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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鸡蛋比力气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三（9）班 王子涵
指导老师 黄玉红

秋天的树叶
常熟市义庄小学
二（1）班 金宥彤
指导老师 胡 雯

今天，老师带来三只鸡蛋，
神神秘秘地说：“今天我们要跟
鸡蛋比力气，看看谁能把它捏
碎？”

“哦？鸡蛋跟我比力气，真
是自不量力。”“我分分钟就能
把它捏碎。”“鸡蛋肯定是手下
败将。”……大家信心满满，都
瞧不起这小小的鸡蛋。

第一个上台挑战的人是
我。我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
把鸡蛋握在手中，小心翼翼地
捏，生怕蛋液飞溅出来。然而，
我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拼命地
捏，手臂上的青筋都凸出来了，
可是鸡蛋还是完好无损。我又
抿紧嘴唇，鼓起腮帮子，左手握
着右手使劲捏，可是鸡蛋还是
没有一丝裂缝。我心里想：这
鸡蛋是仿制品吧？

第二个挑战的人是赵子
骁。他咬牙切齿，眼睛眯成了
一条缝，但是鸡蛋在他的手里
翻来覆去还是安然无恙。

其他同学一个接一个地上
去挑战，可是都败下阵来。

最后老师来解答：“我们捏
鸡蛋的时候，压力被鸡蛋壳分
散开了，所以鸡蛋捏不碎。而
平时我们敲鸡蛋，压力集中在
一点，所以一敲就碎。”同学们
这才恍然大悟。

秋天来了，天气渐渐凉
了，公园里的树叶都有着各自
的打算。

我去问松叶先生，他说：
“我还要留在这里，因为我不
怕寒冷的秋风。”

我去问枫叶妹妹，她说：
“秋天我会披上红袍，那时候
我肯定会被大家羡慕的。”

我去问银杏叶姐姐，她
说：“秋天我会变成金黄色的
小扇子，你们可以用我做精美
的工艺品。”

最后我去问水杉叶哥哥，
他说：“我的叶子像鸟的羽毛，
你们可以用我做成一只只外
形逼真的鸟。”

原来到了秋天，树叶还有
好多的用途呢！

每 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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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环保事业的小创客们不满足于眼前的小发明、小创造，他们将目光放得更
长远。在研制垃圾清理无人船的过程中，吴凯昕意识到清理水面漂浮物治标不治
本，“水资源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健康，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自觉保护水体
环境。”他不仅积极参加植树活动，还在校园里开展环保公益宣传，呼吁更多人减少
使用白色塑料制品、少乘坐游船、不随便喂鱼……

作为《关心下一代周报》小记者，郭妙妍正准备通过自己的笔，呼吁更多人爱护
家乡环境。在她的带动下，同班的温佳欣、伏亦然不仅积极写作，还和郭妙妍组成
了“创客环保小分队”。最近三位小创客有了新的目标：研制一种可以自动吸垃圾
的机器，为清洁工人们“减负”。现在，她们正不断研究，探索方案的可行性。

自己的设计在比赛中得到评委们的肯定，高兴的同时，王郅骏更意识到基础物
理和计算机知识对这项设计的重要性。了解到德国在风机设计、制造领域处于领
先位置，他决定努力学习争取能到德国深造，从而为祖国设计出更经济有效的防雾
霾装置。王郅骏还希望更多的人都具备保护空气、保护地球的“使命感”，因为“地
球只有一个，想要可持续发展，主动预防比被动防护更重要”。

爱创新，爱环保。瞧！小小科技爱好者们的点滴努力正聚集成奔涌的河流，翻
越高山峻岭，淌过沙漠荒野，为环保事业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用科技为家乡施展用科技为家乡施展用科技为家乡施展“““绿色魔法绿色魔法绿色魔法”””
本报记者 周 琳 郭 瑞 张玫莹

通讯员 任 好 胡晓军 陆 敏 姚 锴 陆钟兴 张文强

天空更蓝了，空气更清新了……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家乡在悄悄地改换着“容颜”，变
得越来越清新、越来越美丽。这当中自然少不了我们中小学同学们的功劳，翻开江苏省青
少年科技大赛的获奖名单，我们发现关于环境保护的小发明、小创新可真不少，小创客们
用科技知识和灵巧双手“装扮”着美丽家乡，成为家乡的小小“美容师”。

当“科技达人”遇上“环保思维”
生在长江边，喝着长江水，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高二

（11）班张璐瑶一直很关注长江的水质问题。“废水中的六价铬
分离回收困难却极易被人体吸收，流入长江会危害水生物及
人体健康。”化学课上，老师的话催生了张璐瑶对废水中六价
铬吸附的研究。请教老师、查找资料、“泡”实验室，张璐瑶发
现将羟基磷灰石和石墨烯以三比一的比例复合后对吸附六价
铬十分有效。接下来，张璐瑶还将继续寻找能代替昂贵的石
墨烯的化学原料，用于六价铬吸附剂的大规模生产。

同样关心水质的，还有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高二（7）班吴
凯昕。夏天，无锡太湖蓝藻一旦爆发，自来水停用让千家万户
很是痛苦，为此，吴凯昕运用自己掌握的机械知识和计算机编
程技术发明了“自动巡航水面垃圾清理智能无人船”，它采用
太阳能驱动，能够实现自动寻找水面垃圾并清理收集。吴凯
昕介绍：“这种无人船不仅能降低湖面垃圾清理打捞的人工投
入，还将成为治理蓝藻的‘硬拳头’。”

徐州市民富园小学二（6）班郭妙妍将环保目光聚焦在塑
料袋上。在与妈妈逛菜市场时，她发现每个人手里都提着许
多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可“大量使用塑料垃圾袋对土壤和水质
都会造成极大的污染”。作为家乡的“小主人”，郭妙妍通过自
己的调查，为合理使用垃圾袋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可行的建
议。现在在超市、菜场、夜市，哪里都能看到她小小环保宣传
员的身影。郭妙妍说：“只有从我做起，提高自觉性，我们的家
乡才会越来越好。”

攻坚克难勇走“绿色”科技路
遇到技术上的难题，可以请教老师或者家长，而战胜一次

次的挫折和失败，就要靠小创客们的恒心和毅力了。“船第一
次下水就沉了，当时一度不知道怎么修改，但是唯一的模型又
不能重新做，心情跌到了低谷。”对环保的责任感让吴凯昕重
新振作起来，“重新计算浮力和配重，一个月后船终于浮起来
了。”此后，高中生从未学过的超声波、激光、红外传感器等技
术难题都被他一一攻克，无人船成功“首航”。

“家用防雾霾装置生产成本高，不适合在校园里推广。”常
州市第一中学国际班王郅骏想要设计一款适用校园的防雾霾
远程控制群系统。研究过程中，风机的选择是个不小的难
题。了解运作原理、走访工厂，终于找到了解开难题的“钥
匙”——工业风机。将家用防雾霾装置与工业风机结合，再进
行编程，王郅骏研制出可单人操作不同空间里的空气循环系
统。

设计“垃圾桶秒变神器”时，徐州市科技实验小学四（2）班
叶晓楠进行了无数次实验，寻找最合适的调节圈。从延展性
不好的铁丝到容易折断的铝片，虽然屡次“碰壁”，但她觉得这
项研究很有意义，“如果这项小发明成功了，任何尺寸高度的
购物袋都可以当垃圾袋使用，既节省了资源，又保护了环境。”
凭借着这股韧劲，她最终找到了最为合适的材料，看着最终成
品，晓楠有着满满的成就感。

争做青山绿水的“守护者”

东海县桃林镇石埠小学三（3）班的李彦志同学从来
没想过，自己会坐在闪亮的舞台上，在许多观众的注视
下弹奏钢琴。石埠开发区博远校外辅导站近日举办了
一场留守儿童才艺汇报演出，李彦志的爷爷奶奶坐在台
下，看着小孙子熟练地弹奏了一曲《欢乐颂》，乐得赶紧
打电话将好消息告诉彦志远在他乡的父母。

李彦志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他们对孩子最大的希望
就是提高成绩，弹钢琴这样“高大上”的事儿对于像李彦志
这样的留守儿童来说，仿佛有点遥远。最初李彦志告诉家
人自己即将学钢琴时，爷爷奶奶怎么也不敢相信会有这样
的好事儿。然而博远校外辅导站面向留守儿童的艺术培
训，却让这样“遥不可及”的梦想变为了现实。

石埠小学六（3）班的李家宝自从接触了架子鼓，就
爱上了它。“每次坐到架子鼓前，我就很兴奋。”李家宝
说，节奏激昂的鼓点总是让他感觉充满活力，“以前在电
视里看过，乐队里的鼓手让人感觉真酷，没想到我也能
做到！”他把自己表演架子鼓的视频发给在外地打工的
父母看，爸爸很激动，对他说：“儿子，好好学，等过年咱

也买一套。”
几年来，有数百名像李彦志、李家宝一样的留守孩

子来到博远校外辅导站接受艺术辅导，许多农村留守孩
子通过免费培训还考级获得了各类艺考证书。每周末，
博远校外辅导站都会为当地的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的
孩子免费提供钢琴、吉他、古筝、架子鼓、素描、版画等艺
术课程培训，辅导站的老师们常常赶几十里路从城里来
到这个偏远的乡镇，让孩子们获得和城里孩子一样高质
量的艺术教育。每周末，三层楼的辅导站里总是挤满了
渴望亲近艺术的孩子们。

每年博远校外辅导站还会举办多场留守儿童专场才
艺演出，为孩子们创造展示才艺的机会。这些演出被安排
在教室、礼堂、操场，有一次甚至就在学校门前。每次演出
都会吸引许多观众，观众里有老师、同学、邻居和家人，孩
子们用自己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观众、乡亲的赞许。

博远校外辅导站李在沅老师说：“农村留守儿童很
多比较内向，通过一次次舞台表演，他们变得更加阳光，
更乐于展现自己的能力，这对孩子成长十分有利。”

留守娃爱上钢琴、架子鼓
本报记者 李 彤 通讯员 尚开科 邵明泉

少年朋友们都想手中有一支跟哈利·波特一样的魔法棒，就像
歌里唱的，“我想要一支魔法棒，实现我所有的愿望”。

有志少年，志在千里。我们这一代有一个永驻心中的愿望，那
就是中国更美丽、家乡更美丽。建设美丽家乡，建设美丽中国，实现
这个美丽愿望的“绿色魔法棒”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手中。

这支“绿色魔法棒”需要充足的能量。这能量来自我们对美丽
中国、美丽家乡的憧憬，生活在诗情画意大地上的坚信，给我们擎起

“绿色魔法棒”的激情。这能量来自我们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
责任，少年美则国家美，美丽的未来在于我们这一辈的担当。这能
量来自我们对生态科学、环境技术的掌握，充满神奇的科技创新才
能使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空气更清新、人们的生活更美丽。

“绿色魔法棒”就在我们手中
周宪华

精彩校外辅导站

右上图为张璐瑶参加科
技创新大赛。

右下图为张璐瑶和同学
们一起观看六价铬溶解。

左下图为叶晓楠请教王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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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童年

钢琴钢琴

太仓市经贸小学四太仓市经贸小学四（（44））班班 王紫隆王紫隆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杜杜 林林

写作，历来都是小学生头疼的事儿，经常提起笔而不知写什
么，躲尚且唯恐不及，而本文小作者则爱上了写作。本文不仅道
出了小作者写出好文章的原因：广泛的阅读和大胆的想象，还道
出了小作者的写作经历，运用自己的方法使得写作变得有趣，变
得活泼，变得丰富，变得有创造；在玩中写，在写中玩，不再把写
作当作任务，而是变成了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在故事中畅游，在
故事中翱翔；有喜有悲，有乐有忧，赋予了文章血肉，赋予了文章
情感，怎能不让人爱上写作呢？ ——杜 林

老师和同学知道我在写书后，
见了我经常会问：“你为什么那么爱
写作？”我说：“哦，没什么！我只是
喜欢写。”他们往往会接着追问许
多，有的问：“你的灵感都是从哪里
来的呀？”有的问：“你写书后有什么
感想？”还有的问：“你为什么会写故
事呢？”

而我总是笑着回答：“我只是天
马行空地瞎想而已！”但大家都很清
楚，实际情况并没有我说得那么轻
松。爱上写作，需要阅读，需要积
累，寻找灵感更像是变戏法。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的写
作经历吧！

就拿我的第一个故事《字母宝
宝探险记》来说吧，它的诞生非常有
趣。那时，我才上一年级，每天都觉
得头很痛。我想啊想，天马行空想
了很久，才想明白为什么会头痛。
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可以通过汗水、
尿液、粪便排出，而学到的知识和读
过的书，全都装在脑袋里，装得多了
头不痛才怪呢！每天都头痛可不
行，于是我想了个止痛的好办法，就
是把脑袋里想的都写下来，就这样，
写着写着，我就爱上了写作。

也许有同学会问：“我也学了很
多知识，也看过很多书，脑袋里也有
好多想法想要写，可为什么一提笔，

脑袋一片空白，什么都写不出来
呢？”

我觉得要想写出东西，最好的
办法是从自己每天的梦境开始。日
有所思夜有所梦，比如，白天发生一
件让你特别兴奋的事情，晚上你就
有可能做一个与它相关的梦。最好
在没有完全忘掉梦的时候，赶紧把
它记下来。写的时候，不要在乎字
的对错美丑，只要自己认识就好，只
要自己喜欢就好，当然记得越仔细
越好。

写完了，下一步就是整理。《字
母宝宝探险记》的原型就是我一年
级时梦境的记录，我是到最近才整
理成故事的。我不仅把梦里的故事
整理成一本书，而且自己动手画出
了好多好多故事情节。

我的第二本书《装在口袋里的
爸爸之超能骨哨》，是我在看完杨鹏
老师的《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后，学
着杨老师的写法自己编写的一个故
事。每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总被要
求抄写好词好句、写一篇读后感什
么的。我认为应该更有创造性，比
如像我这样，学着作者的写法，自己
编一个新的故事，不是更好吗？

我喜欢写作，我离不开写作，我
会一直写下去的，写更多的书，更多
的故事！

“下一位！”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琴房，世
界仿佛静止了，只听到自己“怦怦怦”的心跳。我轻
轻坐下，调好琴凳，找准踏板，放对手型，深吸一口
气，开始在那熟悉的、热爱的黑白琴键上尽情弹奏。
这是钢琴十级考场。为了这一天，我不知道弹奏了
多少遍曲子。虽说这样，但我的心中还是没底，生怕
一紧张忘了琴谱，或是因为手心有汗而弹错音……
整个弹奏过程，我的内心紧张而激动。我享受着每
个音符发出的旋律，似梦一般弹奏完了考级曲。“不
错！下一位！”评委老师的话将我从梦中拉回现实。
我深鞠一躬，大步走出琴房。钢琴这一爱好，为我上
了一堂终身受益的课，让我学会努力和坚持，让我在
成长之路上，迎难而上，不服输、不放弃。

选自《这也是课堂》
仪征市实验中学七（1）班 张学辰

（小记者证编号 J142386）
指导老师 张厚忠

航模让我简直着了魔。一年级时，我是第一个
报名参加航模社团的；周三航模课，我总是第一时间
写完作业，飞快跑到航模教室，等待老师的到来。记
得有一次，老师要我们用牙签和胡萝卜搭高塔，越高
越好。我负责把胡萝卜切成块，切着、切着，突然感
觉手上有一点儿痛。我仔细一看，不好，手被小刀划
出了一道小口子。老师急忙带我去医务室包扎。航
模老师安慰我：“休息一天，明天再做吧！”可是我不
甘心，在我的再三请求下，老师终于同意我留下来。
经过共同努力，我们小组获得了胡萝卜高塔小组对
抗赛第二名。如今，我三年级了，可即使和五六年级
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比赛，我也一点儿不怯场，还
获得了省一等奖，就连老师们也夸我给学校和班级
争了光。我呀，越来越喜欢航模了！

选自《我的最爱：航模》
无锡市蠡园中心小学三（2）班 陆 遥

指导老师 杨肇文

听爸爸说，我牙牙学语时就莫名地对语音类的
物件感兴趣，一个语音版的拼音字母挂历就能哄我
一上午。上一年级时，妈妈看我喜欢上了纸质书，心
里一阵窃喜，买回了四大名著。但书里好多字不认
识，等我查完字典，情节又忘了。我外婆是个听书
迷，她那个年代，大字不识几个，倒是对评书感兴
趣。在她的“引诱”下，我试着听了几次。这一听不
要紧，一发不可收拾！这几年，厕上、床上、车上，只
要空闲，我都抱着妈妈给我下载好评书音频的旧手
机，侧耳倾听，着实让我“听”不释“耳”。我听了六部
评书，《杨家将》《岳飞传》《努尔哈赤》《朱元璋演义》

《契丹萧太后》《红楼梦》……都是刘兰芳老师讲的。
我听了还想接着听，也是小小“芳迷”了。接下来，我
还会继续听第七部、第八部……感兴趣的你，愿意加
入听传统评书的队伍吗？

选自《听评书会带给我不一样的世界》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实验小学三（6）班 刘 想

指导老师 刘俊君

第一次见到它，我皱着眉头，噘着嘴道：“哼，我
才不要练琴呢。”第一次上钢琴课，密密麻麻的音符，
犹如小蝌蚪在五条线上游来游去。“这上面是什么
啊？看也看不懂！”我不由得打起退堂鼓。课上，我
总是开小差，一会儿看看老师穿的衣服，一会儿看看
墙上的挂钟。好不容易在老师的细心指导下，我终
于会弹一点点了。不过，到了第三天，我又什么都不
记得了。每次到弹琴时，都要妈妈催我，甚至骂我，
我才肯坐在椅子上，伸伸懒腰，扭扭肩膀，每次弹完
一小节，都要休息好几分钟……

弹琴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看到一张张考级证
书，犹如雪花般向我飞来，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体会
到钢琴带来的喜悦！妈妈喜欢向别人夸我钢琴弹得
好，有时，妈妈还让我向叔叔阿姨展示一下，我的琴

接触篮球之前，我是个连下楼倒垃圾都
懒得一动的宅男。

那年暑假，被表哥强拉硬拽着去体育馆
练习羽毛球，刚走进体育馆大门，一阵“咚咚
咚”的嘈杂声引起了我的注意。继续往里
走，看到那声响传来的地方一帮篮球运动员
在训练。我慢慢走近，恰好看到了一位身材
高挑健壮的球手飞身扣篮——那恣意的腾
飞、敏捷的移动、准确的灌篮让我目瞪口
呆！我从未这么近距离地看过篮球训练，此
刻，我早已忘记了此行的目的，不顾表哥的
呼喊，如一枚碰到了磁石的铁块，被牢牢吸
在篮球场边……

那个下午，我是在篮球场边度过的。球
员们那炫酷的动作和轻盈的步伐，那潇洒的
运球突破和三步上篮，那神出鬼没的配合挡
拆分球助攻……令人目不暇接、心驰神往。

第二天，我上了人生中的第一堂篮球训
练课。教练看我体格弱小，对我不太在意。
他教我先从简单的运球开始，随后示范了一
遍三步上篮和后仰投球。不知是缘于热爱，
还是因为天赋，很快我就把他教的几个动作
学得惟妙惟肖。经过几天的努力，我成为这
期训练班中表现最出色的一位，教练甚至让
我带着那些进步缓慢的学员训练。

一周之后，教练要带我们打一场教学比
赛。赛前，教练简单地给我们讲了战术安
排。比赛开始了，我只想着极力展示自己的
技术，每一个动作都力求做得规范完美；我
只想着独自上篮得分，以赢得教练的称赞和
观众的喝彩……可对手很快给出回应：我的
运球线路被堵，我的三步上篮被盖，我的防
守被晃……一节下来，我在攻防两端完全被
对手打爆。球场休息时，教练把我叫到跟前
指导：“实战不同于训练，不能光展示技术，
突出个人，更要运用战术，懂得配合。打球
需要的是多动脑子！”

我重新回到了球场上。我不再专注于
自己动作的潇洒和凭一己之力得分，而是将
注意力集中到战略战术上——我注意到了
与队友的配合，我学会了声东击西，我时时
给队友挡拆，我有了更多的助攻……多在意
别人，多注意战术，我的球打得顺手了，得分
也多了，防守也给力了……最终，我们队赢
了！

这就是篮球运动的魅力！这项运动，不
仅锻炼了我的体魄，更提升了我的心智，培
养了我关注他人、关心集体的精神！而这一
收获远胜一个潇洒的动作、一个健美的体
型！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高一（3）班 崔锦程
指导老师 王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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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工业园区景城学校六（5）班 张朱妍
指导老师 陈思瑶

声总能赢得他们的啧啧称赞，这时，我觉得钢琴似乎
不那么讨厌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妈妈肚子里有了妹妹。妈妈
总是激励我：“你好好弹，妹妹在肚子里听着呢。”一
种自豪感和当姐姐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我决心练好
钢琴。现在，每次弹琴，不用妈妈催，我已经自觉坐
到椅子上，全神贯注地弹，再也不抓耳挠腮了；妈妈
不叫我，我都忘记吃饭了。

如今，妹妹已经 3岁，可以弹钢琴了，每次我练
钢琴时，她都要弹几下才肯离开。妈妈夸这是我的
功劳。有了小妹妹，我变得越来越喜欢弹琴了。现
在，我已经离不开钢琴了，钢琴成为我生活的一部
分。是钢琴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让我变得高雅、
有担当，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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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许正因为学习“爱
好”的过程“咬牙切齿”，所以“记忆犹新”，让小作者有话
可说、有事可写，文笔也轻松、活泼、自然。这样的孩子语
言，小编喜欢。“爱好”这个主题迎来了众多小伙伴们支持，
决定再设计一期主题“为自己点赞”，因为还有许多精彩余
稿呢，还等什么，你也可以参与！小编打心底里佩服，佩服小
学生朱妍同学钢琴已过十级，其实文章中最打动我的是3岁
小妹妹这一细节，这也是与其他习作取材不一样的地方。
打篮球的高中生不要太帅噢，嘿！锦程同学一定要坚持下
去噢。刚刚小学四年级就能写书的紫隆同学，你太棒
了。心里有什么，笔下写什么，小编建议同学们向你学
习，经常动笔，记录生活，希望更多的同学从你的文章
中收获更多！一份爱好，其实也是一个梦想、一颗
热爱生活的心。

——你的朋友 高 丹

海门市证大小学三（2）班 严豫茹
指导老师 贺敏敏

泳池小健将

我 有 巧 巧 手

（儿童画）

习作版征稿主题 1.博物馆奇妙之旅 2.我家的岁月故事 3.温暖2018 4.我身边的“老外” 5.为自己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