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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河千里远，出门便用船。”兴化本就是水乡，
而竹泓镇更是有名的“锅底洼”，人们出行、生活、务
农等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船，千百年来形成了精湛熟
练的造船技术。前不久，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同
学们来到竹泓，寻访制作竹泓木船这门悠久的传统
工艺。

一走进木船文化展览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木
船：迎亲船、小渔船、商船、帆船……令同学们眼花
缭乱。为了进一步了解木船制作工艺，同学们又来
到了永干木船公司，亲眼见证木船的“出生”。

还没进门，六（4）班的宫徐皓便听到“叮叮当
当”的钉锤声，“这是木匠们正在给木船‘打麻’。整
个过程一气呵成，十分利落。”在车间内，同学们看
见工人们拿着粗糙的木头在机器里来回滚动。不
一会儿，木头便变得十分光滑。六（8）班的翟言超
说：“我体验了这个‘刨子’，可怎么也推不动，不由

对木匠师傅心生敬佩。”
国家级非遗项目传统木船制造技艺传承人周

永干伯伯告诉同学们，一艘小木船的诞生要经过72
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讲求绝对的精细。“制造一艘
大型木船常常需要上百天，真可谓是慢工出细活。”
六（2）班的王喆说。

在车间里，同学们跟着老师傅从选料、断料开
始学，其中“投船”这一环节最让宫徐皓难忘，“这是
要将制作好的船的各个部件拼接起来，拼接水平的
好坏直接影响到船的使用！”当然，“破板”“油船”等
环节同样很重要，六（1）班的吴芷婧说，今年暑假她
会跟同学们一起重返船厂，继续“深造”。

“竹泓木船是我们水乡的骄傲。作为兴化人，
我们应该了解它、弘扬它。”五（6）班的薛秀哲说，相
信木船在新时代的兴化少年手中，会载满智慧与创
意，驶向更广阔的舞台！

让家乡木船驶向远方

“你知道巴乌吗？它是流行于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民
族乐器，外形有点像葫芦丝，又有
点像箫和笛子，吹奏起来声音婉转
优雅……”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南校
区四（1）班杨麟奕谈起巴乌，如数
家珍，“巴乌和葫芦丝还是姐妹乐

器呢！”他补充道。
从刚开始对巴乌的名字都很

陌生，到现在成为巴乌吹奏小能
手，四（5）班姚孜融用了四年时间，
这得益于学校开设的巴乌校本课
程。在新城小学南校区，同学们人
手一把小巴乌，课间操、放学后

……巴乌的声音就会在校园上空
飘荡。

“自从接触了巴乌，我更能感
受到文化的多元性，领略到民族音
乐的魅力！”姚孜融从小学习架子
鼓，他觉得东方乐器和西洋乐器各
具特色、相得益彰，“作为一名中国

娃，学习民族乐器很有必要。”每到
周末，爸爸妈妈会带他去看望爷爷
奶奶，“我都要带上巴乌，露上几
手，看到他们的笑容，我也很满足！”

“当我吹《渔歌》时，就把自己
想象成一个渔民，满载而归，心怀
欢喜；当我吹《水手》时，能感觉自
己变成了一名勇往直前的水手；当
我吹《军港之夜》时，我仿佛躺在小
船上，欣赏四周静谧、迷人的海景
……”每天晚上做完功课，四（2）班
金贞慧都要拿出巴乌吹一会儿，沉
浸在音乐中，让身心得到放松。去
年学校雏鹰小队活动，她和小伙伴

们带着巴乌，走进敬老院，为老人
们带去了一首首动听的乐曲。

“巴乌方便携带、音色优美，易
于上手，很适合学生们学习。”学校
音乐老师韩萍是校本课程的开办
者，“我们不仅教学生识谱、吹巴
乌，还会告诉他们与巴乌相关的民
族文化知识，这对传承民族音乐文
化很有帮助。”五（1）班刘桐宇除了
自己学习巴乌，还给妈妈当起了小
老师，“今年单位年会的时候，妈妈
穿着民族服装，用巴乌吹了一曲

《月光下的凤尾竹》，赢得了满堂喝
彩。”

带来快乐的巴乌

妈妈，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从扶着我
们迈开人生第一步，到教导我们认真学习、自强
自立，妈妈的角色无可替代。每年5月的第2个
星期日是母亲节，我们不妨趁着这个节日，大声
地对妈妈说出藏在心里的那些话……

照顾家庭、认真工作，将一切事情安排得井
井有条。在我们的眼中，妈妈就像“超人”。潜移
默化中，我们在向妈妈看齐。

因为工作的原因，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高二
（16）班梁喻然的爸爸要离开盐城一年。在那一
年里，妈妈学会了换灯泡、成为厨房达人，同时，
妈妈还获得了单位年度先进工作者称号。“妈妈
常说困难不算什么，畏惧才是最大的敌人。”现在
遇到再难的题目，梁喻然都决不放弃，总是努力
寻找解决办法。

“我的妈妈是一位‘魔法师’。”一次，高邮市
第一实验小学六（7）班的吴一苇作业完成得不够
好，被老师留了下来。“那天下着大雨，冒雨来接
我的妈妈并没责怪我，而是给了我一个拥抱，如
同被施了魔法，那一刻我特别感动。”从那之后，
吴一苇以更严谨的态度对待学习，作为班长的她
带领全班同学一起向前冲。

“收拾好房间”“做作业要细心”……妈妈的
“唠叨”像唐三藏的“紧箍咒”，让我们“头晕目
眩”。但正是在一声声唠叨中，我们养成了许多
好习惯。

“你要学会控制脾气。”这是盐城市高级实验
中学高二（17）班蔡雨璐的妈妈常说的一句话。
之前蔡雨璐性格有些“易燃易爆”，一次身为英语
课代表的她与搭档因沟通不畅，闹了矛盾，回家
后向妈妈“吐槽”。妈妈让她先冷静下来，思考自
己有没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在妈妈的反复劝说
下，蔡雨璐学会遇事先冷静，再沟通。现在她和
搭档的默契度直线上升，学习效率也提高不少。

高邮市第一实验小学六（7）班徐一铭的妈妈
自己做事麻利，也要求他凡事果断，不拖泥带
水。徐一铭说：“妈妈的‘唠叨’帮我克服了‘拖延
症’。”在徐一铭眼里，妈妈非常节俭，但节省下来
的开销最终都用在了他身上：课后购买辅导书，
节假日满足心愿……“妈妈总说‘这是为你好’。
懂事后我才发现，妈妈是真的一心为我好。”徐一
铭说。

成长过程中，妈妈给了我们很多“礼物”：品格、修养、知识……在母亲
节里，我们也为妈妈准备了许多感谢的话儿、特殊的礼物。

孝老爱亲，是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高二（16）班朱彤的妈妈经常给她
上的家庭课。从记事起，他们就和外公一起住，妈妈不仅处处尊敬外公，
每次听说有淮剧演出时，她也会陪着外公前去观看。在妈妈的言传身教
下，朱彤也常向外公问寒问暖，并主动为外公夹菜……母亲节那天，孝顺
的她悄悄地早起为妈妈做了一顿营养早餐，感谢妈妈的辛勤付出。

高邮市第一实验小学五（7）班的胡苏悦对自己的动手能力十分自豪，
她说这是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上学后我
想留长发，就求妈妈帮我扎辫子。”妈妈同
意了，但她告诉胡苏悦下不为例，自己的
事自己做！此外，妈妈还给胡苏悦出
了“难题”：梳头不能
耽误上学时间。于
是，胡苏悦“速成”
了梳辫子的技能，
成就感满满，“妈
妈让我明白，凡事
都要靠自己。希望
我能保持这股劲头，
变得越来越能干！”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海门
实验小学 50余名小义工来到南
通市德育基地——海门市爱国
主义教育馆参观、采风。

海门市爱国主义教育馆建
于 2014 年，坐落在海门烈士陵
园南边，占地面积约 500 平方
米。馆内展出“五四运动在海
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
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 ”的 照 片 和 实 物 150 多 件
（张）。

馆长季敏敏带领同学们重
点参观了“五四运动在海
门”这一展区。从图片
上，同学们了解到，
1919 年 5 月 25
日 ，海 门 县 城

10 所学校的 700 多名学生上街
游行示威、演讲，声援北京的青
年学生。四（2）班的赵卫星说：

“这说明当时海门的学生关心国
家大事，热爱祖国，为国家的生
死存亡而积极斗争，这值得今天
的我们学习。”

“五四运动留给我们最珍贵
的东西是什么？”季馆长问道。

“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是爱国主

义精神！”三（6）班洪焕洲回答。
“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是不畏强
暴的勇敢精神。”五（1）班俞鸿伊
补充道。季馆长说：“五四运动
还留给我们为真理和正义而战
的精神。这些精神将激励我们
不断前进！”

最后，同学们来到“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签名墙前，认真地
签下自己的名字。

通讯员 黄文成 张志英

爸爸的工作很忙，陪伴我的时间很少。
我一直觉得他忽略了对我的关心，但那次成

都之行，让我读懂了他的爱。
一到成都，爸爸就说：“成都是一座舌尖上

的城市。今天晚上，我要带你好好逛逛吃吃。”
我这个资深吃货听了，兴奋不已。

爸爸根据路标的指引，带我来到了著名的宽
窄巷子。那里人头攒动，一看就是吃货的天堂。
我和爸爸被“小龙翻大江”这个奇特的店名吸引
了，便走了进去，店内食客很多。“看来没走错。”爸
爸开心地说。这里的火锅果然名不虚传：新鲜的
虾滑又嫩又Q，弹性十足；肥牛肥而不腻，唇齿留

香。爸爸与我相视一笑，说：“儿子，多吃点，今
天光顾着赶路，还没怎么好好吃饭。”

知道我不爱吃辣，爸爸特意点了个鸳
鸯火锅。火锅冒出缕缕热气，白茫茫一片，
我有些看不清爸爸，却感觉我与爸爸之间
的距离更近了。

第二天，爸爸精心研究了一番，找
到一家安静而传统的小吃店。“来两

碗龙抄手。”不一会儿，热腾腾的

龙抄手就端上来了，汤汁在碗中微微荡漾，一
块洁白的凝固猪油渐渐融化，绿色的香葱点缀
其上，让人看了馋涎欲滴。夹起一个抄手，可
以看到那薄如蝉翼的外皮包裹着粉色的肉团，
轻轻咬上一口，那肉肥瘦比例恰到好处，汤汁
浓郁，让人欲罢不能。

爸爸看我那么爱吃，就把自己碗里的都拨给
我。当我吃完了，抬头发现爸爸正微笑着看我。

返程整理行李时，我无意中翻到了一本手
写的旅游攻略，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成都的
各种美食。原来，爸爸为了满足我这个吃货的
心愿，找了很多资料。我不禁想起一件件往
事：当我额头摔伤时，爸爸花了好几个小时，为
我熬红豆汤；知道我爱吃龙虾，爸爸特意下载
了教做菜的手机APP，跟着视频学，直到烧出
满意的味道……一道道美食里，都蕴含着爸爸
无微不至的爱呀！

成都之行，让我读懂了父爱，像那本旅游
攻略一样，细心周密；又像成都的美食，既有火
锅的浓烈，又有龙抄手的细腻。它，将永远留
在我的记忆深处……

江阴市实验小学六（7）班 钱 宸

本报记者 邓 园 通讯员 许湘山

本报记者 苗 苗 通讯员 苏 瑞

我家的故事

走进红色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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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您有“超能力”吗？

妈妈，我爱您的“唠叨”！

妈妈，谢谢您的“礼物”！

妈
妈
妈
妈
，
您
是
最
棒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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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
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
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5月6日，

《少年中国说》的朗朗誓言响彻徐州市淮
海战役纪念塔上空。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由徐
州团市委主办的“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
时代”主题团日活动在淮海战役纪念塔
前举行。徐州市奎山中心小学的淮塔小
卫士和徐州市火花学校的新团员代表共
800名同学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中，同学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
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
本领、锤炼品德修为”，习爷爷对新时代
青年提出的殷切期望让同学们“使命感”
倍增。紧接着，火花学校优秀学生代表
举行了入团仪式，他们在九（1）班王梦瑶
同学的带领下铿锵宣誓：“五四火种在
心，先辈夙愿在胸，复兴大任在肩。今
天，我们面对国旗庄严承诺，让人民更加
幸福、让家园更加美好、让祖国更加昌

盛，奋斗有我！”
火花学校学长学姐们的青春意气感

染了奎山中心小学的淮塔小卫士们，他
们扎着头巾扛着米袋走上讲台，向大家
介绍了此前研学活动中的收获——淮海
战役中儿童团碾米送前线和支前民工
88万辆小推车的故事。陈毅将军曾说：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
出来的。”2017 年习爷爷来到徐州时也
专程前往淮海战役纪念馆，瞻仰了支前
民工的小推车和小竹竿原型。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之际，淮塔小卫士们沿着习爷
爷的足迹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寻访军
民一条心的感人故事，感受到支前民工
不怕艰苦支援前线的奉献精神，明白了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深
刻道理。而儿童团团长苏华敬带领儿童
团完成 5 千斤碾米任务支援前线的故
事，更让淮塔小卫士们看到了少年儿童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作为。“从小树立远大
目标，并向着目标不懈奋斗就是我们新
时代少年的担当。”五（1）班淮塔小卫士
丁奕臣如是说。

习爷爷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
会上提到，“《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
思是30岁，恩格斯是28岁；中共一大召
开时毛泽东是 28 岁，周恩来参加中国
共产党时是 23岁，邓小平参加旅欧中
国少年共产党时是 18岁……”一个个
熟悉的名字，一个个年轻的灵魂，让同
学们发现志存高远让青春大有可
为。奎山中心小学五（1）班郭瀚遥立
志努力学习航天知识，锻炼过硬的身
体素质，“希望我长大后也能成为航
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团队中的
一员。”当了解到为国守岛32年的王
继才第一次登上开山岛时只有 26
岁时，火花学校八（1）班贾云婷作为
新团员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我
不仅要努力学习、备战中考，还要
关心国家大事，在中华民族发展的
最好时期承担起时代使命，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
员 陈 婷 沈 睿）

先辈夙愿在胸 复兴大任在肩
徐州团市委在淮海战役纪念塔举行主题团日活动

“路锥”这个名字同学们可能有点陌
生，但它圆锥形的“体形”，红白相间的

“外套”，常常出现在道路上，或分隔车
流，或指引车辆绕过危险路段，一定给同
学们留下过印象。对于这司空见惯的

“小不点”，大多数同学不会过多留意，可
江阴市华士实验中学七（3）班郑湘妮却
巧用“加减法”，对路锥进行了改造。

“常见的路锥由橡胶或塑料制成，虽
然轻便耐用，但却容易被风吹倒。”乘车
外出时，郑湘妮经常看见道路上的路锥
被大风或飞驰的车流“摧残”得东倒西
歪，她认为这样不仅会阻碍车辆通行，还
影响了道路整洁。于是郑湘妮针对路锥
体积大、质量轻的特点，着手对路锥的外
观做起了“减法”。怎样让路锥在视觉上

保持原有的体积，又能让风从它的“肚
子”中溜走？郑湘妮想到在学校“发明与
创造”俱乐部中的实验结论：当风速以及
实验对象高度、质量相同时，弹簧的构造
更不易被吹倒。将路锥做成圆锥形的弹
簧可不可行呢？郑湘妮将自己的想法画
成草图，并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校办工
厂，请工厂师傅帮助制作。当第一次看
到自己的草图变成实物时，郑湘妮别提
多兴奋了。

在改造完路锥外形、结构的基础上，
郑湘妮又考虑到贴在路锥上的反光条可
能因长期日晒雨淋导致效果减退，同时
为了让夜间行车的司机看得更清楚，她
又给路锥做起“加法”——给缠绕在弹簧
上的反光条埋进 LED小灯，可以在夜间

能见度低的情况下开启。这样，“郑式”
新型LED防风路锥就诞生啦！

在第30届江苏省科技创新大赛的赛
场上，新型 LED防风路锥帮助郑湘妮一
举拿下初中组一等奖。然而荣誉并没有
让她止步，她对完善自己的发明还有许
多新想法。“由于记忆弹簧是用合金制成
的，‘笨重’的身材和较高的生产成本让
它缺乏批量生产的优势。”接下来，郑湘
妮将着重给自己的路锥“瘦身”，思考使
用质轻价廉的材料制作记忆弹簧。在参
赛的过程中，郑湘妮还结识了许多志同
道合的小伙伴，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到许
多环保“金点子”。她计划着在路锥上安
装太阳能光板，配合LED灯使用，给自己
的发明也加点“绿色”。

玩转发明创造“加减法”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常建强

本报讯 5月 14日，少儿科幻作家陆杨走进镇江
市敏成小学，与同学们亲切交流。活动中，陆叔叔向同
学们讲述了自己作品中有趣的科幻故事。扣人心弦的
情节，辅以陆叔叔生动的肢体语言，引得同学们捧腹大
笑。活动最后，陆叔叔还为同学们签名并合影留念。
此次活动开拓了同学们的想象力，提高了同学们的阅
读兴趣。 （通讯员 刘利群）

海安县两小学“春蕾娃”：

参观七战七捷纪念馆
本报讯 5月12日，海安县海安税务局开展“情暖

春蕾 税悦童心”主题活动，组织南莫镇邓庄小学和高
新区隆政小学的 30多名“春蕾班”的同学参观七战七
捷纪念馆。在纪念馆中，同学们观看了《七战七捷历史
重演》电影，重温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的经过。同学们
被革命英烈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感染，深刻体会到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纷纷立志认真学习，长大后为家乡建
设贡献力量。 （通讯员 谢立平 张 琴）

盱眙县希望小学：

好诗佳词润童心
本报讯 5月 10日，盱眙县希望小学举行经典诵

读表演活动，给学校为期 2个月的“诗教节”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活动中，各年级同学带来的诗朗诵轮番上
演，《思源》《江南》《月涟漪》《虞美人》等诗词朗诵让活
动现场诗韵悠长。此前，学校还开展了写诗、画诗、演
诗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引导同学们读诗养心，并对在活
动中表现突出的班级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通讯员 周家万 戚加东）

仪征市实验中学：

青春仪式见证成长
本报讯 5月7日，仪征市实验中学举行十四岁青

春仪式——“迈入青春门 逐梦状元桥”活动，初二年
级全体师生和家长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中，方校长
从爱国、立志、求真、力行四方面寄语初二年级的同学
们，并为同学们开启青春之门。同学们在家长的陪伴
下走过青春之门，聆听父母的成长寄语，接过父母准备
的成长礼物。仪式后，同学们还步行游览了仪征东区
新貌，领略家乡美景，感悟家乡变化。

（通讯员 马干林）

镇江市敏成小学：

科幻作家进校园

近几年，我的家乡天王镇变化可大了，我们的校
园也不例外。

每周末，我都要去社区中心上兴趣班，那里是天
王中心小学的旧址。坐在老校区里上课，我才发现
现在的新校园是多么美好。就拿操场来说吧，老校
区的操场铺的是水泥跑道，周围只有4圈赛道，周长
不过200米。而新校区的操场分为两块，分别是篮
球场和田径场，都由塑胶铺成，在上面跑、跳、做运动
都弹性十足。篮球场上有3座篮球架，可以同时开
展3场篮球比赛。田径场比篮球场还要大，可以容
纳上千名同学一起做早操。6条跑道让同学们课间
可以自由活动，田径场中央的绿茵场是男生们踢足
球的好地方……

再对比一下教室，老校区教室里的桌椅比较矮
小，我想高年级的大高个们坐着肯定不舒服。自从搬
进了新教室，课桌椅焕然一新，桌面升高到了合适的高
度，班里的“小眼镜”变少了。桌肚里能放的书更多了，
同学们不需要再将不常用的书背来
背去了。最让我拍手称道的还属教
室里的多媒体，让老师的“板书”变
得更清晰，课件中还能时不时插播
一条视频、几张图片，让课堂变得趣
味横生。

校园环境变好了，我们乐在其
中的同时，还应该认真对待每一堂
课，并且保护好校园里的设施，好好
珍惜这“升级”了的校园。

为校园““升级升级””点赞！
句容市天王中心小学四（1）班 秦宇航

（小记者证编号 J181975） 指导老师 袁有鹏

今天，学校里迎来了一群远方的小客人——来自青海玉树小学
的40朵“格桑花”。初见“格桑花”，他们红扑扑的脸蛋让我觉得像红
苹果一样可爱，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
了解到，“格桑花”只学习藏语、语文和数学，于是和他们说话时，我特
意放慢了语速，生怕他们听不懂。

下午，老师带领“格桑花”和我们《关心下一代周报》小记者一起
参观了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纪念馆。路上，我们与“格桑花”手牵着手，
并向他们介绍了风光旖旎、资源丰富的光福镇，“格桑花”们也和我
说起他们家乡独特的高原风光。在纪念馆中，“格桑花”与我们一起
聆听新四军太湖游击队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历经 20 天浴血奋
战，突破日伪军包围的英雄事迹。走出纪念馆，来到纪念碑前，
“格桑花”和我们一样肃然伫立，向革命英烈表达哀思。

回到学校后，我们举行了联欢会。“格桑花”和玉树小学
的老师们都穿上了民族服饰，在礼堂里唱起民族歌、跳起民族

舞，一派欢乐的气氛。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松保老师
的独唱《拉姆梅朵》，梅朵就是格桑花的意思，代表着幸福

与美好的生活。从松保老师嘹亮的歌声中，我仿佛听
到了玉树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与玉树小伙伴相处一天，他们乐观阳光
的笑脸让我仿佛看到了青藏高原上绽放的

格桑花！

“““““““““““““““““““““““““““““““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格桑花”””””””””””””””””””””””””””””””来到我家乡
苏州香雪海小学五（2）班 刘雅婷

（小记者证编号J190277） 指导老师 陆思婷

上图为奎山中心小学同学们演示
小推车的使用方法。

下图为奎山中心小学同学们朗诵
《少年中国说》并宣誓。

开心一刻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儿子：“妈妈，张老师的语
文不如我。”

妈妈：“你胡说！”
儿子：“真的！她写的字我

认得，我写的字她却不认识!”

爸爸：“孩子，你知道南非
有什么稀有动物吗？”

儿子：“北极熊。”
爸爸：“孩子，在非洲是找

不到北极熊的。”
儿子：“所以才说它是稀有

动物啊！”

放 假
邻居张阿姨看见小华在

哭，就问他原因。
小华说：“因为哥哥放假

了，而我还没有……”阿姨问：
“那你怎么还不放假呢？”小华
说：“因为我还没有上学。”

画画真费劲
小豆在城墙边玩，看见正

在写生的小朋友。小豆看了他
们半天，然后问妈妈：“妈妈，他
们一定很穷吧？他们这样画画
多费劲啊！为什么不买台照相
机呢？那该多方便呀!”

小明看见妈妈拿了一包药
放在墙角里，就问：“妈妈，这是
什么？”

妈妈说：“这是老鼠药。”
小明问道：“妈妈，我们家

的老鼠生病了吗？”

老鼠生病

老师不如我

稀有动物

爸爸下班回到家，发现家
里的灯还亮着。儿子说：“这是
你早晨上班前忘记关了。”

爸爸生气了：“你发现了为
什么不关上？”儿子说：“你不是
常教育我要用事实说服人吗？”

都很少
小珍今年三岁，能从一数

到十了。有一次，爷爷左手拿
一块巧克力，右手拿两块巧克
力，问她：“哪一边的巧克力多
一些？”小珍看了又看，突然放
声大哭，说：“两边都很少啊!”

不关灯的事实

喂蚊子
姑姑在卧室里喷上灭蚊药

之后，带侄女出去散步。
路上，侄女不解地问：“姑

姑，你为什么不买二斤肉挂在
家里，让蚊子吃饱，那样它不就
不咬我们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