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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小猫花花长得很可
爱。浑身毛茸茸的，像个小绒
球。小脸圆圆的，感觉毛都把
整张脸盖住了，只留两只眼睛
乌溜溜地转着。胡须藏在绒毛
里，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呢。妈妈说胡须可不能
随意帮它剪掉，要不胖胖的身体准会被洞口卡住
的。

我家的花花很懒，基本不爱动，瘫在沙发
上。妈妈总说这个姿势叫“葛优躺”，看来这小家
伙很会享受。不过一见到鱼，它就原形毕露了，

跑前跑后围着鱼“喵喵”叫。甚
至连我鱼缸里的鱼它也不放
过，两只爪子轮流捞，气得我把
它的屁股一顿打。更可气的是
它一点也不怕，居然还用头蹭

我的腿，回头又去鱼缸边等待机会捞鱼，可不管
怎么捞，一次都没成功，我就当它是跟鱼儿们玩
游戏吧。

我家的花花太萌，太可爱了。我喜欢它的淘
气，它的撒娇。它是我们家公认的活宝。

指导老师 钱春霞

萌萌的花花
□ 市三垛镇二沟小学二年级 竺歆悦

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当然，孔子所说
的“言”，不是一般的说话，而是指上层社会的
交际应对，同时也强调“说得好一些、文雅一
些”的意思。我们平时的作文，尤其是考试作
文，在审题立意、选材布局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文字鲜活生动、细腻感人的自然会胜人一筹。
如果说脸是人的颜值，那么语言便是作文的颜
值。那么，怎样才能让你的作文语言靓起来？

一、善写感受
好的作文，之所以生动形象，首先在于观察

细致、描写细腻；如果泛泛而谈，大而化之，文
章就显得空洞无趣。

如《社戏》中有一段文字，历尽磨难后，终
于如愿以偿去赵庄看社戏了，作者描写月色下
路上所见景致，“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
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
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
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
跑去。”有触觉、嗅觉、视觉，有仰视、俯视，有远
观、近看，有静景、动景，有实写、虚写，读者看
到的不仅是景，同时也读到了“我”此时心情的
急迫和愉悦。

如果这样写，“月色下，我们就向赵庄出发
了”，看起来语言简洁，其实苍白无力，缺乏情
感，自然不能感动读者。我们平时善于观察思
考，写作时才会生动形象；没有观察思考，就不
会写出这样文质兼美的文章。

二、巧用动词
福楼拜是莫泊桑的良师益友，他要求莫泊

桑用字准确而精炼时说：“无论描写什么事物，
要说明它，只有一个名词；要描写一个动作，只
有一个动词……”

《背影》中“望父买橘”的片段：“我看见他
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
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
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
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
上（缩）；他微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
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
流下来了。”

一系列的动词，看起来平淡无奇，实际上是
作者匠心独运，将父亲在自己失业、家庭变故、
腿脚不灵便的情况之下，仍然艰难地穿过铁道
为“我”买橘的情景准确生动地描绘出来，字里
行间流露出浓浓的父爱。我们仿佛看到了一
个青年学子坐在火车上泪流满面的情形，看到
了朱自清内心的翻江倒海。读到这一段文字，
你不流泪吗？你不会联想到父亲曾经为你做
过的让你感动的事情吗？

三、妙用比喻
巧妙运用比喻，可以达到化抽象为具体，化

贫瘠为丰满，化粗略为细腻的效果，从而使文
章魅力四射，光彩照人。

比如《安塞腰鼓》中有一段描写鼓声的句
子，“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
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
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

作者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一画面，综合运
用排比、比喻的修辞手法，把“鼓点”比作“骤
雨”，写出了鼓声的急促、密集；把鼓槌上的“流
苏”比作“旋风”，写出了鼓手动作的娴熟、热
烈；把打鼓者的“脚步”比作“乱蛙”，不仅写出
了人多，场面壮观，同时也告诉我们，安塞腰鼓
须脚与手配合，高潮处脚要动起来、跳起来；打
鼓者必须精神亢奋，“瞳仁”闪射，如“火花一
样”有激情，形象生动地写出了舞蹈场面的壮
美，突出了安塞腰鼓壮阔、豪放、火热的特点。
读者跟随作者的笔触、眼光、感受，领略安塞腰
鼓的魅力；如果不用修辞，很难让读者体会到
场面的壮观、飞泻的激情。

四、细分动作
写作的最高境界，是能让读者仿佛置身于

字里行间，有身临其境之感，“慢镜头分解”便
是一个不错的法宝。

“跳高架前只剩下马某华同学一人。这时
横杆已升到了1.35米，比去年的女子组跳高纪
录高出一厘米。比赛的哨声响了，只见她飞奔
而去，在离横杆不到半米的地方，纵身一跳，一
下子飞过了横杆，打破了校运动会纪录。”

这是一个同学的作文片段，其败笔显而易
见：很不具体。“慢镜头分解”便能妥善解决这
一问题。“哨声响了，马某华同学原地蹦跳了几
下，习惯性地压压左腿，再压压右腿，直起腰，
深呼一口气，这才迈出轻快有力的步伐，向跳
高架冲去。当快接近跳高架时，一个急转身，
双脚一蹬，两个动作几乎同时完成。观众还来
不及眨一下眼睛，她的头部肩部就已越过横
杆，再一挺胸，收腹，翘腰，好一个‘背越式
’……‘成功了！’她破了校纪录。”这段文字如
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把跳高的动作分成了几个
部分，准备、助跑、起跳，突出人物
的精神状态，每一个部分的的动作
都贴切到位，文章自然感人。

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上述的四个方法如果我们能灵活
运用于作文之中，必定能为我们的
作文增色，必定能成为我们作文的

“颜值担当”。

让你的作文语言靓起来
□ 市汪曾祺学校 马仁奎

做了多年班主
任，跟家长交流最多
的就是怎样才能培
养出一个好孩子。
事实上有很多的家
长对自己倾情付出、精心打造的产品——
孩子并不太满意，尽管爱他们是毋庸置疑
的。听到太多的家长倾诉：孩子任性不听
话，孩子自私不体贴，孩子懒惰不努力……
凡此种种，颇多烦恼与愁绪。其实，没有哪
个孩子是天生的好孩子，作为家长，更多的
时候我们应该反思，在培养孩子、引导孩子
的过程中我们该做些什么？也许很多时
候，家长们更习惯于“养”，从小养到大，娇
生惯养，呵护备至，却在“育”上有所缺失，
或因意识不到或因能力缺乏。总之，最终
孩子成了远离家长理想中应该的样子，成
了家长眼里操不完心的“小祖宗”。

有时候开家长会，我会和家长们分享
我女儿的一些故事，常常会有家长说受益
匪浅。

在我女儿才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春
节回农村老家，因为那一段时间一个大家
族就她最小，自然是最受宠爱的，好多长辈
都给她压岁钱。一个还不知道花钱的孩子
看到钱也知道傻乐，只要有人给，乐呵呵地
接了就塞进口袋里。那天我对她说：“泱
泱，你知道吗，给你钱的好多长辈年纪都大
了，在农村也没有什么挣钱的门路。以后
他们给压岁钱，我们就不要收了，好吗？”当
时我也就这么一说，谁知道回城里之前她
留给了她奶奶几百块钱，说这些是太太、太
爷们给的，让奶奶还回去。这件事让我大
大地惊诧了，孩子不是没有心，而是我们做
家长的没有提醒和要求。在回城的路上，
我特地当着孩子的面把这件事告诉我先
生，我们一起好好表扬了她。此后，凡是老
年亲戚给的压岁钱，她都让奶奶退回。后
来上大学了，第一次打暑期工的工资，她也
拿出三分之一给了她最亲爱的奶奶。看她
这样仁爱而温暖，我们真为她高兴。

上了初中以后，最喜欢她的舅舅工作
了。她知道舅舅疼她，对她有求必应，于是
背着我和她爸爸，跟舅舅说，能不能给她买
个手机，只要不太贵的那种，因为爸爸妈妈
不让买，说耽误学习呢！她想买回来偷偷

地用，还跟舅舅保证不让爸爸妈妈知道。
疼爱她的舅舅竟然欣然答应并立刻照办。
手机快递到家的第一时间还是被我知道
了。当时的我很少有的跟她大发雷霆：谁
给了你这个权力向别人索要东西，还隐瞒
父母，这种行为恶劣又可耻！后来，她爸爸
回来又教训了她一顿，连带舅舅也被批评
了。电子产品不能退货，后来购买手机的
钱由女儿用自己存的压岁钱还给了舅舅，
手机也送给了奶奶。从此，她连人家发的
小打小闹的红包都不太敢收了。因为她懂
了：这个世界上没人欠她的，包括舅舅包括
父母当然更包括其他人。

女儿刚上高中那年，她亲爱的外公突
然被查出癌症晚期。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黑
暗的时光，每天面对病入膏肓的父亲我要
展颜欢笑，装着等待父亲康复出院的样
子。每天一有空就去医院陪着，后来医治
无望只能出院了，我们把父亲送回老家让
他静养。每个星期天我都会抽空下乡去看
望他。女儿上了高中假期本来就少，但只
要她放假，再忙也要跟我去乡下看望外公，
因为我告诉她：学习是很重要，但外公更重
要。有一次我没空回去，她自己去买了她
认为最贵最好吃的车厘子和荔枝，独自乘
车乡下去了。外婆打来电话说，外公今天
可高兴了，因为泱泱一直陪外公聊天，还把
水果都洗好、去核给外公吃。几个月后父
亲去世了，我默默地在房间里流泪，女儿轻
轻地抱着我说：“妈妈，你别哭了，没有了外
公，你还有我呢！”

日本作家谷口雅春说过：“孩子的言行
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家庭和父母的精神，
所以希望孩子好，首先自己要起模范作
用。父母或教育者的日常性言行，对培养
孩子的人格有最强的说服力。”所以，要想
拥有一个好孩子，就要懂得引导和教育。
在生活中，家长既要做好表率，不断完善自
己，身体力行，更要利用种种资源作为教育
的好材料，让孩子这棵幼苗在家长不断修
剪的过程中茁壮成长。

怎样才能拥有一个好孩子
□ 市实验小学 李红梅

去年国庆节，爸爸带我回老
家看爷爷奶奶。

推开院门，一排排黄豆秸秆
铺在水泥地面上，枯败的叶子围
绕着圆润、深黄的豆荚，似燃烧
的火焰跳入眼帘。虽然是十月了，可太阳还是那
么毒，本来就已经枯败的叶子在太阳的炙烤下，一
碰就碎了，露出一个个豆荚，毛绒绒的，甚是惹人
喜爱。黄豆秸秆不时地发出“啪啪”的声音，有些
急着出生的小黄豆应声欢快地蹦出豆荚。

打黄豆了！
只见爷爷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身体微微

前倾，两手握着连枷，右手在前、左手在后握着连
枷长柄的底部，右手轻轻一抬，连枷前端的木板在
空中划过一个漂亮的圆，“啪”的一声，重重地砸在
黄豆秸秆上。一个个小黄豆像油锅炸开一样，四
处迸射开来，闪烁着金色的光泽。

一旁的我看得手直痒痒，“爷爷，你休息会，让
我来打几下。”爷爷笑着说：“你会吗？要不爷爷教
教你？”我满不在乎地说：“不用，这也太简单了
吧！”爷爷笑而不语，把连枷递给我。我自信地接
过连枷，摆开爷爷刚才的架势，左手握底部，右手
一抬，闭上眼睛，自己给自己打了个号子，“嗬！”睁
开眼睛时，却发现连枷的木板不是平着砸在地上，
而是木板的头子竖直地砸在地上，还把手腕震疼
了。第一次打连枷就这么失败了。

再来！我默默地给自己以安慰。这次我高高
地举起连枷，用力往下砸，可连枷还是没有能在空
中划过一个漂亮的圆，倒是连枷的长柄先落地。
莫非小木板和我作对？！我一次次地举起连枷，一
次比一次用力，可连枷就是不听我使唤，不是连枷
长柄落地，就是连枷的小木板像大宝剑竖起插向

地面，把我的手震得生疼，而我
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我扔下
连枷，甩甩手腕，这才发现，爷
爷眯着眼、喝着茶在看着我，我
脸“刷”的一下红了。

“孙子，凡事都要讲究技巧，光靠蛮力怎么
行？！打黄豆如此，做其他事也是如此。”爷爷边说
边拿起连枷，开始手把手地教我，“左手按住连枷
长柄不能动，右手在左手前面按住长柄，先把连枷
低一点放着，眼睛看着小木板的运动方向，然后右
手手腕向上挑，小木板就会跟着你走，再控制好节
奏，小木板就会自己在空中划个圆弧，砸向黄豆秸
秆，就会再跳起来在空中划圆弧，周而复始……”
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爷爷的手已经脱离了连枷，
而是我一个人在打黄豆。

我吸了一口气，站好马步，按照爷爷说的低、
挑、翻，小木板在空中划过一个漂亮的圆弧，重重
地砸在黄豆秸秆上。伴随着小木板规律地旋转，
黄豆像“葫芦兄弟”一样，争先恐后地蹦向天空。
我成功了！

连枷也像是被我驯服的野马，我让它向东，它
不敢向西，我不由慢慢地加快了速度。可是连枷
又发出了不协调的声响，我心里“咯噔”一下，但又
怕慢下来，连枷不听使唤了。就在我一分神的时
候，我被连枷拽着向前，险些摔下来。

“没摔着吧？”爷爷关切地问我，“爷爷做了一
辈子农民，打黄豆也不会单纯图快，快了黄豆打不
下来，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做其他事情也一样，片
面地贪图快，就会忽视了质量。”我站直身体，稳住
脚步，向天空吐了一口气，又开始刚才的动作，不
过这次我控制了速度。听着连枷有节奏的击打
声，我的眼前渐渐明朗起来。 指导老师 孙朝霞

打黄豆
□ 市汪曾祺学校九（6）班 汤怀峰

星期天早晨，我
还在温暖的被窝里
做着美梦，突然被一
阵断断续续的哭声
惊醒。啊，这不是隔
壁小晖在哭吗？我立刻起床，直奔邻居
家，只见叔叔正焦急地在屋里徘徊。原来
叔叔要出门，小晖没处丢。我自告奋勇地
对叔叔说：“把小晖丢给我吧！”叔叔喜出
望外，向我道谢后，便匆匆地走了。

叔叔走后，我就把小晖带到自己家
里，像对待贵宾一样，把我所有的玩具统
统地搬了出来。小晖一看，高兴得手舞足
蹈，一下子扑到玩具中间，挑挑这个，玩玩
那个，吹吹小喇叭，摸摸小手枪，好不痛
快。

可是，好景不长，小晖猛地皱紧了眉
头，脸色立刻“晴转多云”。一会儿，把小
汽车甩出好远；一会儿，把布娃娃扔了个
仰面朝天。又猛地抬头看了看四周，霍
地，他那圆溜溜的大眼下起了“雨点”，嘴
里还含糊地说着什么。一时间，我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他
为什么哭呢？我无
可奈何，只好哄他，
说他的好话，可他
还 是 无 动 于 衷 。

瞧！他挺淘气，一边哭，一边一个劲地扔
玩具。我急中生智，拿起小画书，给他讲
故事，他仍不听话。我拿来好吃的，把巧
克力硬塞进他嘴里，也被他“呸”地吐了出
来。唉，真拿他没办法！原来当个小保姆
也这么难，我真有点泄气了。但想到，我
自己争取做的事可不能做不好。

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平时，我和
小晖不是玩过“开火车”这个游戏吗？于
是，我满面春风地对小晖说：“小晖，咱们
玩开火车，呜呜呜，好吗？”小晖一听，立即

“多云转晴”，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连忙跑
过来，拉住我的衣襟，嘴里还不时地喊：

“开火车喽，喀嚓、喀嚓……”叔叔回来了，
看到这情景，“噗哧”一声笑了，夸我小保
姆当得真不错，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指导老师 胡建新

第一次当小保姆
□ 市外国语学校 张悦

我还在睡梦中，就隐
隐约约闻到了阵阵幽
香。啊，是粽叶的香味！

我立马穿上衣服，
直奔厨房间，只见奶奶
正在洗粽叶，准备包粽子呢。一年一度的
端午节向我们走来了。

为什么用三条细长的粽叶，就可以包
成一个三角形的粽子呢？我今天一定要
跟奶奶好好讨教一下。

我们准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红豆和
腊肉。拿起三片差不多大小的粽叶，把它
们稍微重叠在一起，然后两只手朝内一

挽，就形成一个圆锥的
形状，我往里面放了1/3
的糯米，再放一些蜜枣
和腊肉，再放一勺糯米，
将它按平，把上面用粽

叶封起来，继续让粽叶重复包裹着每个
面，最后用一根棉线将粽子扎起来。这
样，一个绿油油、圆鼓鼓的大粽子就呈现
在眼前了！

紧接着，我们还包了一些其他口味的
粽子。

当然，要学会包粽子也不容易，被我
弄破了许多粽叶呢。指导老师 董仲春

包粽子
□ 市三垛镇三垛小学六（3）班 陈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