鱼飞回岸边，尽情享受美食大
餐；有的一击不中，回来喘口气再
飞向水面发起新一轮攻击；有的
还站在岸边“虎视眈眈”，寻找下
手的机会。

在这些翩翩起舞的白鹭中，有
一只羽毛是灰褐色的，特别显眼。
爷爷说，这是苍鹭，它比白鹭略大
一些，动作更加敏捷，很快它就用
尖尖的嘴捕到一条大鱼。看它站在
白鹭边上狼吞虎咽的样子，我一下
子就想起“鹤立鸡群”这个成语来。

这时的观鸟廊也热闹得很，架
着一排“长枪短炮”，都是观鸟爱好
者在拍摄。我常常在《厦门晚报》上
看到白鹭捕鱼的精彩照片，就是这
些摄影师的杰作。观鸟廊的木墙
上，也挂着他们的优秀作品。

在观鸟廊，我看到了大自然的
美，也看到了人与鸟的互动，这就
是一幅美丽的画。

思北小学五年（1）班詹庆韬
“狮吼功来啦！快跑吧！”我赶忙

戴上耳机，躲进房间；老爸则拎起电
脑，像离弦的箭一样冲进卧室，锁上
门，大气不敢出一声。

老妈一手拿着鸡毛掸子，一手拿
着戒尺，怒气冲冲地大喊道：“臭小
子，给我滚出来，赶快去做奥数题！”

“到底躲哪了？赶快出来，否则
‘竹笋炒肉’伺候。让你做奥数题你不
做，让你做阅读你不做。你到底想干
什么？现在不努力，将来干什么？”老
妈一声吼，地球抖三抖。这惊天吼叫
一浪高过一浪，似泥石流滚滚而下，
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可怜的小心脏
都要四分五裂了。我感觉家里飞沙走
石，天昏地暗，吊灯似乎摇摇欲坠，连
玻璃都要裂开了。万般无奈，我只好
耷拉着脑袋，像受审的犯人一样，没
精打采地走出房间。

“赶快去做奥数题！”老妈怒吼
道。我心中一百个不愿意，刚想反驳，

却看到老妈双眼怒视，眉头皱成“川”
字，一只手拿着戒尺高举过头顶，随
时都有落下的危险。我只好作罢，乖
乖走进书房埋头苦干。做完后，我一
边打着哈欠，一边把作业交给老妈。

不一会儿，老妈的脸色由晴转
阴，嘴巴紧抿。这恐怕是暴风雨来临
前最后的宁静了。果然不出我所料，
不到三秒，老妈从座位上蹦起来，抓
住作业本狠狠向我扔来。我眼疾手
快，闪身向后跑去，躲过了危险。

接着，雷鸣般的吼声从我耳边传
来：“什么作业，自己去检查！”这一
吼，响彻云霄，估计玉皇大帝都不能
睡个安稳觉了。我捡起作业本一看，
不就看错了一个数字吗？至于这样大
呼小叫吗？

不过，在老妈的狮吼声里，我改
掉了许多坏习惯，学习成绩更加优秀
了。原来，老妈的吼声中蕴含着对我
浓浓的爱。妈妈，我想对您说：“我爱
您，更爱您的狮吼功。”

阳光少年

攀岩

我和白雪公主过一天

我思我想

苏东坡种树

福兔迎春（画作）
作者：民立二小五年级吕晨瑄

生活素描

公园小学六年级蔡豪
夏天，太阳高高挂在空中，发出刺

眼的光芒，空气中弥漫着闷热的气息。
军训教官带我们来到攀岩墙边，告诉我
们：“今天我们训练攀岩。”

攀岩开始了。我先用右手抓住一块
突出的石头，左脚踩在下面的一块石头
上，再伸出左手抓住另一块岩石，然后
右脚抬起，踩在另一块岩石上。就这样，
我慢慢向上爬，发现越往上，石头越少，
而且更小。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我的
面前——我没有办法再上去了。

我靠着岩壁慢慢向西移动。移动一
定距离后，我举起左手努力抓住岩石，
无意中往下一看，发现自己的双脚悬挂
在半空中，吓得赶紧退回原处。我贴在
岩壁上，往下一看，仿佛有万丈深渊；往
上看，似乎还有十万八千里路。我的头
上冒着汗珠，腿千斤般重，双手双腿不
由自主地发抖。我心想：我本来就是一
个恐高的人，为什么还要练攀岩？

我忽然感到崩溃，眼泪不由自主地
盈满眼眶、打转。我仰起头，忍住不让眼
泪流下来，可它们还是流了下来。我在
岩壁上，哭有什么用呢？我冷静了一下，
告诉自己：生活不相信眼泪。

我倾斜身体，踮起脚尖，奋力抓住
一块石头，踩着粗糙的岩壁往上爬。我
一次次在心中鼓励自己：坚持是我唯一
的选择！

集美二小五年（5）班林鑫
都说“壮观莫过日出”，于是我

央求爸爸妈妈带我去海边看日出。
太阳没升起来时，天空一片黑

暗，唯有几颗星星在闪耀，大海也
失去了光彩。一切就像一个小黑
屋，又像一个漆黑的山洞。不一会
儿，海平线上发出耀眼的红光，太
阳露出小半边脸，时刻准备着跳出
来似的。紧接着，阳光把整个天空
都染成了红色。白色的云朵有了光
彩，像棉花糖，又像雪白的芦花。

就在我们以为太阳终于要升
起时，太阳好像注视着我们的一举
一动，犹豫了一下，还是只露出半
边。云朵调皮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
太阳，但太阳金色的光芒依旧照亮
了天空。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太阳
终于跳出了海平线，发出了耀眼
的光芒，像一个金色的大圆盘，又
像一个金黄色的大饼。这是我们
第一次看日出，美景让我们都看
得都入迷了。

旭日东升，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依依不舍地回家，日出美景印在
我的心里，久久难以忘怀。

松柏小学五年（1）班陈鸿奕
指导老师：林丽玲

我家书架上有一本林语堂先生
写的《苏东坡传》。爸爸最喜欢苏东
坡的词了。昨天，我背了“西塞山边
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
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
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今天我
背着“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
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参杂
种，千枝次第开”。

背着背着，我开始想象苏东坡
种树的情景。那三万棵树，一棵棵竖
立在他的眼前，真是太壮观了。一天
天看着小树苗长大，枝叶各种变化，
真是特别的经历。我也有过这样的
经历，因为我和妈妈一起种过一棵
小榕树。苏东坡喜欢种树，还把方法
记录下来。

“东坡居士种松法”别有窍门，
当时就有人找苏东坡学种松树。他
教人之余，把方法记录在《东坡杂
记》中。十月以后，冬至以前，松果结
了，熟了，还没落下来，收取果萼放
在竹器中，悬挂在走廊或者院子中，
风能吹过的地方。到第二年春初，敲
碎，取出籽，用大铁锹在荒地挖出一
个个数寸深的坑，然后把一粒粒籽
放在里面。春雨来了，润物无声，松
子得到滋润，悄然生根。

苏东坡不但会种松树，而且还
会种桃花、李、杏、梨、枣等。他爱上
了田园生活，享受种植的乐趣。

我想，苏东坡先生这样做不
仅仅是娱己，为自己寻找精神家
园，也为大地广植绿树，让大地披
上绿色外衣。这不正是一种好的理
念吗？

故土情深

苹果树下
园南小学五年（1）班林鹭彤

小时候，我在老家生活。每当苹
果成熟之时，婶婆便会给我一个小
箩筐，她也背个大箩筐，扛着梯子，
带我去摘苹果。

走进树林，一片绿色扑面而来。
沿着蜿蜒小路一直往前走，眼前出
现一片苹果树林。婶婆架好梯子，爬
上去，摘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此
时的我，咽着口水，用小箩筐接苹
果。摘下来的苹果，散发着沁人心脾
的果香，真让我垂涎欲滴。

我迫不及待地放下小箩筐，拿
起一个苹果，一阵风似的跑到一旁
的小溪边，把苹果洗了洗，就使劲咬
一口。果肉在我的嘴里留下清甜，果
香在我的舌尖回荡。

吃完苹果后的我，心满意足。我
歪着头想了想，在地上挖了个洞，把

果核放进去，再用土埋起来，浇上一
些水。我满怀期待，种下的苹果核，
什么时候才能长成苹果树呢？是否
会结出一树苹果呢？

过了一会儿，我玩累了，就躺在
草地上。阳光透过苹果树茂盛的枝
叶，在地上形成了一个个光斑。听，
小鸟叽叽喳喳地唱起歌，它藏在哪
个枝头呢？我躺在油绿的草地上，在
枝丫间寻寻觅觅，不时眺望变幻莫
测的白云，别提多惬意了！

不知过了多久，婶婆喊道：“彤
彤，回家了！”我背上专属的小箩筐，
跟在婶婆的身后，边走边玩。此时，
我的箩筐里收获满满。几个红苹果
旁，躺着几株狗尾草，落着一根鸟儿
的羽毛……夕阳西下，柔和的光芒散
落大地，我与婶婆的背影，似乎定格
成了两道剪影，是那么美、那么美。

看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