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首歌，

在姥姥心中久久回响；

这首歌，

在妈妈心田常常激荡；

这首歌，

在我心头萦绕飞扬。

几辈人唱过这首歌，

今天我还在放声唱。

姥姥说，

这首歌唱的是心中的太阳；

妈妈说，

这首歌唱的是胸前的徽章；

我说，

这首歌唱的是我和祖国一起
成长。

这首歌，

姥姥唱，妈妈唱，我也唱，

越唱越嘹亮；

这首歌，

山也唱，水也唱，神州大地都在唱，

越唱越激昂。

这首歌，

姥姥唱，妈妈唱，我也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世世代代不停唱，

唱得心里亮堂堂，

唱得祖国更辉煌。

百年红星

百年前那个七月，

中国升起一颗闪闪的红星。

红星引导中国奋起，

红星带领中国前行。

百年的红星映照我的笑脸，

百年的红星嵌进我的心中。

跟着红星勇敢前进，

用我们的小手托起中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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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一座土楼，一段历史，一种生活，凝固了

美好时光，留给人无限沉思……
我们乘坐旅游大巴去传说中的土楼。距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两旁的高楼大厦逐渐被
此起彼伏的山峦取代，时间似乎放慢了脚步，

我的内心像这郁郁葱葱的树木一样逐渐变得
悠然起来，那种在城市中的压抑感慢慢被抛

之脑后。

车终于停下了，我兴奋地跳下车，清新的
空气涌入鼻腔，花朵的芳香沁人心脾。和煦的

春风包裹着清脆的鸟声，仿佛这天地间只有

自然的存在，间或可在寂静中听得游客的赞
叹声。我贪婪地猛吸几口空气，朝着土楼的方

向快步走去。
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映入眼帘，抬头一

看，原来我已来到土楼的面前：意料之中的

古老，意料之外的雄伟。黄土搭建而成的庞

然大物竟能屹立几百年而不倒，不让人惊
叹！看过去，一圈黑瓦拥在楼顶上，圆形建

筑的外围十分紧凑，似乎是在防御着什么。
听导游说，明清时中原的人民因为躲避战

乱到了这里，他们建造了这种防御能力较
强的土楼，居住在土楼中的人们互相帮助，

共同抵御外敌。原来如此！土楼中包含的不

仅是悠久的历史，更是人们团结互助、共御外
敌的精神。

走进土楼，内部的

景致更是别有一番洞
天。站在中央空地上，

遥望白云游弋的天空，
既给人豁然开朗的释

然，同时又有一种井底
之蛙的渺小之感。盘旋的楼梯连通着各个

楼层，那门洞如同一双双虔诚的眼睛，凝

视着这古老的一切：斑驳阳光映在粗糙的
石柱上，门上的楹联已褪去了鲜艳的红

色，蜘蛛网和苔藓上下相对……这一切，
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被人遗弃的角

落。

然而，不管你在土楼的何处，空气中总会
氤氲着一种浓郁的香味，那是米酒的香味。它

们纷纷争相冲破酒坛的束缚，弥漫在这空气

里，让人沉醉。这种香让古老的土楼充满了生
活的气息。

楼上的房间里，几位耄耋老者，在红纸上

挥毫泼墨，他们的双眼炯炯有神；楼下的空地
上，小孩们三五成群，庭院中奔跑玩耍，他们

的脸上洋溢着喜悦；透过窗户，看向远处的山
岗，那里竹林茂密，有人在寻找着竹笋，还有

人背负着竹笋满载而归，步履轻快，似乎荡出

了一路的清香。这一切，让古老的土楼洋溢着
无穷的活力。

现在在土楼中居住的人们越来越少，许
多年轻人都在城市打拼，但看着这些依然留

在旧居自得其乐、生活简单而充实的人们，这
份恬淡不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吗？

    题记———佛说：“一滴水要想不
干涸，只有投身到大海中去。 ”

回忆起刚上中学的第一堂语文

课，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八个大

字：“先学做人，后学语文”。
我们当时就惊呆了，为什么要

“先学做人”呢？学语文难道不就是把

“字，词，句，段”串在一起吗？我们都

疑惑地看着老师。老师却说：“这是我
40年来的教学理念。”

一开始，我还是不理解语文老师
想教我们“做人”的目的。后来，我们

在语文课上学习了范仲淹“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
怀；学习了孟子“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的尊老敬老的美

德；学习了孔子在河岸边对
学生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

昼夜”的珍惜时间的教诲；学
习了老子“上善若水”的名言而

懂得了最高的善良是像水一样平凡。才知道只

有学好了“做人”才能表达真情实感。只有这样，
才有助于我们学好语文。

学习了“做人”我们又学习了屈原“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学习

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胆忠心；学
习了牛顿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就发现了“万有

引力”的科学灵感；学习了冯思广飞行在 50米

低空，突然发动机停转，他不是立即跳伞，而是
将飞机强行飞出居民密集的济南上空，最后他

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舍己为人，无私奉献
的高尚品格。

我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做人的道
理，因此我会时时想起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下

的八个大字：“先学做人，后学语文”。但我想要
再加几个字：“学语文时，也可学做人。”

    羊大爷种了一块玉米地，这个消

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村，都传到村外面
的小老鼠那儿，小老鼠心想，新上市的

玉米该有多鲜美呀。
有一天，小老鼠趁着羊大爷午睡

不注意时，去羊大爷的地里偷玉米，小
老鼠去玉米地里看到鼓胀的玉米棒，

想：我一定要吃个痛快。

老鼠选了一个胖玉米，就扑过去,

大快朵颐地吃，可是玉米没有熟，小老
鼠只吃了一根就溜了。

羊大爷睡觉醒来时, 看见玉米地

里少了一根玉米，羊大爷说:“谁家小
孩这么调皮，玉米还没熟呢! ”

以后几天里，羊大爷一

直在玉米地看着，都没看见有

人偷玉米,羊大爷放松了警惕,

回家睡觉去了。小老鼠发现没

人，心里想:现在玉米该熟了

吧。爬上玉米秆，美美地大吃
起来。小老鼠撑得肚子下垂，才回了家。羊大爷再

来看玉米时，玉米地已经变得一片狼藉。
羊大爷气得火冒三丈，跺脚跳起来了，小猫看

见了羊大爷生气的样子，问:“羊大爷，你怎么了?”
羊大爷伤心地说:“不知道哪个小坏蛋把我

的玉米糟蹋成这样。”
小猫说：“交给我来办吧!”小猫一直在菜地

边的草丛里守着，半夜，小老鼠又来偷玉米了，

小猫一下扑过去把小老鼠抓往。
小老鼠后悔地说:“我今天不出来就好了。”

小猫严厉地批评说:“小老鼠, 到现在你还
不知道错在哪?是你不该偷玉米。”

    那双手的故事温馨而又美

好，主角只有我与爷爷两个人。
朴素的故事却在我心中停留，永

久不能忘怀。
春天，那双手是要带我放

风筝的。在空旷的大地上，我拽
着一只风筝疯跑来疯跑去，却

始终飞不起来。稍微有点风，我

就开始跑，但不久风筝就被我
拖到地上了。爷爷笑着，过来帮

我。他的大手握住我的小手，把
风筝的线慢慢放出去，随着风

的方向，风筝渐渐飞起来了。爷
爷抬头望着风筝，跟着风筝小

跑了两步，便迅速地放线，风筝
立刻飞得又高又稳。

那双手沉着、稳重，无

论大风怎么吹着风
筝，他总能稳稳地拉

着风筝，握着我。春日
的午后，一爷一孙沐

浴着阳光，放着最高
的风筝。
夏天，那双手是要帮我捉鱼的。夏日炎

炎，水波粼粼，乡村的小河多了一丝活力，
多了一群小鱼小虾，这时候我就会拿着网，

提着桶，光着脚，下河捉小鱼。那些小鱼看
着不动，一靠近它们却全部散开，捉了半

天，把河水搅得脏兮兮的，我求助爷爷，他
便挽高裤腿下了水，虽然说爷爷年纪大

了，但对于下水摸鱼这些事来说，简直不

在话下。他弯着腰看着水底，不一会儿，他
有了目标，他轻轻地把手伸进水里，捧起

一条小鱼，我高兴地尖叫，拿了桶给他，他

将鱼儿小心翼翼放进去。一个下午，桶里
有鱼、有虾、有蝌蚪。临走前，爷爷让我把

小鱼小虾放回水里，我很听话照做了，因

为本身捉鱼的兴趣不在捉了多少鱼。看着
那些鱼虾在河中欢快玩耍，我和爷爷也踏

着夕阳余晖赶回了家。
秋天，那双手是要把我架在脖子上的。

秋天的田野里，长满了麦子和菊花，秋高气
爽，我最喜欢让爷爷把我架在脖子上，爷爷

一双大手将我举起，干脆利落。我抱着爷爷
的头，爷爷扶着我的腿，通常我的手上会拿

些好吃的，类似于棒棒糖、瓜子、橘子等，我
喜欢给爷爷分享我的吃的，爷爷喜欢把我

架在脖子上，爷孙俩的身影总会出现在乡
村的小路上。即使乡间的小路坎坷不平，爷

爷的步伐却依然稳重，随着太阳下山，那影
子越来越长，越来越淡。

冬天，那双手是要把我那冻坏了的小
手捉住的。在外与朋友打上一天的雪仗，小

手冰冷，小脸通红，却依旧不亦乐乎，漫天
雪地充斥着孩子的笑声。爷爷带我回家了，

一路上我和爷爷分享着一天的趣事，扯东
扯西，但爷爷很认真地在听，笑着应和我，

他拉着我的小手，他的手粗糙、黝黑，却温

暖，而我的手细腻、洁白，却冰冰凉凉。他的
手刚好能包住我的一双小手，即使爷爷的

手都有些龟裂了，但那手中的温暖比太阳
还要多。这么多年，我的手在他的手中慢慢

长大，他的手仿佛也在缩小，但依旧能包住
我的手。

那双手给我的回忆美好和温暖在我心

中温存。时光荏苒，但那双手的触感我依旧
记得，粗糙，温暖，永远包着我的手，走过春

天放风筝的草地，蹚过夏天捕鱼的小河，穿
过秋天田野的小路，走出冬天寒冷的枷锁。

它给我的不仅是回忆。

    大家都喜欢玩有趣又烧脑的

走迷宫的游戏吧？那你有没有见过
会走“迷宫”的土豆芽？我们家就有

一棵这样神奇的土豆芽呢，它仿佛
长着一双无形的眼睛，并且会慢慢

走出“迷宫”。如果你想知道这是怎
么一回事，那就把我的一次实验经

历细细告诉你吧。

首先，我准备了一颗发芽的土
豆，一个有盖子的纸质大鞋盒，一

个装有潮湿泥土的小花盆，两条足
够长又足够厚的纸板。注意：纸板

要比鞋盒长，高度与鞋盒差不多。
对了，还需要一把剪刀。这样，“魔

法道具”就全部到位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开始给

土豆芽施“魔法”了！我先把土豆埋

在小花盆里，泥土上只露出几根土
豆芽。接着，在鞋盒的侧面剪出一

个鸡蛋大小的洞。然后，把两条纸
板折弯，卡在鞋盒里做成

类似迷宫的通道。注意，通

道的一头对准土豆芽，另
一头连着鞋盒的洞，那就

是“迷宫”的终点。最后，盖
好鞋盒，放在有阳光的地

方。留神啦，鞋洞要朝着阳
光的方向。我以为，这样就

施好“魔法”了，等着奇迹的发生吧。
过了几天，我没看到土豆芽走出来，忍不

住打开了鞋盒的盖子，发现土豆芽正沿着“迷

宫”通道伸展着自己长长的芽儿，已经走了差
不多一半的路程了。我放心地合上盖子，心

想：再过几天，它就应该走出“迷宫”了。可是，
过了两天，我吃惊地发现，原本盖得严严实实

的鞋盒好像被谁悄悄地打开了一点，这是怎
么回事呢？我赶紧打开了鞋盒一看：噢，是粗

壮的土豆芽在生长时把鞋盖顶起来了。可它
为什么不顺着我设计好的“迷宫”走呢？我琢

磨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从鞋洞透进
来的光，在“迷宫”的某一段被挡住了，于是土

豆芽乱窜了。我重新调整了“迷宫”的弯曲度，

让透进鞋洞内的光始终能照到土豆芽。又过
了几天，又白又嫩的土豆芽终于成功地走出

了“迷宫”，那从鞋盒洞口钻出来的土豆芽儿，
好像在好奇地张望着外面的世界。

看到这，你已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没错，
这就是植物的向光性原理。简单来说，就是植

物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以此合成需要的
营养。大多植物具有向光生长的特性，土豆芽

也不例外，它会在鞋盒内追随着阳光的光线
而走出“迷宫”，变身为聪明机智的“追光”小

土豆。
魔法的背后是科学，只要你掌握了一定

的科学知识并加以巧妙利用，你也会拥有无
穷无尽的魔法哦！

    第一次见到你，我们仅对视了一

秒，你鼓着花苞，躲藏在碧绿的莲叶后
面，在水波的推动下时隐时现，吸引我

目光的是那硕大的莲叶。几个星期后再
次遇见你，莲叶还是那个莲叶，莲叶上

面不知何时冒出一朵莲花，有些眼熟，
也有些陌生，但那就是你，如今的你，

褪去了当时那几分害羞，尽力将花开

大，花瓣层层叠叠，粉红中微微透着一
些白色，那是多么白，白得发亮，你变

了，这巨大的变化使我吃惊。从此，
我真正地认识了你。

记得一次夏天，天下着
暴雨，我担心着你始终放不

下心，我不时望向窗外祈祷
你没事。第二天清晨天刚刚

亮，我走出门，一切都变得凌
乱不堪，到处都是泥水，走近你，映入眼帘的是花

瓣上整洁光滑毫无泥水，一切都像没发生似的，
你晃了晃身子，似乎在对我说，“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风停了，一切都像静止了，慢慢
走近你，你又是一朵新的不怕风雨磨难的莲花。

现在我明白了，莲为何被赞美，不像夏夜牡丹在
温房中享受荣华富贵，菊花在室内逃避闪躲风

雨，只有莲，坚强的莲在风雨中斗争，最终征服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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