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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养只小花猫
小记者 杨荫中

如果你问我想饲养什么动物，我会毫不犹豫地
说：“我想养只小花猫！”

小花猫身材娇小，一到晚上眼睛就圆溜溜的，身
上布满漂亮的花纹，尾巴修长，走起路来轻巧无声。

如果，我能养一只小花猫，我会给它一个温暖舒
适的小窝，每天让它吃得饱饱的，还会给它自由玩耍
的空间。

有了它的陪伴，我一定会有满满的幸福感，而我
们之间的感情也会越来越深。

（东昌府区光明小学 指导老师 展娇）

那一刻，我长大了
小记者 张美萱

那一天，我感觉自己长大了，因为我学会了自我
约束。

星期天，爸爸妈妈都要加班，只留我一个人在
家。起床后我穿好衣服，洗完脸刷完牙，看见餐桌上
摆着我的早饭和一张妈妈留的纸条。字条上写着：
我和爸爸下午才能回来，你要认真完成作业。

我吃过早饭，就开始在书房里写作业。时间一
分一秒地过去，我觉得握笔的手越来越酸痛，可是作
业只写了一半。唉，我疲惫地伸了个懒腰。这时，电
话铃响了，是我的好朋友凡凡打来的。他说：“我现
在上网呢，你也上线吧，咱们一起玩游戏。”我脱口而
出：“行啊！我马上开机。”放下电话，我一个箭步冲
到电脑前。刚要打开电源，我突然想起了妈妈的嘱
咐，我犹豫了，心中有一个声音悄悄地说：“玩一会儿
吧，反正爸爸妈妈不在家，他们又看不见。”可是另外
一个声音却坚定地反驳：“作业没写完就不能玩游
戏，要做一个自律的孩子。”

怎么办呢？我内心就像一壶烧开的水不停地翻
滚着，想玩游戏的冲动如同强大的水蒸气，随时都有
可能把壶盖顶开。最后我下定决心不玩了。于是给
凡凡打了电话：“对不起，我要先完成作业，不玩游戏
了。”一阵沉默后，凡凡说了句“我真佩服你”。

放下电话，我觉得心里卸下了一块石头，轻松无
比，而且还有一点胜利者的自豪，我终于克制住了自
己贪玩的欲望。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莘县实验小学 指导老师 任雪）

我是木艺小达人
小记者 申洪钊

星期天，我参加了小记者组织的木艺小达人活
动。

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讲了木工的起源与发展。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师对榫卯结构的介绍，这种精
巧的工艺是由古代工匠鲁班发明的。鲁班姓什么大
家知道吗？鲁班其实姓公输，他的名字是公输班。
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古代四民：士农工商，分别代表官
员、农民、工匠和商人。

随后，我们进入了实践环节——动手制作木质
直尺。我们的工具有拐尺、固定器、电钻、锉、砂纸
等。制作过程分为四个步骤：先用拐尺测绘长度，接
着用锯子切割木材，然后用锉刀和砂纸仔细打磨，最
后用电钻打孔。我们分工明确，合作完成了属于自
己的作品。

通过这次活动，我体会到了古人的聪明才智。
（冠县第五实验小学）

制作书签
小记者 丹芯怡

周六上小记者课堂的时候，老师说要教给我们
木工知识和制作书签，制作书签分为以下几个步
骤，分别是量、锯、磨、钻、绘、系。让我来告诉你们
如何做书签吧。

制作书签的第一步是测量。我们需要把一根
48厘米长的木条平均分成4段，每段12厘米，用拐
尺仔细测量并做好标记。接下来是锯木条，把木条
稳稳地固定在操作台上，让需要锯断的部分露出约
2 厘米，然后用手工锯沿着标记线慢慢锯下，小组
同学轮流操作，每人完成自己的那段木条。然后是
打磨环节：先用锉刀粗磨，再用砂纸细磨。老师特
别叮嘱我们要把木条的四个角和八条棱边都仔细
打磨，直到所有毛刺都被磨平，表面变得光滑细腻
为止。

为了让书签更漂亮，我们还要在顶端打孔用来
系流苏。先用铅笔标出打孔位置，再小心地钻孔。
最后就可以在书签上涂色绘画了。大家制作的风
格各异、色彩缤纷的书签，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冠县东街学校）

难忘的研学之旅
小记者 吴沛菡

上周六，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研学活动。这是
我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在外过夜，自己套被罩、铺
床单，和同学们住在高唐国际营地的集体宿舍里。
短短三天里，我像一棵吸收阳光雨露的小树苗，在
成长的路上迈出了好多“第一步”。

第二天的传统文化体验课最令人难忘。我们
仿佛成了古代的小工匠。我把沾着油墨的活字木
块按在宣纸上，指尖传来丝丝凉意——油墨像融化
的巧克力酱，把《绝句》印得格外清晰。野外取水
时，我们小组用竹筒和碎布做成过滤器，当浑浊的
河水变成清亮的细流时，大家激动得抱成一团。最
有趣的是“沙场点兵”，蒙着眼睛的我被队友牵着在

沙盘上排兵布阵，耳边此起彼伏的指
挥声让我紧张得手心冒汗，但摘下眼
罩看到“胜利”的旗子时，自豪感油然
而生。

第三天参观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的经历，让我的心灵受到深深震撼。
走进展厅，玻璃柜里陈列着孔爷爷的
工作笔记，每页都画着西藏村庄的地
图，边缘还有用红笔标注的“阿妈需
要棉鞋”“扎西家的屋顶漏雨”。

展厅里陈列着一组感人的雕像
——漫天风雪中，孔繁森把大衣裹在
孤寡老人身上，他自己的棉衣却打着
补丁。讲解员阿姨说，他的行李箱里
只有两件衬衣和半块干馕，以及一叠
资助藏族孤儿的汇款凭证。我凝视
着展柜里那双陪伴他走过雪域的旧

皮鞋，鞋底那道深深
的裂痕格外醒目，这
不正是他跋涉高原
时留下的足迹吗？

这短短三天的
研学之旅，就像一盒
神奇的水彩笔，为我的童年描绘出特别的色彩。我
不仅学会了独立生活，更懂得了幸福背后的付出与
奉献。当我把活字印刷的作品送给妈妈时，她温柔
地说：“我的小姑娘长大啦！”我突然觉得成长真奇
妙——它藏在第一次独立的勇气里，躲在团队合作
的欢笑中，更闪烁在那些让我们流泪的感动里。

（高唐县第一实验小学 指导老师 李爱君）

研学行
小记者 郭金朵

当清晨的雨珠还挂在叶子上时，我和同学们便
背着鼓鼓的背包，开始了这场为期三天的研学之
旅。

刚抵达营地，我们便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整
理床铺。铺床单对我们来说易如反掌，但到了套被
罩这一环节，我们却纷纷束手无策。有的同学急得
直跺脚，有的同学甚至钻进了被罩里。最后，我们
两人一组，一人抓着一个角，将被罩套在了被子外
面。

第二天，我们体验了攀岩。看着其他人轻松地
爬到顶峰后跳下，我也自信满满，以为自己能够顺
利登顶。然而，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还没爬几步，
我就感觉浑身颤抖，腿脚发软。好不容易爬到顶
端，我还没做好跳下的心理准备呢，就已听到下面
同学的催促声：“加油，快跳下来啊！”我来不及多
想，便纵身一跃，睁开眼时，自己已经安全地躺在地
上了。真是惊险而又刺激的经历！

第三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孔繁森同
志纪念馆。走进展厅，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件件
朴素的遗物，展示了孔繁森爷爷无私奉献的一生。
他远离家乡，两次援藏，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献给
了西藏的建设事业。听着讲解员的介绍，同学们都
被孔繁森爷爷的事迹深深打动，不少同学的眼中泛
起了泪光。

这次研学，我们在高唐国际营地不仅收获了快
乐和勇气，更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接受了精神的洗
礼。这将成为我成长道路上一段难忘的回忆，我会
带着这份快乐和感动，努力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

（高唐县春长小学）

智能水壶
小记者 高若溪

作为一名细心的小学生，我发现很多同学除了
体育课和课间操外，经常一整天都不怎么喝水，甚
至一天都没动过水壶。所以我想设计一个能提醒
我们喝水的水壶，能让大家一下课就喝水。

这款水壶是粉色的，壶身上印着醒目的白色英
文“Water”字样。这款水壶比一般的水壶高出半
截，以便装更多的水。水壶上还有一个按钮，轻轻
一按，水壶盖就打开了，里面不是吸管而是一个洞，
可以直接把水倒进嘴里，十分方便。

最神奇的是它的智能提醒功能。只要你给它
设置提醒时间，它就会按照这个时间来提醒你。每
到设定好的时间时，水壶就会发出“叮咚，时间到，
请喝水”提示音。如果你不喝，它会持续提醒，直到
你喝够水量为止；如果你一直不理它，它就会自动
给家长发送通知。虽然这个功能有点“烦人”，但确
实能帮助我们养成喝水的好习惯。

（高唐县民族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