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作文需要生活化，在生活中去找写作的灵感。作者以自己
的亲身实践，写出了学蒸馒头的激动与快乐，语言优美，情真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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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呀，要死啦！一位牙医握着大

号钳子，像探地洞一样伸进了我的嘴

里。

一小时前，我正狼吞虎咽地吃着

午饭。“真香，真香！”我夸赞着这顿美

食，刚夸完，下一秒突然就乐极生悲了

——一块不明物体将我的牙狠狠地咯

了一下。“啊，疼死了！”吐出来一看，一

块骨头上面竟然沾着鲜红的血！

妈 妈 听 到 动 静 ，赶 忙 过 来 问 ：

“怎么了？”

“牙流血了，流了好多血，疼！”

老妈让我张开嘴，瞅了瞅，说：

“走，让医生看看！”

来到牙科医院，我坐在大厅的休

息区等候，老妈和一位身着白大褂的

牙医说着什么。“拔了吧。”隐约听见牙

医淡淡地说了一句，我顿时浑身冒冷

汗，思潮翻滚。

上次拔牙，医生用针打麻药，

那细长的针直接扎进牙龈里，简直

痛不欲生，那死去活来的折磨，想

起来就毛骨悚然，我好绝望，我好

想回家！

这次，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牙医

就将我带到了一间小屋子里。那张熟

悉的床，旁边是熟悉的桌子，桌子上面

是一根似曾相识的针管和一套从大到

小排列的钳子。一想到这根针管又要

扎进我的肉里，说不准哪一把钳子就

要把我的牙连根拔起，我的心就扑通

扑通地跳个不停。

“躺床上，张嘴！”医生边戴手套边

冷冷地说。我照做，医生默默提起一

只白色的喷壶，朝我牙周围喷了一下，

一股凉气冲进了嘴里，我双手交叉，十

字握住，闭上眼睛，暗暗用力，做好痛

苦挣扎的准备，想象着凶狠的医生一

钳子下去，咔吧一声脆响，我的牙就灰

飞烟灭了。

时间仿佛很漫长，医生怎么还不

动手？我的眼睛偷偷睁开一条缝，钳

子上一颗带血的牙，那是我的牙吗？

难道已经拔下来了？我完全睁开眼，

确实是我的牙！可我怎么没有感觉

呢？

这究竟是什么黑科技？好强大，

连痛苦也直接消解了！

巴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六(11)班 吴孝康
指导教师 苟敏

家风如酒，清香甘冽；家风如茶，醇

厚芬芳；家风似雨，润物无声。从小，妈

妈便让我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年幼的

我虽不知其意，但我知道“勤俭节约”是

妈妈的口头禅，更是我家的家风。

记得有一次，我因惦记着还没看完

的动画片，吃饭的时候心不在焉，把饭

撒得到处都是。妈妈看到这一幕，敲着

桌子愤怒地说：“你看你，吃的什么饭！

粮食来之不易，你怎么能这样浪费呢？”

我小声嘟嚷：“不就是米嘛！超市里面

那么多，没了再去买不就行了。”妈妈看

见我毫不在乎的样子，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微微地叹了口气：“看来你还是不

知道何为勤俭，如何节约？”

周末，妈妈执意带我回乡下老家，

说是要让我见见世面。一下车我们便

看见几位农民伯伯正在插秧，妈妈走过

去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攀谈了几句，

便对我说：“今天让你亲自感受一下，什

么叫粮食来之不易，来，跟着叔叔们学

插秧吧！”

我一看，不就是插秧嘛，这有何

难？于是，我卷起袖子和裤腿，兴冲冲

地往田里跑，脚刚踩进田里的湿土，就

一下子陷了下去，我踉跄地往后退，顺

手扶住了旁边的树枝，才稳住了摇晃的

身体，慢慢地向田中央走去。

我拿起秧苗，学着叔叔们的样子，

一本正经地插了起来，可秧苗像故意跟

我作对似的，刚一插上，它就浮了上

来。正当我不知所措，站着发呆的时

候，旁边的叔叔看出了我的窘相，笑着

对我说：“要将秧苗插进泥土里，不能太

深，也不能太浅，要适中，这样，秧苗才

能存活。”

我点了点头，重新插了起来，可没

过多久，我就叫苦连天。在泥水的阻碍

下，每前进一步都特别艰难，脚像绑了

一个沙袋，沉得提不起来，额头上豆大

的汗珠直往下掉，全身都湿透了，腰也

直不起来。

忽然，我觉得脚下有一阵瘙痒疼

痛，抬起脚一看，原来有两根蚂蟥紧紧

贴在小腿上使劲吸血，我万分惊恐，大

叫起来：“妈妈救我！”妈妈闻声跑了过

来，赶忙把我从田里拉了起来，并帮我

弄掉了蚂蟥。

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她似笑非笑地

对我说：“怎么样，插秧好玩吗？种田辛

苦不？”我回头看看自己插的秧苗：横七

竖八，东倒西歪，跟我一样无精打采，耷

拉着脑袋。我哭丧着脸，一会儿摇头，

一会儿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妈妈

接着说：“这才刚开始呢，从插秧到收割

再到最终变成餐桌上的米饭，每一道工

序都浸透着农民的汗水，诉说着劳动的

不易。所以，我常教育你一定要爱惜粮

食，勤俭节约，因为糟蹋粮食就是糟蹋

种粮人的心血，试想一下，你辛苦的付

出被人肆意地践踏，心里是何滋味？更

何况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相较

之下，你更应该懂得厉行节约的分量！”

听了妈妈的话，我惭愧地低下了

头。晚饭时，我把碗里的饭吃得精光，

桌上没有撒落一粒米饭，盘子就像被小

猫的舌头舔过一样，干干净净。因为我

清楚地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要将

“勤俭节约”的家风铭记在心中，让它陪

伴我，滋润着我成长。

邻水县鼎屏小学西校区
六（1）班 陈厚泽
指导教师 尹洋

乡下风景与别处不同，那里没有

高楼和大厦，也没有宽广的街道，却别

有意趣。

从远处看去，乡下的房屋有的一

家挨着一家，每家房子前后都有几块

地。隔着几十米或者几百米，又出现

几家。这些房屋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田

间和山头，绿色和土灰相间，就像一幅

画卷，让人忍不住仔细看看。

鸡鸭鹅，乡下人总要养点的。只

要你随意走近一户人家，都可以看见

这样一群小家伙。母鸡身后跟着一群

小鸡，小鸡们前后对得整整齐齐，就像

操场上列队的学生们一样。

房屋旁的池塘里，你会看见几只鸭

子在戏水。有的把头栽进水中，有的来

个360°大旋转，有的喜欢跳水，只听“扑

通”一声，水花溅起，小鸭子才从水中慢

悠悠浮到水面，又悠闲地游走了。

乡下最美的风景，最不能错过的

就是田野了。稻谷已经成熟，一眼望

去，成片的金黄色呈现出来，像是给田

野穿上了一条黄裙子。田野旁种着几

棵金桔树，树上结出小小的圆圆的金

桔，挂在树上就像一个个青黄相间的

小灯笼。

孩子们喜欢摘下自家的金桔分给小

伙伴们尝一尝。不知道是因为桔子还有

点酸，还是分得不均匀，孩子们嬉闹着追

逐起来，一会儿就跑得没了踪影，只留下

阵阵的笑声回荡在田间。

乡下人一年四季在田间忙碌着，

为了春天的播种，夏天的收割，秋天的

收获，还有冬天的储藏。乡下人就是

这样朴实，他们靠着土地和山水，种着

粮食和蔬菜，聊着天气和鸡鸭，却让这

乡下的风景这般数不胜数，和谐又自

然，闲散又生动。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五（9）班 蔡镜尧
指导教师 何小梅

我是一只流浪小猫咪，但是我

却非常幸福。

清晨，我睁开蒙眬的睡眼，打了

个大大的哈欠，从花坛中翻身起来，用

舌头梳了梳蓬乱的毛发。看到眼前几

朵花儿上的露水，我走上前，一阵芳香

扑鼻而来，舔了几口露水，自言自语

道：“刚起床就能闻到芬芳的花香，喝

到甘甜的露水。我可真幸福啊！”

我小跑着来到鱼池边。池水清

澈见底，一眼就可以看见有许多小

鱼、小虾在欢快地游着。我咂了咂

嘴，在石头上磨磨爪子，迫不及待地

要饱餐一顿。我弓着背匍匐在水池

边，瞪着眼慢慢探爪，等待着等待着

……突然，一条鱼正向我游来！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掌拍晕了

那条鱼。我兴奋地叼起鱼，回到花

坛中，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每天

都可以吃到鲜嫩的鱼肉，我真幸福

啊！”

“这样的生活也算幸福？”一个

声音打断了我，原来是住在另一个

花坛的邻居——花脸儿。“如果我们

被哪个好心人收养了，有自己的猫

窝、猫砂盆、猫爬架，饭来张口，衣来

伸爪，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那才叫

幸福呢！”说罢，他用羡慕的目光看

了眼远处的高楼，垂头丧气地离开

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张了张口，本

想叫住他，可他已经走远了。

下午，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

地，踩了踩地面，有点儿烫爪！我找

到一处树荫，舒舒服服地趴下来，眯

着眼，静静地倾听。蝉鸣、鸟叫、蟋蟀

的歌声和微风掠过树梢的哗哗声，此

起彼伏，交织成一首大自然的交响

曲。“在这么热的天里，可以享受美妙

的音乐，悠闲地乘凉，我真幸福啊！”

“这样的生活也算幸福？”花脸

儿没精打采地走了过来，“瞧瞧那些

家猫，它们待的地方，夏天有空调，

冬天有暖气，更不会被风吹被雨淋，

那才叫幸福呢！”花脸儿发完了牢

骚，转身又想离开。“等一下！”这次

我叫住了他，“可是那些家猫们，被

囚禁在小得可怜的房子里，不能像

我们一样在草地里打滚儿，在花丛

中追蝴蝶，在小溪边捉鱼。那些被

关着的家猫，说不定正蹲在窗前，羡

慕自由自在的我们呢！”

我顿了顿，继续说道：“家猫们

有他们的幸福，我们也有自己的幸

福。如果你心里只是充满了羡慕、

不甘，而忽略了正在享受的一切，你

将永远不会感到幸福！而我珍惜、

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并努力让自

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所以我

是幸福的！”

花脸儿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老是羡慕别人，根本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生活里也充满了这么多的幸

福。谢谢你提醒了我！”

谁说流浪猫没有幸福！

双流棠湖小学
六年级 鲜汶成

指导教师 李永燕

周末，妈妈要教我蒸馒头，我

既开心又紧张，担心学不会。妈

妈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小心思，满

脸微笑地说：“不要紧，我来教你，

保证你一学就会。”听到了这句

话，我心里踏实了不少，赶紧跟着

妈妈忙活起来。

妈妈先让我把大约两斤面粉

放在盆中，把五分之一袋酵母粉

倒入盛有凉开水的碗中，搅拌均

匀，然后把碗中的酵母水，慢慢地

往面盆中一边倒，一边搅。

我不小心把水倒多了，面成

了浆糊一样，妈妈看见了就叫我

又舀了两勺面粉，让我使出吃奶

的劲儿，反复使劲搓揉。不知过

了多久，我累得满头大汗，终于把

面和好了，我松了一口气。妈妈

叫我用纱布盖好面盆，说是等面

慢慢发酵。

两个小时后，我们凑到面盆

前一看，只见面膨胀了许多，像个

大面包，上面还有许多小孔。妈

妈满意地说：“面发好了，可以揉

面了。”只见妈妈把面揉成一团，

上面的小气孔也突然不见了，然

后妈妈把面切成两半，一半给我，

一半留给自己。

于是，我学着妈妈的样子，一

边揉面，一边撒面粉。揉了大约

十分钟，最后揉成了一个圆柱形

的“长龙”。这“长龙”在我们手中

很快被肢解得七零八落，躺在案

板上。水烧开了，我和妈妈把切

好的面团放进蒸锅里。半小时

后，锅盖上蒸汽腾腾，面香四溢，

新鲜馒头终于出笼了！

我看着热气腾腾、白白胖胖

的馒头，忍不住咬了一口，又香又

甜，心里乐开了花。学蒸馒头，真

有意思！

苍溪县歧坪小学
三（3）班 宋紫铭
指导教师 权卿宗

我家的家风——勤俭节约

文章开篇颇有新意，诗句
的引用，排比式的推进，让人眼
前一亮。文中语言简练，将所
述之事娓娓道来，细节描写也
颇为用心，最后首尾呼应，点明
中心，照应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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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拔牙第二次拔牙

乡下风景乡下风景

作者有了第一次拔牙痛
得死去活来的经历，才有第二
次拔牙前的紧张、害怕。大量
的心理描写，与拔牙的快捷轻
松形成了鲜明对比。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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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
馒
头

幸福的幸福的
流浪猫流浪猫

这篇习作极具童话色
彩。文中作者变形为一只流
浪猫，联系生活实际展开想
象，先描写“变形”后所处的
环境，通过与“花脸儿”的对
话，让流浪猫感受到自己的
价值所在，突出了习作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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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我穿着沾满泥水的雨

靴，拿着小镰刀在前面跑着。奶奶

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提醒我跑

慢一点。

穿过那条泥泞的小路，我们终

于来到了奶奶的菜园。我小心翼翼

地抚摸着从丝瓜架上垂下来的丝

瓜，以及鲜红的辣椒，向上伸展藤蔓

的扁豆……我幻想着它们被做成美

味佳肴后的样子，差点被脚下的小

石头绊倒。

我停下脚步，看着松软的泥土

上那一株株翠绿的韭菜——碧绿的

叶片上点缀着一颗颗晶莹的露珠，

显得调皮可爱；细小的韭菜花绽放

开来，白色的花瓣，黄色的花蕊，漂

亮极了！

这时，一只肥胖的大黄蜂降落

在花瓣上，猛地一头扎进花朵里，想

要吮吸蜜汁；一旁的蝴蝶似乎被花

香吸引，忍不住围着花朵翩翩起舞。

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一摸

瘪瘪的肚子，不禁直咽口水。接着，

我撸起袖子，准备拔一把韭菜，让奶

奶给我做韭菜炒蛋。我快步走上前

去，双手紧紧握住韭菜的根部，用力

往上拔。周围的小昆虫也许从未见

过这阵仗，吓得四处逃窜。

一阵捣鼓之后，韭菜的叶子被

我扯得七零八落，根却依旧扎在土

里。奶奶及时赶到，看着一片狼藉

的菜地，无奈地摇摇头。她蹲下身，

教我割韭菜的诀窍。

只见奶奶一手握着韭菜的上半

截，一手握着镰刀。刀刃轻轻划过

韭菜的根部，一把翠绿的韭菜便稳

稳当当地落入手中。

割完韭菜后，我开心地和奶奶

一起回家，等待享受奶奶做韭菜炒

蛋的美味。

万源市河西学校
五（1）班 王祖钢
指导教师 郗涛

割韭菜

作者观察细致，韭菜叶
上的露珠、韭菜花的颜色以
及落在花瓣上的大黄蜂和一
旁的蝴蝶描写得生动有趣。
文章条理清晰，行文流畅，感
受真实自然。

点
评

作者以由远及近的顺序
观察乡下的景物，从房屋、小
动物、田野写到忙碌的人们，
处处皆景，立意层层深入，逐
渐升华主题。

点
评

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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