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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非常好的朋友，猜猜

它们到底是谁呢？那就是我喜欢的

小胖兔，它们一黑一白，非常可爱。

记得第一次见到它们的时候，

我和姐姐一进门，那两只小兔子看

见我们，吓得立马“扑哧”一声躲进

了沙发底下。我不由得笑了，心想：

这两只小兔子胆子真小啊。躲起来

的它们秒变成了折耳兔。它们依偎

在一起，用那红红的小眼睛，可怜巴

巴地看着我们。看到这，我霎时哭

笑不得，两只小胖兔也太可爱了！

我很想抱抱它们，于是，我试着

轻轻地从沙发底下把它们抱出来。

刚碰到它们，它们很快就灵敏地跳开

了。试了好几次，我都成了它们的

“手下败将”，没办法，我只好请来援

兵，让姐姐帮忙把小家伙带出来。

姐姐立马放了几片新鲜的白菜

叶和两根胡萝卜进去，我不禁疑惑

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做。姐姐解释

说：兔子都爱吃蔬菜的，她这是以蔬

菜为饵……看着姐姐信心十足的样

子，我不禁开始专注地暗暗“侦察敌

情”。谁知，结果出乎我们意料，那两

只小兔子竟然不爱吃我喂的蔬菜，白

菜叶和胡萝卜只是吃了一点点，就不

吃了。我们实在没招了，只好先作罢。

晚上，小兔子的主人回来了。我

和姐姐立马说了小胖兔的事。主人

听了哈哈大笑，说：“来，看我的！”只

见她拎着一大袋“不明物体”向小胖

兔走了过去，我和姐姐指着那袋东西

齐声问道：“这是什么？”原来，那就是

两只小胖兔的晚餐。小胖兔乖了很

多，美美地吃了一顿。我和姐姐也试

了试用兔粮喂小兔子，小兔子也好像

很喜欢我们了，不再躲着我们了。我

这才明白，这两只小胖兔的另一个神

奇之处：只爱主人带回的兔粮，也爱

对它们有耐心、有爱心的人们。

这就是我可爱的神秘好友，你

喜欢它们吗？

（指导老师：叶莹）

12月 4日至 6日，赣州市潭东中学组织基础

年级学生，到崇义县开展以“感悟阳明文化，践行

生态文明”为主题的研学。同学们通过参观崇义

县博物馆，了解王阳明与崇义县相关史迹、文物资

料、民间传说，徒步穿越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阳

岭），深入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崇义县博物馆以“知行合一、良知永恒”为整

个设计的文化脉络，以时间顺序讲述了王阳明一

生的主要事件。展厅借助丰富的文字资料、原籍

图片、影像资料和复原场景等形式，展现王阳明的

一生及其精深的心学思想。讲解员带领同学们穿

过一个个主题展厅，将王阳明的事迹娓娓道来，同

学们认真听取讲解并做好笔记。

接着，同学们来到会议室，崇义县博物馆杨馆

长为同学们开展阳明文化专题知识讲座。杨馆长

从王阳明印象、王阳明生平事迹、王阳明主要理论

三个方面，生动形象地讲述了王阳明的一生，重点

突出了王阳明巡抚南赣的史实，全面深入地展示

了王阳明哲学思想，让同学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王

阳明，感受到阳明文化不一样的深度和温度，从中

汲取丰富的文化知识营养。

同学们踏着欢快的脚步来到阳明山，沿着节节

回廊一直漫步向前。在兰溪沟谷雨林，师生们进行

了一场趣味横生的教学。老师引导同学在真实的

自然环境里打开五感，观察附近每一种动植物的不

同之处。在老师的讲解下，同学们学习了做自然笔

记的 7个要素，也尝试着用笔记录自然——绘制大

自然笔记。同学们踩上松软的泥土，触摸盘根错节

的大树，观察各类花草，真正走进大自然之中。老

师用专业知识对各类植物作了详尽讲解。

自然笔记既是一种科学观察，又是一种教育

活动，经过在大自然中的探索，每个同学都完成了

自己的作品，还纷纷告诉老师，他们已经爱上了大

自然的一点一滴。

这次研学将人文知识与自然教育相结合，让

同学们学习阳明文化，充分践行“知行合一，致良

知”理念，将来成为社会有用之人。回归大自然，

“以自然为师”，书写大自然日记，在记录中感受大

自然鲜活的生命，感悟大自然的美好，从而促进同

学们身心健康发展。师生们纷纷表示，这次崇义

研学之行很有意义，受益匪浅。

（汤娜 刘南林）

今天阳光明媚，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

进校园，和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踏上了旅途。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第一站

——兴国国防训练基地。开营仪式结束

后，是拓展训练环节。同学们被分成两组，

一组去体验手榴弹，另一组去体验枪械射

击。我们班在第一组，跟随教官到了一片

空旷的草地。教官为我们讲述了扔手榴弹

的正确姿势。我一拿手榴弹，感觉还挺

沉。听着教官的指挥，“准备！”我们个个都

伸直了手，蓄势待发。教官一声令下，只听

“呼呼”的声音，许多手榴弹一齐飞了出

去。我还为我丢得最远，心里窃喜了好一

会儿呢。

接 着 ，我 们 体 验 了 射 击 。 来 到 靶

场，只见地上整齐地摆放着许多枪械。

“我们要体验的是这把 QBZ 自动步枪，

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述这把枪的配置和使

用方法……”教官介绍完，同学们开始轮

流体验步枪射击了。我按照教官说的

做，先趴下再拿枪瞄准靶子，等教官说放

下时再放下。这可真有趣！

午饭后，我们来到了兴国烈士陵园。

在烈士陵园，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墓碑。

陵园里埋葬了许多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

幸福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我对他们肃

然起敬。没有这些英勇的战士，就没有我

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他们是祖国永远的英

雄！即使身躯化为尘土，英魂依然与青山

常存，与中华儿女同在！给烈士墓地除草

时，我很想对他们说：谢谢你们，你们是祖

国的骄傲，也是老百姓心中永远的英雄。

带着对革命先辈的敬意，我们参观了

将军馆，继续追溯将士们的英勇事迹。讲

解员为我们讲述了兴国籍开国将军的故

事，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当属陈奇涵将

军。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但他谦虚

地说：“我对自己几十年来总的评价是，无

能事，而能无事。”有如此光辉一生的将军

竟如此谦虚，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这一天我体验了军用武器，了解了那

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还知道了兴国县

开国将军的英勇事迹……今天真是不虚此

行，真期待下一次的研学旅行！

（指导老师：刘龙发）

为给小记者一个展示自我的舞

台，更好地锻炼他们的胆量和当众

表达的能力，12月 14日至 15日，赣

南日报小记者在赣州市青少年活动

中心广场开展“跳蚤市场”体验活

动，通过与陌生人进行交流、兑换物

品等形式，增强小记者们对旧物再利

用的意识，同时让他们体验劳动、学

会生活，更加懂得父母挣钱的辛苦。

小记者们来到赣州市青少年活

动中心广场，一家家“小商铺”顿时

排列起来，玩具、学习用品、生活用

品、小零食、手工作品等琳琅满目。

有的小记者还专门制作了店铺小海

报，上面写了广告语，并介绍了自己

带来的物品。小记者和家长坐在自

己的摊位前，当起了小老板，热情地

向来往的顾客推销自己的商品，招

揽生意。

广场上人来人往，路人们在各

个摊位前驻足，挑选自己心仪的物

品。小记者们争相介绍自己的商

品，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欢笑声不

断，整个广场俨然成了一个交易市

场。小记者纷纷使出大招，还有小

记者现场编制手工绳，感兴趣的顾

客可以当场学习，包送教程。

卖出的是旧物，收获的是成长。

本次“跳蚤市场”体验活动，不仅让小

记者们动脑、动嘴、动手，还让他们深

深体会到当家理财的不易和父母挣

钱的艰辛。小记者们纷纷表示，今后

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学习中，都要做

到勤俭节约，杜绝浪费。 （汤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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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理财，从学做生意开始
本报小记者开展“跳蚤市场”体验活动

我的神秘好友
□本报小记者 赣州市湖边中心小学五（4）班 陈容

我的兴国之旅
□本报小记者 赣州市潭口中心小学四（3）班 幸泽川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向往陶渊明的悠

然与恬淡；“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我赞叹杜甫的博大与宽广；“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钦羡苏轼的乐观与旷达。每每读到不同的诗句，我

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都会得到不一样的感悟。

最初，是妈妈教我读唐诗宋词。年幼的我不

解诗中之意，却特别喜欢那整整齐齐或错错落落

的几行小字，每一首都押韵，读着像唱歌一样。从

妈妈悠扬的诵读声里，我不禁猜想每一句诗词里

藏着怎样的美丽故事呢。

而真正让我爱上诗词的缘由，还要从五年级

暑假的一场诗词比赛说起。妈妈鼓励我参加了学

校的诗词大赛。在准备比赛的日子里，我每天与

诗词打交道，繁重的背诵任务让我觉得诗词就是

压在我肩上的重担。可妈妈总是温柔地劝慰我：

诗词是精神的养料，认真品读，你一定会爱上它。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寒梅扑鼻香？”听了妈妈的

劝慰，我开始用心品读它们，试着去感受这些文字的温度。

渐渐地，我被那动人的诗句折服，并且从它们身上汲取到

了许多力量。当我不想学习只想偷懒时，我总会想起“黑发不

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用它来警醒自己；当我无所事事

时，我总会想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用它来告诫自己。

随着对诗词的了解增进，我对诗词有了一番不一样的认识。

从此，我便真正爱上了诗词，并为之如痴如醉。

比赛结束，如愿获得好成绩的我，读诗也更是勤奋了，每

天早晨我都迎着朝阳大声诵读；夜晚，我又伴着诗词入睡，甚

至在梦里也能寻觅诗词的影子。 （指导老师：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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