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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
慈溪市文谷外国语小学G5-B班
吴雨桐（证号2525460）
指导老师 华锦锦

我曾亲眼见过巍峨壮丽的长城，
也目睹过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
遗迹，但在我心中，最令人震撼、最值
得铭记的，始终是那座金碧辉煌、庄
严肃穆的故宫。

午后漫步至午门，步入故宫的一
刻，仿佛时光倒流，穿越千年，回到了
那个帝王将相主宰的时代。沿着中轴
线缓步前行，映入眼帘的是三大殿
——太和殿、中和殿与保和殿，它们
巍然矗立，气势恢宏。

其中最为壮观的当属太和殿，
俗称“金銮殿”，坐落于三层汉白玉
台基之上。殿内装饰富丽堂皇，六根
金漆蟠龙柱直指穹顶，藻井中央盘
踞的巨龙仿佛随时腾空而起。这里
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象征
着皇权至高无上。中和殿规模虽小，
却精巧别致，是皇帝前往太和殿举
行大典前稍作休整、接见近臣并接
受朝拜之所。保和殿则承担着多重
功能，既是科举殿试的考场，也是皇
帝设宴款待王公贵族与外国使节的
重要场所。步入内廷，宫殿布局精
巧，红墙黄瓦交相辉映，亭台楼阁错
落有致，处处彰显着皇家的威严与
生活的雅致。无论是乾清宫的庄重
典雅，还是坤宁宫的古朴肃穆，抑或
是御花园中的曲径通幽，每一处都
让人流连忘返，仿佛能听见昔日宫
廷生活的回响。

故宫，这座凝聚着中国古代辉煌
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宫殿，以恢弘的建
筑、深邃的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了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博大精深。它不仅
是一座建筑奇迹，更是一部活的历史
教科书，时刻提醒我们铭记过去、珍
惜当下、传承未来。

冬日访老龙头
高新区外国语学校601班
周恬(证号2526948)
指导老师 俞根英

冬日的一天，我们行至秦皇岛，
踏上了秦皇岛老龙头之旅。

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寒风夹杂着
雪花片，吹到脸上，吹进脖子里。我不
禁裹紧了身上的羽绒服。然而，当我
目光投向不远处那几个醒目的大字
——老龙头景区时，它们仿佛散发出
无尽的温暖光芒，瞬间驱散了我身上
的寒意，让我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温
暖。

老龙头，作为万里长城的起始
点，之前我曾简单地认为它不过是一
个被设计成龙头形状的普通旅游景
点。然而，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亲
眼目睹其风采时，我意识到我之前的
想法是多么的肤浅。从远处眺望，老
龙头宛如一条巨龙蜿蜒伸展，一头扎
入浩瀚的大海，其雄伟壮丽的景象令
人叹为观止。站在龙头的最高点，我
放眼望去，渤海的波涛不断地冲击着
沙滩，溅起层层浪花，仿佛在诉说着
历史的沧桑。那洁白无瑕的沙滩与清
澈透明的海水相互映衬，界限分明，
形成了一幅美丽的冬日画卷。

沿着陡峭的石阶行走，我来到了
那座名为澄海楼的古建筑。风雪中，
澄海楼显得更加肃穆和庄严，仿佛在
诉说着它悠久的历史和不屈的精神。
走进楼内，我看到了戚继光、徐达等
几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士的雕像。
这些雕像有的站立，有的静坐，他们
的姿态各异，但都透露出一种坚毅和
勇敢的气息。正是他们，曾经筑起了
一道道牢不可破的城墙，守护着这片
土地和人民的安全。

如今，正是由于祖国的强大，我
们的山河得以保持无恙，万家的烟火
得以保持寻常，我们这些孩子可以在
和平的环境中安睡入梦乡。

■我的拿手好戏

江山如画
浙师大附属宁波高新区求精书院502班
谢雅格(证号2528009)
指导老师 陈王琳

架子鼓
北仑区泰河学校606班
吴迪瀚(证号2521092)
指导老师 郑玲燕

“十八般武艺，样样是好戏，三百
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拿手好戏，有的人擅长画画，有的
人擅长唱歌，还有的人擅长跑步……
而我的拿手好戏则是敲架子鼓。

六岁时，第一次去琴行，我就被炫
酷的架子鼓吸引住了。“动次打次，动
次打次……”随着激情的音乐响起，鼓
的旋律如海浪一般此起彼伏，而两支
鼓棒像两个精灵一样在鼓面上跳舞。
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要学架子鼓。

一转眼四年过去了，我每天坚持
练习，架子鼓水平也越来越好，被老
师选去参加“全国青少年打击乐器比
赛”。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我信心
十足。赛前，我每天更加刻苦地练习，
手甚至都磨出了血泡。

比赛那天，当叫到我的名字时，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走上台。音乐响
起，鼓棒敲在鼓面上，鼓声忽如急风
暴雨、电闪雷鸣，忽又像柳枝轻摇、溪
水潺潺。伴随着起伏的旋律，我全然
沉浸在其中，仿佛看到了波涛汹涌的
大海，海面上风卷浪涌，渐渐地海面
又恢复了平静。一曲敲完，台下顿时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比赛结果公布，我获得了第二
名。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架子鼓带
给我的快乐和收获，也明白了只有不
断地坚持努力才能换来成功的人生
真谛。

轮滑
北仑区绍成小学603班
郑梦羽(证号2521547)
指导老师 乐陶陶

我们时常需要舒缓心智，生活之
弦不能时刻紧绷。像我，就喜欢穿着
轮滑鞋在风中穿梭。

四年级时，我有了自己的轮滑
鞋，红黑相交，再配上米白色的点缀，
穿上它，我仿佛化身为脚踩风火轮的
哪吒，风驰电掣间，心随轮动。因为这
份热爱，我常常滑行于风中，久而久
之，这便成了我的拿手好戏。

我十分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在楼
下滑轮滑，楼下有许多小坡，坡度不
大，却也不太容易上。我张开双臂，先
是平地加速，然后往前略倾身体，后
腿用力推开地面，小腿再一使劲儿，
就这样成功上坡。

斗转星移，我的轮滑技术日渐增
强，我决定挑战更大的坡度。但阻力
如同无形的巨手阻挡着我，我不得不
增加前倾角度，用自身的体重加成，
缓慢地踩着地面，大腿上的肌肉紧
绷，咬牙！用力！轮子碾过地面的砂石
时，沙沙作响。加油！还差一点！我的
双手在空中不停摆动，就这样“踩”

“挥”“蹬”“滑”……我心里不停地默
念着，大腿上的肌肉开始酸痛，后背
也渐渐生出湿意，身上的汗孔像是一
个个张大的嘴巴要喷出火来。

是煎熬又是磨炼，就这样，我终
于成功滑到了坡顶。温柔的光芒斜照
在面颊，清风拂过耳畔带来了一丝凉
意，而我双腿脱力，像被人塞了三斤
棉花软绵绵地使不上劲。

我很享受这种挑战自己的滋
味。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努力，用心
去追求，我的拿手好戏会越来越精
彩，我的生活也会因此而更加绚丽
多彩。

校园里的小池塘
海曙区石碶街道栎社小学401班
柯涵钦（证号2516486）
指导老师 王月姣

说起校园里的美景，同学们可能
会想到墙角生机勃勃的爬山虎、绿油
油的枇杷树、茂密的竹林……可我最
喜欢的是我们教室门口的小池塘。

小池塘的周围美不胜收。竹林在
轻风中优雅地舞蹈，翠绿的灌木丛轻
轻地弯着腰身，像是在欣赏自己的美
丽容颜。而灌木丛的中央，那个清澈
的小池塘是无数小朋友的最爱。

池塘里有许多可爱的小鱼，它们
穿着五彩缤纷的花衣裳，大小各异。
红得耀眼的小红鱼，黑得发亮的小黑
鱼，金灿灿的小黄鱼……它们整天不
知疲倦地在池塘里游来游去，给校园
增添了几分生机。

池塘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游
乐园”，另一个就是“休息室”了，中间
有一座“石拱桥”。每当上课时，小鱼
们就在桥下听我们朗朗的读书声。

下课了，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站在
池塘边，欣赏着这群活泼的鱼儿。我
最喜欢看鱼儿们玩游戏了！只见它们
成群结队地来到“游乐园”，开始玩捉
迷藏。小黑是本次的抓捕者，其他的
伙伴有的躲在水深处，有的躲在叶子
下面，有的钻到石缝中……小黑一会
儿潜入水底，一会儿探出脑袋，不一
会儿就把伙伴们找出来了。再往“休
息室”一看，只见一只乌龟正趴在石
头上伸着脖子，好像在修炼呢！

校园里还有很多美丽景色，如果
你想知道，就来我学校看看吧。

杭州西湖
慈溪市文谷外国语小学G5-B班
谢宛桐（证号2525461）
指导教师 华锦锦

杭州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就是
美丽的西湖！2011年，西湖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世界公认的
宝贵财富。

西湖的风景美得像画一样！湖水
清澈，四周环绕着绿树葱茏的小山，
弯弯的画桥点缀在如烟的柳树间，远
远看去，像走进了仙境。西湖周围有
许多漂亮的公园景点，一年四季都有
不同的美景：秋天有飘香的桂花，春
天有烟雨中的柳树和长桥，夏天有连
绵十里的荷花盛开，冬天有雪中的松
树……不管春夏秋冬，还是晴天雨
天，西湖都美得让人心动。

西湖不仅风景美，还流传着许多
动人的故事，如“苏小小墓和慕才亭”
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西湖边住着
一位聪明美丽、很有才华的姑娘叫苏
小小。她遇到了一个叫阮郁的年轻
人，两人相爱了。可惜好景不长，阮郁
因为家里的原因不得不离开杭州，从
此再也没有消息。苏小小非常伤心，
一直思念着阮郁，后来去世了，就葬
在西泠桥边。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才
女，在她的墓旁边修建了一座“慕才
亭”。她的故事也被写进了很多书里。

难怪有句古诗说：“未能抛得杭
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西湖，这颗
镶嵌在杭州大地上的明珠，用它的湖
光山色和说不完的故事，吸引着全世
界的人们来游览。

美好的研学之旅
北仑区岷山学校607班
马灏喆(证号2521465)
指导老师 徐波

周四那天，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
了海曙未来农场参加研学。

“我们种土豆，只要挖五到十五
厘米深的洞就可以了！”我们听从教
官的指导，排队领铲子，走进地里。我
用铲子往土里一插，接着用力一抬，
就挖出了一个小洞。我把小土豆小心
翼翼地放进洞里，接着把土盖在上
面，轻轻拍几下，一颗土豆就“住”进
去了。我想：我的土豆一定会茁壮成
长！太阳越升越高，烈日照射着我们，
虽然汗如雨下，但是我们内心十分满
足。

种完土豆，就到了同学们最期
待的环节——包叫花鸡。老师耐心
地讲解包叫花鸡的步骤，我直勾勾
地盯着那一盆盆鸡，已经迫不及待
了。我们把鸡放在桌子上，开始操
作。杨同学戴上手套，拿起牙签，对
着鸡的身子猛扎，不放过任何一个
角落，他说：“多扎几个洞，烤出来的
会更入味，更好吃！”许同学一手扶
着烤盘，一手扎着鸡，脸紧绷着。黄
同学用力拆开一包调味粉，一下子
全都倒在鸡的身上，然后均匀地抹
在鸡身上。我们把鸡处理好了，接着
就要把鸡包起来。我把荷叶展开，铺
在烤盘上，把鸡放进去，四边都往中
间折，接着又把锡纸铺好，将鸡包起
来。还没烤，我就流下了口水：叫花
鸡一定会很美味。

过了很久，叫花鸡终于出烤箱
了，那香味充斥着整个房间。我抓起
一个鸡腿，吹几下，像狼似的，啃着鸡
腿。自己做的就是好吃。同学们的脸
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雨中小镇
高新区实验学校新晖校区603班
陈忻筠(证号2527943)
指导老师 李家力

天又阴了，先是风来，窗棂微颤，
继而雨至，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玻璃。
我独坐窗前，看那雨丝斜织将天地缝
作一片。院中老槐树在风中摇晃，枝
条如瘦骨嶙峋的手指。

邻家小儿在雨中奔跑，赤足踏着
水洼，笑声清脆。他的母亲立在檐下，
面色青白，时而唤他回来，声音却被
风雨撕得粉碎。

雨越下越大。街上行人匆匆，伞
与伞相撞，水花四溅。一位老者蹒跚
而行，衣衫尽湿，竟无人驻足。他忽然
跌坐在水洼中，挣扎欲起却不能。众
人绕行而过，终于有个学生模样的少
年扶他起来，老者嘴唇嚅动，不知是
道谢还是抱怨。

茶已凉了，我续上热水，看茶叶
在杯中沉浮。这雨下得人心烦，好不
容易来外地玩耍可雨却不停，令人懊
恼。夕阳西下，雨也渐渐小了下来。沉
浸在夕阳余晖下的江南小镇也渐渐
恢复了以往的宁静。

万里长城化作老龙头，以气吞
山河之势探入渤海碧波；西湖，宛如
一位温婉的江南女子，将“接天莲
叶”的诗意与苏小小的浪漫传说，绘
入水墨长卷之中；校园中的小池塘
是小鱼们的天堂，也是小朋友们的最
爱……小记者们用小脚丈量祖国山
河和身边小景，领略这些地方承载的
历史与诗意。

我的我的
足迹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