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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难忘的跆拳道考试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迎宾路小学3年级5班) 李雨浩

我的第一张照片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迎宾路小学5年级7班） 孔梦旗

照片记录着我们生活中
的一个个美好瞬间，也记录着
我们的成长。

听妈妈说，我的第一张照
片是 2010 年 7 月 14 日拍的，
那一天是我出生 100 天的日
子，我第一次来到照相馆拍
照。那时的我头发很短，就像
刚刚发芽的小草，只见一点小
尖，于是照相馆的阿姨给我戴
了一顶蓝色的帽子。

妈妈笑着说：“还真和蓝
精灵有点相似。”我只是一直
傻笑着。我坐在一个白鹅毛般
的毯子上，啃着脚丫子。给我

照相的阿姨说：“小朋友看前
面。”

我对阿姨手里的东西十
分好奇，就一直看向阿姨，阿
姨顺利地抓拍了一张，还夸我
听话。

拍完照片以后，我和妈妈
就回家了。5天后，我们从照
相馆取回了冲洗出来的照片。
妈妈把这张照片放在了电视
机的右边。

这就是我的第一张照片
背后的故事，你的第一张照片
是什么样子的呢？

劳动中的快乐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迎宾路小学3年级7班）刘镇翼

劳动是辛苦的，也是快乐
的。

有一天，爸爸妈妈正在包
饺子，我也想和他们一起包。在
妈妈的指导下，我拿起一张饺
子皮，把肉馅轻轻地放到饺子
皮中间，然后把饺子皮对折成
一个半圆形，就好像月亮一样。

最后，我小心翼翼地把边
缘捏好，一个饺子就完工了。
我把它放到木板上。可是我
发现，妈妈包的饺子像圆滚
滚的大将军立在那里，而我
包的饺子却趴着，像一个打
了败仗的士兵，无精打采的。

我又拿 起 了 一 张 饺 子
皮，心想这次一定多放些肉
馅，让饺子鼓起来。结果捏到
一半，我就捏不上了，捏上这
边，肉馅就从那边漏了出来，
好不容易把那边的肉馅弄回
肉馅盆里，这边又被撑破了。

“我不包了，包饺子太难
了。”我扔下饺子，扭头就走。
妈妈说：“学东西不能半途而
废，要有耐心。”

在妈妈的鼓励下，我静下
心来，学着妈妈的样子，取了适
量的肉馅，小心地一点点地捏
边，最后竟然包出了一个抬头
挺胸“将军式”的饺子。妈妈向
我挑起了大拇指，直夸我包得
真好。

后来，我的动作越来越熟
练，我包出的饺子也越来越好
看，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饺子煮熟了，香喷喷的饺
子端上了餐桌，馋得我直流口
水，我迫不及待地吃起来。

这次劳动体验让我明白
了一个道理：用自己的劳动和
汗水换来的东西是最有意义
的。

（指导老师：吴少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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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9日下午，我和妈妈
一起去市文化艺术中心参加
跆拳道绿蓝带升蓝带的比赛。
考上蓝带，我就能进入高级班
训练了。

考试之前，我既兴奋又紧
张。在去考试的路上，我反复
在心里默念着动作要领。

我们这次考的是 360 度
旋风踢，这是一种既漂亮又有
些难度的腿法。排在我前面的
同学，有的踢了好几次才把木
板踢碎，有的动作不符合要
求，我心里就像揣了一只小兔
子，怦怦直跳。

马上就轮到我了，我深
吸一口气，做好准备。考试开
始了，我抬起腿，向考官手上
的木板使劲一踢。“咔嚓”一
声，木板被劈成了两半。场下
的同学们都为我热烈鼓掌。
最终，我以优异的成绩顺利
地晋升蓝带（上图）。

对我来说，每一次考级测
试都是一次挑战。通过一次次
考级测试，我克服了胆怯心
理，变得更加勇敢，也更加自
信了。我还从中体验到了成功
的快乐。

（指导老师：李俊芹）

爱劳动的我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迎宾路小学4年级1班）袁天泽

你爱劳动吗？其实，劳动
很简单。比如，为家人做饭、扫
地、倒垃圾等。其中我最擅长
的是为家人做饭。

有一天，我从网上看到了
早餐饼的制作方法，就跃跃欲
试。于是，我对妈妈说：“我刚
刚看到了一个早餐饼的制作
方法，让我来试一试吧！”妈妈
同意了。

我从冰箱里拿出两个鸡
蛋、一袋金针菇和一些葱花。

我先拿起一个鸡蛋，从桌
子上磕了一下，打进碗里。这
个动作看似简单，我却跟妈妈
学了好久呢。有时候，鸡蛋磕
得口小了，倒鸡蛋液的时候，
鸡蛋皮会跟着掉进碗里；磕得

口大了，鸡蛋会直接裂开，把
蛋液弄得到处都是。

我把两个鸡蛋都打到碗
里以后，开始搅拌。搅拌到蛋
白和蛋黄充分混合后，我打开
电饼铛，往里面刷了一些油。
等油热了，我先把鸡蛋液倒进
电饼铛里，接着撒上金针菇，
再放入几粒葱花。

鸡蛋液渐渐凝固的时候，
我迅速翻了一下，把另一面又
煎了一两分钟后，关火，美味
可口的鸡蛋饼就做好了。

看到妈妈开心地吃着早
餐饼，我的心里就像吃了蜜一
样甜。“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为人劳动，心似蜜糖。我爱劳
动，劳动最光荣。

和爷爷奶奶
一起干农活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解放路

小学5年级8班）高枫艺

我从小就觉得劳动是一件非
常累的事情，但那一次我却在劳
动中感受到了快乐，还学到了很
多知识。

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暑假，我
回到了老家。爷爷奶奶每天下地
干活，没有时间陪我。我心想：我
该给家里分担一些事情了。于是，
我换好鞋，戴上草帽，来到地里。

爷爷奶奶正在拔花生。于是，
我戴好手套，也和他们一起干起
来。起初我觉得花生很好拔，后来
才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拔花生
时，需要用手握住花生秧的底部，
摇来摇去才能拔下来。我渐渐掌
握了窍门，拔花生也变得轻松多
了。

除了拔花生，还会有什么劳
动在等着我呢？第二天，我又跟随
爷爷奶奶的步伐来到地里。我问
爷爷，这块地里种的是什么庄稼。
爷爷说：“这里种的是红薯。”

我干劲十足，拿起锄头就刨
起红薯来。爷爷看见我拿大锄头
很费劲，便说：“大锄头你拿不动，
我正好带了一把小锄头，你用这
把吧。”我双手接过小锄头，又开
始挖了起来。

因为我经验不足，总是把红
薯刨成两半。我心想：不管是谁也
不可能刨出完整的红薯吧。

但我看到，爷爷奶奶却可以
把红薯一个个完整地刨出来。我
问奶奶：“奶奶，为什么你们能刨
出完整的红薯？”奶奶说，这是因
为他们刨了很多年的红薯，积累
了一些经验。

我要做一个热爱劳动的人，
去感受更多劳动中的快乐。

小茶童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新华小学3年级4班）郭智勋

我的表爷爷是一位国学
爱好者。上周日，他邀请我们
一家人到他家做客。

在他家阳台上摆放着一
张茶台，我很好奇地走过去。
表爷爷站在我身旁，面带微笑
地给我一一讲解着。

通过表爷爷的讲解，我知
道了茶具包括茶壶、茶漏、茶
勺、茶罐、茶巾、茶杯等，每种茶
具又有很多分类，比如小小的
茶杯就分为公道杯、主人杯、品
茗杯、建盏等很多种类型。

表爷爷说，茶文化作为中
国传统文化之一，已经传承了
4000多年。

表爷爷还教给我怎么倒
茶、怎么喝茶。首先，倒茶时心
要静，手要稳，不能着急，如果
把茶倒得太满，或者倒溢了，
就是对客人的不尊重。喝茶
时，要用食指和大拇指拿着茶
杯的上沿，其他手指并拢托在
杯子下边，喝之前先闻一闻茶

香，再小口小口地喝，不能“牛
饮”，那样太不雅观了，而且容
易烫到嘴。

表爷爷看我饶有兴趣地
看着他，就让我来试试，我心
里很高兴，但也有些紧张。

在表爷爷的鼓励下，我用
茶勺把茶水舀到茶壶里，茶
壶上放着茶滤，它的作用是
把细小的茶叶末过滤掉，不
让客人喝到茶叶末（下图）。
然后，我又端起茶壶，给每位
客人倒了七分满的茶。

整个过程中我都小心翼
翼的，生怕茶水洒出来烫到
人。茶水倒好了，所有人都夸
我稳重大方，是个合格的小茶
童。表爷爷也很高兴，答应我
以后多教我一些茶道知识。

我太喜欢茶道了，我愿意
做一名小茶童，做一名宣传中
国传统文化的国风少年。

（指导老师：段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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