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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叮铃铃”，随着一阵长长的铃声响彻耳

膜，交上试卷走出教室，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虽说这次升学考试，并不是决定命运的

最后时刻，但想想这是我九年求学生涯中的
又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当我使出浑身解

数考完后，心中却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走到宿舍门口，见室友们都在讨论这次

考试中遇到的难题和估算自己的成绩，在平

时也喜欢加入热闹的我，这次却悄悄坐到自
己的床沿上，呆呆地看着窗外，看那些在美丽

的蓝天中悠闲飘过的一朵朵白云。
记得参加此次的本地区重点高中的联招

考试前，班主任的一句话，把我们学生本就紧
张的神经拉得更紧。他在班上语重心长地对

我们说，因为我们学校是一所比较普通的乡
镇初级中学，师资力量与城里的同类学校相

比，那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所以他让我们
根据自己个人的实际情况，在面对城里的省

重点高中的联招考试中，做不同的努力。
我平时的成绩，虽然在班上算是名列前

茅，也曾考过班级的第一、二、三名，但粗心大
意的我面对考试，有时成绩波动比较大。成

绩差的时候，也曾排名到班上第四名之外。

按班主任说的，我们所

考本地区联招的四所重
点高中，被分为 A类、B

类和 C类。在我们那样
的学校，按照以前毕业

考生的惯例，基本保持
在班上前一、二名的学生，去考最好的 A类

重高比较有把握。可像我这样浮动比较大的，
如在考试中不好好把握自己，考上 A类重高

不是太有把握，所以他让我在心里准备好接
受 B类重高的决定。

那天听了班主任的话，晚上回到宿舍我久
久不能入睡。说实话，有多少次，我都在睡梦中

梦见自己考上了心仪的那所 A类高中，那是我

和班上大多同学们的努力奋斗目标。可醒来之
后，想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于是我就只

有咬咬牙，开始埋头苦干，不断挣扎在题海的
挑战中。我们在语文课本中曾学过“海阔凭鱼

跃，天高任鸟飞”的豪迈胸怀。可当面对理想很
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实际情况下，心里不服输

的我，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艰难中，
只有懂得要不断努力积累知识，才能一步步向

着目标前进。我想这样的事情，对于正是最好
青春年华的我们，都要有胆量和勇气，去学着

放手一搏。所以后来记不清有多少个白天黑
夜，我和同学们一起废寝忘食地奋战在题海

中。那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的座右铭，激励我们大家在坚持不下去的时
候，仍打了鸡血一般继续奋战。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联招成绩出来，得
知我突破了自己和老师的期待，以班上第二

名的好成绩，被心仪的本地区 A类永川中学
录取时，我眼里竟忍不住泪花闪闪。

那一刻，回想在这漫长的九年求学生

涯中，我和同学们一路追逐梦想的身影。在
这期间，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迷茫和无助，遭

遇过欢笑和泪水，以及成功和失败。可静下
心来仔细想想，这都是 00 后的我们，在青

春路上成长的必经之路。通过多年的风雨
求学之路，如今我们不再是当初那个一遇

到困难或受批评时，就爱哭鼻子的小毛孩。
我们的内心，在遭遇挫折和失败中，已慢慢

变得成熟和坚强。我在心中一直都坚信，那
些时刻为自己梦想而努力前行的人，他们

终究会到达梦想的目的地。所以当面对多
年的好友们将踏上不同学校的求学路，大

家在用力挥手告别的瞬间，彼此都忙转身，
不让双方看见眼里掉下的泪水。

同学们，无论将来我们身在何方，在不断
探索学习的道路上，要相信你和我都不是孤

独的个体，让我们大家再继续努力奋勇向前，
做最好的自己！

    从我记事起，我觉得，老

爸童年的端午节和我的端午
节有些相同，又有些不同。相

同的是，端午节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传统节日，有些习俗

世代相传，如大门插艾叶，端
午节赛龙舟，放鞭炮吃粽子

等。不同的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现在乡村大多机械

操作，耕牛少了，家家户户用
不着用糕点喂牛。平时想吃

什么就买什么，用不着等到
过节才买，餐桌上

的菜平时都有六七

个，过节时有十多
个，老爸那时过节

吃的菜大多不如我
平时吃的菜好。平
时我穿的都是新衣服，而且都是成品

衣，我也没有看过布店和缝纫师傅。但
是，我觉得，正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

了，过节的味道反而不如老爸的童年。
关于端午节，我在市图书馆查了

不少资料，端午龙舟竞赛古已有之。唐
代诗人张建封曾写过一首著名的《竞

渡歌》，反映端午节龙舟比赛的壮观场

面：“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

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
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

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到了清
代，赛龙舟活动已经非常普遍了。当时

文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关于端
午的记载如下：“五月朔至端阳日，于

河内斗龙舟，夺锦标，香会纷纭，游人
络绎”。

其实，端午节还有丰富的吃文化。
梁实秋《雅舍谈吃》中说：“我参考众

意，觉得今天叫作粽子节，比较的亲切

些。”闻一多经过详尽考证，在《端午
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记述，五月初

五是古代吴越地区“龙”部落举行图腾
祭祀的日子。其主要理由是：一、端午

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
都与龙相关；粽子投入水里常被蛟龙

所窃，而竞渡则用的是龙舟⋯⋯

千百年来，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
的说是为纪念不仕晋文公而被烧死的

介子推，或说纪念含冤而死的吴国忠
臣伍子胥，还有殉父的东汉孝女曹蛾，

以及投汨罗江殉国的贤臣屈原。这四
人皆是忠烈之士，人们借他们忠义之

举缅怀祖先。唐代诗人文秀有《端午》

诗写道：“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
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

臣冤。”江水浩荡宽阔，屈原纵身一跃，
如今已然成为端午一个凝重的文化

符号。

    世界上有千万种感受，而身体上

不仅能感受到，心里也能感受到。而
有件事也让我感到既温馨又寒冷。

那一天，我期中考试的卷子要发
下来了。这是检测这一学期上网课的

成果。我对主科的成绩信心蛮大，但

是对《道德与法治》和《科学》就不一
定了。因为我考试的时候有好多的题

目都是乱写的。尽管我上网课的时候
已经很努力了，但可能是我没仔细记

那些知识。过了一会，卷子发下来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科学》和《道德

与法治》的分数分别是 64 分和 67

分。虽然我早有准备，但是我还是承
受不了这分数。我顿时感觉心里变成
了灰蒙蒙的一片。不过我的

主课成绩还是没让我丢脸，

这也算是个安慰吧。班上有
很多同学因为自己考试没

考好而伤心流泪。而我又失
落又害怕。因为这是我第一

次考了 60分左右，竟然还
考了两个！我非常怕父母打我、骂我⋯⋯放学

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家去。

走路的途中，我抬头望着天空———天空灰
蒙蒙的一片。就像我的心情一样。小鸟在树上叽

叽喳喳地叫着，像是在讥笑我似的:“这个人考试
没考好，哈哈。他要被挨骂了，哈哈⋯⋯”路走到

一半，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只好淋着雨回
家。而这雨，也好像是在惩罚我考试没考好。回到

家中，我躲躲藏藏，生怕妈妈问起分数的事。但该

来的还是要来。上楼的时候，妈妈从楼下问我:“你
期中测试的分数今天出来了吧，考得怎样？”最终

还是逃不过妈妈的火眼金睛啊! 我只好把成绩如
实地告诉了妈妈。“你说《科学》和《道德与法治》

才考了六十多分？”“对不起妈妈，我考砸了。”我
连忙答道。“儿子，考砸了没关系。分数并不代表

你。正如陈元靓说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
人。’只要你努力的学习，你就会取得好成绩。”

妈妈立即放下手上的活，和我一起分析试

卷错题，归纳知识要点。我瞬间被妈妈的行动感
动了。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这次考试虽然考砸了，让我非常难过，但是
妈妈帮助我养成不放过一个知识点漏洞的好习

惯，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她的教导我会一直铭
记于心。

    一到夏天，小区窗外的树上就会

传来一阵接一阵的蝉鸣声。没完没
了，吵得人根本没办法认真看书。我

很讨厌蝉的叫声。听说，蝉的叫声并
不是从它的嘴巴里发出来的，而是在

它腹部的鼓膜，经过每秒钟上百次的
高频振动，共鸣后形成的声音。

去年夏天，爷爷送了我几个蝉

壳。据说，这是蝉为了长出翅膀，从幼
虫蜕变下来的壳。我想，要是蝉一直

是幼虫就好了，它就没办法发出噪声

了。可是妈妈告诉我，蝉的幼虫要在
土中等待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变成

会飞的成虫，而且它变成成虫后就离
死亡不远了，所以它才要拼

命发出声音吸引别的蝉和

它一起生卵，孵化出新的幼
虫长大。如果一直是幼虫，

蝉这个物种就会灭绝了。
听了妈妈的话，我觉得

很好奇，就在百度上搜索“蝉”。在百度百科上，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知识：蝉在土中等待的时
间，有的是 3年、有的是 5年、有的是 17年⋯⋯

这些时间几乎都是质数。在数字中，我最喜欢质
数。可是知了又不是人类，它们怎么会知道质

数，还和我一样喜欢质数呢？难道它们是数学天
才吗？

带着这个问题，我继续寻找原因。原来，在

大自然里，动物的竞争十分激烈，它们必须获取
有限的食物来保障自己的生命。质数除了 1和

自身，没有其他的因数，所以蝉选择在泥土中等
待的时间是质数，这样尽可能避免和别的蝉类

一起钻出土壤，留给它们的领土和食物就会多
一些。原来蝉还是天生的数学家呢！知道了这些

知识后，我觉得知了的叫声不再吵闹了，反而还
挺可爱的。

大自然里有许多规律来自数学，就连整个宇
宙都按照数学规律默默运行。这真的太神奇了！

    看着灯火通明的夜市，闻着那

令人垂延三尺的香味，品尝着那美
味的铁板鱿鱼，仿佛一切又回到了

5年前。
还记得那个傍晚，奶奶第一次

带我去逛夜市，我兴奋极了，坐在出
租车上，一会儿左看看，一会儿右看

看。心想到那里我要大吃
特吃。下了出租车后，看着

那人山人海的夜市，虽然
我十分激动，但是还是牵

着奶奶的手，怕走丢。奶奶
先去买了今天的晚饭：拌

凉菜、卤味和辣子鸡。接着，她看着兴奋的我

说：“我菜买好了，你还要吃什么呀”？听了奶
奶这话，我急忙说：“那现在我们去买我最喜

欢吃的烤肉串吧！”说着，便拉着奶奶去买好
吃的了。这浓郁的香味，多汁的烤肉，清凉爽

口的乌龙茶，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最后我抱着
圆滚滚的肚子，遗憾与不舍地离开了夜市。

现在的夜市和以前的夜市已经大不相
同，变得更加卫生干净，而且食物的品种也不

再单一，变得各式各样，这些也比以前好多

了！但是我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

夜深了，夜市的灯火逐渐暗了下来，但我
相信，明天夜市的灯光会更加闪烁，美丽。

    如疾风骤雨一般快节奏的生活，我已

经对此感到厌倦，倒不如让生活慢下来，
细细品读生活的韵味。

当一天的时间慢了下来，就如结冰的
河流不再奔腾向前，便能观察到“宁静”世

界的一切。
一个周末，一个总算没有作业和课外

班的周末，我总算有了些许闲暇去到阳台

照顾我新种下的大豆。记得前两天我才将
一颗颗饱满的豆粒放在润湿了的棉花下。

今天，它们都已顽强地挣开那层厚厚的棉
被，倔强地昂着头，向头顶上的那片苍穹

进发。我将豆盆端起，细细观察：稚嫩的小
苗仍然纤弱，拿起来的时候已在左右摇晃

着，仿佛再用手轻轻一折便能终
结它弱小的生命。它嫩绿的茎上

布满了密密匝匝的绒毛，在阳光
的照射下闪着光，越发可爱诱人。

我看得入了迷，看着看着便
过去了十几分钟，但在我眼里，它

确实比一天还漫长。豆芽的生长绝不是短时间的，但

我却在这短短的十几分钟内看到它缓慢地，几乎没
有任何变化地向上生长，豆瓣原是闭合着的，现在却

张开了一扇小门，露出了绿色的小小的叶片。原来豆
子是无时无刻不在生长着。我不禁感慨植物的生命

力，更是感慨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阳台前的那棵大树在去年被砍了枝桠，只剩下
光秃秃的树干，以前忙碌的我从没发现原来的树干

上已长出了细枝。慢下来的一天，使我有了更多的新
发现。

以前忙碌的我从未注意过，现在的飞鸟越来越
多了，在树间来往穿梭。从未注意过小区里的流浪猫

喜欢在下午懒洋洋地睡在车顶上。更从未发现过，在

一棵位置偏僻的、树叶浓密的大树上，一窝斑鸠在那
里安家落户。
慢下来，让时间平静地流淌，少了激流拍打石岸

之声，更多了一份宁静；慢下来，让心灵静下来，感受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感受大自然的无限生命力。慢下

来的一天，我看见了匆忙一天中所看不见的细微的
美好。

慢下来的一天，让名为生活的彩蝶起舞，让我们
得以看清它翅膀上所有的缤纷五彩。

    从前，有一只蚂蚁，它有一个

朋友是大象，小蚂蚁一直想变大，
大象则一直想变小，它们都想体验

对方的感受。
一天，蚂蚁起床照了照镜子，

惊讶地发现，它长得和大象一样大
了，于是它就去告诉大象，走到半

路，它遇到了大象，蚂蚁问它:“你

怎么变小了？”大象回答道:“我一
起床就那么小了。”蚂蚁说:“我们

去工作吧。”大象同意了。
小蚂蚁走进了一群大象

的队伍，跟它们一起工作。大

象们首先用鼻子吸水，然
后，走过去，给花浇水。小

蚂蚁没有长鼻子，它只能
用嘴吸点，然后吐出来。接

着大象们把木头卷在鼻子
上，走过河。蚂蚁只能抱着

木头走过河，不料，它身体不小心向后一倾，摔

倒在河里。它好不容易爬上来。蚂蚁想:大象可
真辛苦，每天都要做这么累的工作。

另一边，大象跟着一群蚂蚁在搬运粮食，
蚂蚁们把粮食背在头后，用两只手护着粮食。

大象也用两只手放在头后护着粮食，但它只
能用两只脚走路，还是摔倒了。大象只能用鼻

子卷着粮食走。大象想:蚂蚁可真辛苦，每天

都要搬这么多粮食。
它们下班了，恢复到了原来的大小，回了

家说:“唉，我以为对方做的工作很轻松，没想
到它的工作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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