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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

做完作业，我

跟妈妈坐在客

厅 一 起 观 看

《 开 学 第 一

课》，今年的主

题是“少年强，中国强”。里面有许

多在这次疫情中作出伟大贡献的

人，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因为

那么多的白衣天使都不顾自己的

安危，勇敢地拯救每一位病人的生

命，无怨无悔奉献自己小小的一份

力量。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

叫付巧的人。

付巧是一名得了新冠肺炎的

高三学生，虽然她得了重病，但是

依然在武汉方舱医院里坚持复习

功课，为高考做着充分的准备，毫

不松懈，这种坚持不懈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付巧的毅力真是让人佩

服得五体投地啊！要是换作别人

的话，可能就会成天在那唉声叹

气，不会燃起一丝的希望，更不会

像付巧那样持之以恒地复习功

课。付巧可真勤奋啊！

我们应该把付巧当做学习的

榜样。平时不

能遇到困难就

退缩，要克服

困难，要不然

怎么能成为国

家的栋梁之材

呢？不经一番寒冬彻骨，怎得梅花

扑鼻香。现在虽然我们才读四年

级，但是也应该立下远大的志向，

努力向着目标前进，只有这样以后

才能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也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

平时老师布置一个作业，你应

该对自己提高更高的要求，不能偷

工减料。长期的偷懒会使学习的

质量大大降低。我们平时应该专

心致志地学习，不要一下课就到外

面疯跑，也不要因为有一些特殊的

事情，就把这个当做借口逃避作

业，这可就不好了。

我向祖国承诺，我会时刻准备

着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绝

对不浑水摸鱼，整天在那儿混日子，

每天会认真学习，绝不辜负老师同

学，或者社会给我的每一次机会。

少年强，则国强。

今年，我有幸参加松江区“新

时代十佳好少年”评比，并最终入

选，我更加坚定了做一名好少年、

好学生的信心。因此，暑假期间

我积极参加“四史”系列活动，认

真学习各种书籍，充实自己。

《这就是中国 走向世界的中

国力量》第 77 页描述的关于高铁

这一段，我印象特别深、感想也最

多。书中说道：“‘八纵八横’的高

铁，给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出行

的便利，而且是这种便利激发出

来的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世界

上最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世界

上最深厚丰富的人文景观、世界

上最有滋有味的华夏美食。”是的，

这样的中国速度，真让我自豪！

还记得我5岁那年回外婆家，

我们一家三口是在火车上过的除

夕。那个时候，除夕还不是国家

法定假日。那天，爸爸妈妈下班

后，就急急忙忙带着我到松江醉

白池火车站赶车，列车从松江火

车站出发，开了整整13个小时，终

于把我们送到了家乡。我们下车

的时候，已经是正月初一的早上 7
时了，妈妈苦笑着说：“我们不是

回来过年的，而是回来拜年的。”

那时候，我觉得老家离我好远啊！

第二年，临近春节前，爸爸告

诉我一个好消息，说今年开始除

夕当天就放假了，我们肯定能回

老家和亲人们团团圆圆地吃年夜

饭了。我听了后，高兴得手舞足

蹈。盼啊盼，终于盼到了回家的

日子。这一次，我们从虹桥火车

站出发，乘坐动车组，800 多公里

的距离我们7个小时就到了，还真

的赶上了家里的年夜饭。假期过

得真快啊，好像一眨眼就到了返

回松江的日子，我舍不得外公外

婆，舍不得我的表妹们。外公安

慰我说：“没关系，松江到我们这

的高铁很快就要开通了，以后你

就直接从松江坐高铁回来。”高

铁？高铁是什么呢？我不懂。爸

爸告诉我，高铁就是很快很快的

火车，以后我们回来就更方便了。

果然，再回老家过年的时候，

我就乘上了和谐号高铁了，再后

来是复兴号。同样的距离，我现

在只需要 4 个小时就到老家了。

而且，火车上的设施也越来越好、

服务也越来越周到了，我们还能

在自己座位上用手机扫码点餐

呢！杭州东站的早餐、南昌西站

的午餐，我都品尝过。我们再也

不用舍近求远地去虹桥火车站

了，松江南站就有直达老家的车；

也不用只有春节长假才能回去

了，端午、中秋等小长假时间也够

了；妈妈有一次还趁周末回去看

了外婆呢！高铁真是太神奇了！

慢慢地，我知道其实“四史”

就在我们身边，正如高铁速度、中

国速度一样，只有铭记历史，知道

我们从哪里来，才能更好地踏着

前辈的脚印阔步前行。 本学期一开学，学校开展了光

盘行动，班主任陈老师严格要求我

们努力做到光盘行动。

这让我犯了难，因为我平时有

点挑食，如果学校中午吃饭时，遇

到有我不喜欢吃的一些菜，那如何

才能做到光盘行动呢？

果然，一天午饭吃的是土豆

鸡，这是我的最爱，但是还有萝卜

肉片，青菜炒香菇，我难以下咽。

看到周围同学狼吞虎咽地吃了

起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也吃了起

来。我三下五除二就把土豆鸡吃完

了，可吃到萝卜肉片的时候，我闻着

萝卜的气味，食欲开始下降，如果不

吃就会拖班级后腿。难道我光盘行

动真的做不到吗？我急得直冒汗。

这时我想到画饼充饥的故事，我

何不也尝试一下呢？我夹起一块萝

卜吃掉它，想象我解决一道数学难

题。于是我吃了很多块，感觉攻克许

多数学难题，就这样把萝卜全吃光

了，觉得真有趣。最后剩下的香菇炒

青菜，我想起爸爸平时玩的偷菜游

戏，我把这些菜吃完，不就帮爸爸偷

了菜吗？说不定爸爸还会奖励我呢？

说干就干，我就把香菇青菜消灭了。

“我也做到光盘行动了！”我举

着吃光的盘子，给周围的同学看。

我的同桌好奇地问：“你怎么不挑

食了？还是有什么秘笈？”我听了

“秘笈”二字，笑而不答。这时，我

看看窗外，校园里的花草树木长得

更茂盛了，天上的云更白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这次我不仅做到光盘行

动，还丰富了我的想象力，真是一

举两得！ （指导教师：陈明海）

今年暑假，

妈妈交给我一个

光荣而又艰巨的

任务：教妹妹德

语，来赚我的零

花钱。就这样，我毫不犹豫地当

起了“小老师”。

课程正式开始啦！为了让妹妹

安静坐下，我特意准备了“上课”和

“下课”卡，颇为正式地开始了我的

第一堂课。虽然只是小小一节课，难

度却超乎我的想象。比如：她总是读

不准“苹果”；还会把“面包”和“苹果”

记混；更别提那些写得歪七扭八的德

语单词了……一节课下来，妹妹居

然什么都没学会。于是，我的第一堂

课就这样失败了。让我更意想不到

的是：前一天布置的作业她不但一个

字没有写，本子上竟然还用彩色铅

笔画满了各种线条和她最喜欢的美

人鱼！哎，这妹妹真是让人操心！

为了培养妹妹的学习兴趣，我

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帮妹妹选了一

本有意思的德语童话书，购买了一些

学习用品，当然也准备了一盒小礼

物。这样，妹妹就可以通过上课答

题、课后作业、自己动手做德语小卡

片、和我一起读故事等来赚取礼品

星，然后用礼品星从礼物盒中兑换各

种小礼物。开始，妹妹总是不配合，

想尽办法不写作业，最过分的是她还

会自说自话地画

很多小星星，哭

闹着要和我换小

礼物。教这样的

学生，真是难啊！

妈妈知道后，给我支招，告诉我

妹妹很喜欢唱歌。这倒是提醒了

我。于是，我一有空就唱德语儿歌，

妹妹很想学，我就趁机提要求，只要

完成好德语作业，我就教。终于，在

我的“威逼利诱”下，妹妹开始有那

么一点认真了，读对的单词越来越

多，作业也能自觉去完成。虽然10
道题还只是做对三五道，但是跟以

前的漫不经心相比，进步已经很大

了。这不，在妹妹生日这天，妹妹终

于换到了她的第一个礼品——粉色

的冰淇淋橡皮。为了奖励她，我还

准备了一个big surprise——她心心

念念的有玫瑰香味的粉色小熊。妹

妹看到小熊，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

抱，开心地说：“谢谢姐姐，我一定会

好好学德语的！”看着她开心的样子，

我心里不禁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

这一段当老师的经历，让我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学习是自己

的事情，老师要照顾到我们这么

多学生，该有多不容易啊！当然

啦，开学后，虽然学习生活会很忙

碌，但我还是会继续当好妹妹的

小老师。 （指导老师：傅秋悦）

开学第一天，班上来了一位新

同学，是一位女同学。

她和我差不多高，她背着书

包，红着脸，低着头，不停地用手抓

着衣服。我感觉她来到这个新的

班级很不自在。

班主任陈老师扫视了一下班

级，说道：“谁愿意和这位新同学

坐？”霎时，原本对这位新同学窃窃

私语的同学们变得鸦雀无声，仿佛

一根针掉下去的声音都能听到。

我偷偷扭头向四周看了一下，没有

一位同学举手。

我想也许大家对这位新同学不

熟悉，也许大家舍不得和现在的同

桌分开。我看着新同学，发现她的

脸更红了，头低得更厉害了，恨不得

地上有个洞钻进去似的。这时我想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何况她要

和我们一起学习到小学毕业呢！我

以前也到过陌生的地方，也需要别

人的关心和鼓励。于是，我站起来

说：“老师我愿意和新同学一起坐！”

我走上了讲台把新同学拉到

了我的座位旁坐下。她的小脸上

露出了笑容，小声地说：“谢谢你。”

我感觉心里比吃了蜂蜜还要甜。

原来这就是给予的快乐。此时我

觉得窗外的花草树木更加精神了，

天空更加蓝了。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我觉

得自己长大了。原来为他人行善

就是为自己储蓄幸福。

（指导教师：陈明海）

“水乡景

致环城绕，广

富 林 中 春 意

浓。”四月的广

富林文化遗址

阳光和煦，我和妈妈正在兴致勃勃

地游园玩乐。突然，远处传来了优

美的旋律，让我寻声而去。

灰白色的照壁前，一位身着汉

服小姐姐正在弹奏古筝《忆江

南》。她手指轻起，琴弦下音韵潺

潺，勾抹间动人心弦。

“妈妈，姐姐弹得太棒了！我

什么时候才能像她一样呢？”

“不怕路长，只怕心懒，学琴

路漫漫，你只要坚持，就能弹得越

来越好。”妈妈摸摸我的小脑袋亲

切地说。我凝视着小姐姐，点了

点头。

没错，和小姐姐一样，我也是

古筝文化的传承人。我出生在松

江，这里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

地，有“上海之根”的美誉。松江的

民间音乐历史久远，从元明时期江

南丝竹始终宗脉不断，余音绕梁，

江南筝派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从 7岁开始受乐器启蒙，就

对江南古筝调情有独钟。我眼中

的江南筝调虽然没有山东筝调“弹

筝奋逸响”的高亢，也比不上潮州

筝派以韵补声的灵动，却最适合我

脚下这块土地。

春日的佘山万物复苏，竹林中

一曲《春苗》和着兰笋飘香；夏日新

浜荷花节，塘边一曲《出水莲》更衬

红莲明艳；秋日里的醉白池公园古

木葱茏，照壁

下一曲《蕉窗

夜雨》，最显乡

愁情思；冬日

里的方塔风铃

悠悠，合着一曲《雪山春晓》，传递

对春天的守候。

除了这温婉的江南筝调，还有

什么曲调更能奏出中华传统文化

的韵味，能描摹出这江南水乡的独

特风情呢？

从深思中醒来，《忆江南》已进

入尾声。我拉拉妈妈的手：“妈妈，

我们回家吧。晚饭前，我还想再练

一练古筝呢！”

在观看《开学第一课》后，我印

象最深刻的就是付巧。

付巧她也得了新冠肺炎，但她

还是在“教室里学习”。所谓的教

室呢就是方舱医院医生整理药瓶

儿空出来的一张很小的桌子。

小桌上放着一盏台灯，一个电

脑和耳机。付巧说她戴上耳机，打

开电脑，就成了专属于她的教室。

有了教室，怎么能少了老师呢？当

然有！这位老师就是冲在一线的医

生，他一空下来就陪着付巧，陪她一

起画画、聊天，让付巧感到温暖。付

巧无聊时，老师让她画画，说想画什

么就画什么。付巧画了张她教室的

画，还取了个名字：梦开始的教室。

一位数学老师看到了这条消息，

把一本自己手写的数学书，把易错

点、知识点……都写在了上面，千里

迢迢地寄到了付巧手里。付巧说虽

然书没几页，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我学习时也要像她一样，脚踏

实地，刻苦学习，认真仔细！

我的心里，住着两个“家”。

其中一个是住着亲人的“小家”，

而另外一个则是住着国的“大

家”。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不

一样的一年，它让我看到了，“小

家”中的人们，用实际行动，义无反

顾地爱着这个“大家”，也更加让我

坚信，只有我们变强了，才能让我

们的这个“大家”，强大而安稳。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除了让

我敬佩的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

士外，还有那些不知名奋战在一

线的医生、护士，那些不知名的爱

心人士，他们全都用自己的行动，

在向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诠释

着大爱，诠释着爱国的一种行为。

疫情还未消停，水灾又接踵

而来。每当新闻镜头切到那一个

个绿色身影时，我的心就揪起来

了，他们夜以继日地在救人、抢

险，只给自己留了一点点休息喘

息的时间。“保了大家，才能守好

小家”，如若没有爱又怎会有如此

的义无反顾呢？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三

年级的时候，去教二年级的小朋

友戴红领巾。当我站在他们面

前，手捧着红领巾时，一股责任感

由心而起，我不仅仅是在教他们

戴红领巾，更是在传递一份责任，

他们已不再是小苗苗，而是和我

一样，是新一代的接班人。

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老师

让我们捐款，回到家后我问妈妈

“为什么要捐款？”妈妈语重心长地

告诉我：“因为有很多无私的人都

奋斗在最危险的前线，而我们能做

的只能是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自那以后，凡是有需要的时候，我

都会积极地捐出我的零花钱。

我特别喜欢梁启超先生所写

的《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

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

则国雄于地球。”前辈们给我们留

下了他们的宝贵经验，给我们谱

写了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邓

小平爷爷说“科教兴国”，这对我，

对我们每一个莘莘学子不正是最

有力的动力吗？只有让自己的知

识无限积累，成年后的我，才能真

正地投身社会，报效祖国。才能

真正的做到“祖国在我心，爱国在

行动”。 （指导老师：尹静）

少年强，中国强
——观《开学第一课》有感

上师大附外小四（5）班 韩楚妍

中国速度 我为你自豪
中山小学五（7）班 谭思田

我的光盘行动“秘笈”
上师大附外小四（9）班 俞悦瑄

我当“小老师”
上师大附外小三（4）班 王梓涵

我愿意和新同学坐
上师大附外小四（9）班 王涵赟

我爱江南筝韵美
上外松外五（1）班 董楚涵

国在心中，爱在行动
上师大附外小五（5）班 杨志豪

梦开始的教室
上师大附外小四（5）班 朱可欣

口中糖果散发出浓郁的草莓

味，眼前是母亲脸上欣慰的笑容，

心中满满的成就感，那一刻那一种

甜，令我永生难忘。

五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纯

真的孩子，那时的我，特别喜欢草

莓味的糖果，母亲也经常买来作

为鼓励和奖赏。那时，我也受到

她的鼓舞，开启了学习钢琴的漫

漫长路。

学了一年钢琴，老师就让我去

参加一个比赛，锻炼一下。我一听

要面对几百个观众，一下就慌了，

坚定地回绝了老师的提议。回到

家，母亲却拿出了一大袋各种各样

的草莓味糖果。我眼睛一下直了，

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母亲却在我

即将能够到袋子的那一瞬间，把它

一把拽到了身后。

“只要你答应参加比赛，这些

就都是你的。”原来，老师已把推荐

我参赛的消息告诉母亲了。那时

的我，哪经得住这样的诱惑啊，想

也没想，就一口答应了。

之后一段时间，每天都要练习

好几次钢琴，母亲一直坐在我身

旁，陪着。为了保证每个音的正确

性，原本对音符一窍不通的她，竟

也开始学习五线谱。每每往客厅

一望，总能看见她独自坐在钢琴凳

上，对照手机看琴谱的身影，嘴里

还总是念念有词。

当我开始练琴时，她的目光

就会不停地在我的手指和琴谱之

间移动。有时，听到不确定的音，

还会叫我停下，确定我弹得没错，

才会让我继续。当我学习新内

容，停下找音符位置时，她也会帮

我一起寻找，反复确认后，再允许

我往下弹……

每次练完琴，母亲都会奖励

我一颗糖，每当浓郁的草莓味在

我味蕾蔓延，练琴时的疲惫就会

神奇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

种浓浓的甜，仿佛糖果上有一种

神奇的力量。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练习，

我终于将乐曲完整、流畅地演奏

了下来。比赛临近，我心中早已

没有了紧张感，反而盼望着那一

天快点到来。

比赛那天，我轻松走上台，流

畅、有感情地演奏完了乐曲。伴着

热烈的掌声，走下台后，心中自豪

感油然而生……

台下，迎接我的是一脸笑容

的母亲，手中还拿着一颗草莓味

的糖果。

有一种甜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八（1）班 张湛芸

九月，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

九月，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

九月，因为您，有个光荣的节日，

九月，因为您，变得多姿又多彩，

我们要高唱嘹亮的赞歌，

载着我们最诚挚的祝福，

亲爱的老师，节日快乐！

是您，给了我们母亲般的关爱，

是您，给了我们父亲般的包容，

是您，带领我们通向知识宝

库的大门，

是您，引导我们不断探索未

知的世界，

我们要不断勇敢前行，

带着您对我们的期许，

亲爱的老师，您辛苦了！

（指导老师：尹静）

师 恩
上师大附外小四（5）班 王蔚洋

在我去参加训练营活动的前

一天晚上，妈妈不断地叮嘱我：

“到了那儿要多喝水，不要和队伍

走散了……”但是我一句话也没

听进去，因为我正在遐想训练营

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

两天一夜的训练营生活开始

了。我们的活动被安排得满满

的，队列训练、整理内务、生命教

育课、佘山寻宝，这些活动虽然让

我感觉很累，但是既有趣又很有

意义。

其中，我最喜欢的环节是队

列训练。教练先教了我们立正、

稍息和跨立，这些学起来并不难，

我们排做得还算标准。接着教我

们转身动作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少

好玩的事，有些年纪太小的分不

清左右，总是转错方向；还有些小

朋友转的时候像跳芭蕾舞，有时

站立不稳左晃右晃的，我们忍不

住笑出了声，教练很严厉地对我

们说：“训练要严肃认真，不要

笑！你们现在是军人，要严格要

求自己。”然后又耐心地教那些不

会做动作的小朋友，直到学会为

止。在学敬礼这个动作的时候，

要求右手五指并拢，小臂弯曲，大

臂抬起和肩膀成一条直线，中指

微接帽檐，除了动作到位，还要求

我们眼神要坚毅。在这里我因为

做得好，还被教练表扬了，我心里

别提多美啦！经过半天的训练，

到最后我们把学到的动作都展示

出来的时候，心里满满的成就感。

通过这次短暂的训练营活

动，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简单的包

扎知识和一些基本的训练动作，

更重要的是在集体生活中我懂得

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意义。希望以

后我还能参加更长时间的夏令营

活动。 （指导老师：傅秋悦）

第一次参加训练营
上师大附外小三（4）班 王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