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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高殿中心小学

二年（4）班吴俏颖

指导老师：江胜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从古至今春节是人

们最喜爱的节日，而我也喜欢，因

为不仅可以和家人一起游玩，这

个春节也不例外。

大年初五，我兴高采烈地和

妈妈、奶奶去老院子玩。第一次

到老院子的我非常兴奋，里面的

游乐设施琳琅满目，还有具有闽

南特色的各种模型。不过，我最

喜欢的还是里面的游乐设施，尤

其是空中飞人这个项目，只要坐

上轮胎，工作人员轻轻一推，它就

会滑向终点，我喜欢那种冲向高

空的感觉。妈妈和奶奶陪我玩了

几个项目，玩得满头大汗。

最后，我们决定去看表演。

我们到闽南剧院观看了《闽南传

奇秀》表演，我们坐在第二排，现

场人山人海，非常热闹。著名的

书法家现场创作，主持人还跟我

们介绍了书法家展示的作品，现

场掌声雷鸣。书法结束之后精彩

的表演开始了，随着圆盘的转动，

一幕幕的情景在眼前上演，我第

一次看到这样的表演形式，真让

我大开眼界。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

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结束了今

天美好的旅程。真是一次愉快的

春节行！

厦门市高殿中心小学

三年（2）班谢梓谦

指导教师：洪林

寒假已经过去，但假期中

的趣事令人难忘。

最难忘的就是大年初四

的红军小镇游。那天，我们一

家人去了老家附近的红军小

镇，小镇里有很多战争年代留

下来的旧址，每处都有详细介

绍。耳边是爸爸的讲解，眼前

是几十年前的遗址与旧物，我

们深受触动：如今和平、幸福

的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那里还有一个武器室，里面展

示着好多旧式与新式武器，包

括手榴弹、步枪、手枪、刺刀、

炮台等等。我跟妹妹兴致勃

勃地体验了仿真枪，爸爸夸我

们还挺有模有样的，我俩可得

意了。

老家过年唱大戏也让人

印象深刻。虽然我听不懂演

员 咿 咿 呀 呀 ，但 演 员 的 身

段、扮相真的很不错。最吸

引我的当然是演出场地那琳

琅满目的小吃，有煎油饼、

烤串、糯米糍粑、冰糖葫芦、

棉花糖……平时妈妈可不让

我们碰这些东西，但过年期间

会让我们尝尝鲜。

挖冬笋也相当有趣。老

家山上种了许多竹子，每次春

节假期我们都会跟叔叔一起

去挖冬笋。我跟妹妹常常东

一榔头，西一棒子，收获寥寥，

幸好叔叔是挖笋能手，不然就

两手空空而归了。

寒假生活很短很短，但留

在记忆里的美好很多很多。

我爱这缤纷寒假，我爱这快乐

时光！

厦门市高殿中心小学

四年（4）班潘紫涵

指导老师：陈桂香

“小竹笋，长得快，像支小火

箭，哗剥飞起来。”今年的寒假比

较特殊，我和弟弟到外婆家的后

山上挖冬笋。

我们一大早扛着锄头来到

后山。长势喜人的竹子傲然挺

立，竹叶翠绿，寒风吹过，林中发

出悦耳的沙沙声。

在偌大的竹林中找笋是有

一定难度的。笋子一般都生长

在以竹子为中心的两三米范围

内。有的笋子比较调皮，就是不

让我们找到它。不过，一般有笋

子的地方地面上都会拱起一个

小土包，土质也都比较松软。我

们专挑这些小土包下手，那绝对

是一抓一个准。至于那些忍耐

不住好奇心的、一个劲儿往上钻

的笋子就更容易找了，地上那些

金黄的笋尖就是它的头了。

我将落在地上的枯枝败叶

拔开，在地上隐约看到一个金黄

的笋尖，心中暗自窃喜，大喊道：

“弟弟，这儿有笋，这儿有笋”。

“好嘞姐姐，我来了，我来了。”弟

弟朝我跑来。

我们先将笋子周围清理干

净，再从笋子的旁边入手，以免

伤到笋子。摸清笋子的大概长

势后，再将笋子一点儿一点儿地

刨出来，这个过程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能擦破笋皮，找到笋子的

根部之后，再用力一锄，将根部

切掉，然后用锄头将笋子撬起，

就这样，一根冬笋就挖出来了。

虽然切根这个步骤有点困难，但

是我和弟弟挖得不亦乐乎。

过了一会，我和弟弟就满载

而归了。外婆用笋做了一顿大

餐：鲜笋炒肉、笋炒芥菜、韭菜炒

笋和冬笋溜鸡丝……尝着鲜美

的笋子，我心里满满都是成就感

——自己挖的笋，真是格外香甜

啊！

厦门市高殿中心小学
五年（1）班王诗荔

指导老师：陈晓娟

今年寒假，我在老家津市终

于见到了“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的画面。听说，津市已经有

十几年不曾出现如此大的雪了。

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空中落

下，很快大地就穿上了白色的棉

衣。我兴奋地跑下楼，刚出楼道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就连大马

路也被雪蒙住了。一脚踩下去，

雪地直叫唤，发出了“嘎吱”“嘎

吱”的声音，哈！好深，好蓬松啊，

这可真好玩儿！这时，我的邻居

小辣椒也来了，她先是呆了一下，

然后撒着欢地向我奔来。看着她

在雪地里摇摇晃晃，深一脚浅一

脚的样子，真把我乐得不轻。

雪还在下，一团团一簇簇扎

着堆往下落。我和小辣椒在雪

中赛跑，每跑一步，地上就留下

了一个脚印，也多了一片欢声笑

语。跑累了，我们就在雪中打

滚，可好玩了。美中不足的是大

人们看见满头满身都是雪的我

们，总会唠叨半天。我们在雪里

玩一阵，带着满身的霜气跑回屋

里烤火，等把自己烘干后，又全

副武装地向雪中奔去……

也许你会问：雪是什么味道

的呢？是甜的？是咸的？是酸

的？是苦的？我用手抓起一点，

放进嘴里，慢慢感受，冰冰的、凉

凉的，还带一点甜，嗯，像冰沙，

它有着快乐的味道。

雪越下越大，这时爸爸提议

我们堆个雪人。可是，堆个什么

样的呢？经过半个小时的激烈

争论，我们决定堆一只坐在地上

晒太阳的大白熊。先铲雪，堆成

一个小雪堆，堆到我人这么高，

然后用手压平，然后再用铲子推

出肚子，这样上半身就做好了，

放在地上的腿做起来也很简单，

用铲子将两周围的雪聚拢过来，

拍一拍就做完了。麻烦的是大

白熊的头，刚开始我们用铲子细

细雕琢，后来铲子也不好用了，

我们直接上手。很快，大白熊头

的形状在我们的手下慢慢浮

现。虽然手被冻得又红又肿，还

有点疼，就如几千根针在扎着一

样，但是我和爸爸都毫不在意，

乐此不疲。最后再给大白熊装

上眼睛和鼻子，我还拿了一串橘

子的叶子，放到大白熊的头上做

头发，哎呀，真的是太好看了。

看着大白熊坐在家门口晒太阳

憨态可掬的样子，真的是成就感

满满呀！

这就是家乡的雪，白茫茫、

软乎乎，有着快乐的味道，我爱

津市的雪。

愉快的春节行

忆缤纷寒假
难忘快乐时光

挖冬笋

津市的雪

厦门市高殿中心小学 五年(2)班 洪欣瑶
指导老师：范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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