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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大潮
□作者：杭州绿城育华小学五年级 薛宇辰
□指导老师：周珺

每年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就会上演世界奇观——钱塘江大潮。
每当这个时候，海宁市盐官镇就会涌进几十万观潮的游客。秋水

神不会辜负游客的热情。她会让各位小神仙搬来杭州湾的水，一齐放
在钱塘江上。她还会叫来风神在各个方向吹，最终形成了大家所熟知
的钱塘东西南北潮。这可不是哪里都有的！

在农历八月十八这一天，神仙们会创造出多彩多样的钱塘潮，比
如有名的“一线潮”。当你还没有看见潮的影子，就先听到潮的声音
了。耳边传来的潮声不像和风细雨，而是轰隆隆的巨响。但江面依旧
风平浪静，静得像一块玻璃。响声越来越大，犹如擂起万面战鼓，震
耳欲聋。远处，雾蒙蒙的江面终于出现一条白线，迅速西移。再近一
些，白线变成了一堵水墙，逐渐升高。随着声响，这堵白墙迅速向前
推进，涌到眼前，有万马奔腾之势。

除了“一线潮”，神仙们还创造出了一种更为奇特的潮，那就是“十
字交叉潮”。这是风神搞的鬼，也是他最得意的杰作。他使东、南两
股潮水在杭州湾喇叭口的近喉部汇合，随后像一对兄弟一样交叉拥
抱，合二为一。“十字交叉潮”可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钱塘江也不一
定每年都有呢。

“神仙们”创造的钱塘江大潮很符合冲浪爱好者的胃口。每当有
大潮“来袭”时，他们就会拿着冲浪板，坐上快艇，来到潮前。据史书
记载，在宋朝，每逢八月十八观潮节，钱塘江口就会出现一批壮汉在
潮涌间奔跑跳跃。谁在潮头跳得越高，所得的奖金就越丰厚。这些人
被称为“弄潮儿”。

钱塘江大潮与亚马逊河、恒河的潮水并称为“世界三大潮涌”，同
为世界奇观。但是在我的心中，论潮涌的优美壮观，又有哪里的潮水
能与钱塘江大潮相媲美呢？

感动在身边
□作者：临海市外国语学校七（8）班 王悦凌
□指导老师：李达飞

我遇到过许多感动的事，而那一件事像冬日的一缕阳光，每时每刻都温
暖着我的心。

那是一个雨夜，我们正准备吃饭。我每顿饭都要喝饮料，但那一天家里
的饮料喝完了。外婆就问我想喝什么，她骑单车去超市买。等她回来时，桌
上的饭菜已经凉了。那一刻，看着她被雨淋湿的头发和衣服，我的眼眶湿润
了。原本甜滋滋的饮料喝到嘴里却变得苦涩，我的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外婆对我的疼爱是无微不至的。尤其在生活上，可以说是体贴入微，再
苦再累她都心甘情愿地付出。从小到大我都吃外婆做的饭，百吃不厌。因为
我挑食，她总是舍近求远地跑到中心菜场，买我喜欢的新鲜蔬菜。她还总是
不厌其烦地问我想吃什么，想方设法地换菜式、换花样。而我却不懂得感恩，
偶尔还被她问得厌烦，我真替自己觉得羞愧。

外婆的爱时时刻刻围绕在我的身边。很难发现，却又不难发现。当我怀
着一颗感恩之心时，就会发现外婆将她的爱默默融入了一粥一饭中。无所不
包，无处不在……

慢慢走 欣赏啊
□作者：永康市教师进修学校附中

八（3）班 卢芃翰
□指导老师：鄢杰伟

盼望着，盼望着，研学之行的脚步近
了。尽管天公不作美，但淅淅沥沥的雨
也阻挡不了我们放飞的心情。偶尔停下
沉重的脚步，有何不可啊！

从永康到兰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
程，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大家却一点儿也
不无聊。我和同伴们分享着零食、聊着
天、打着趣，一路欢声笑语。时而小声耳
语，时而高谈阔论，时而捧腹大笑……

到达目的地六洞山，我们踏上了山
间石径。“唉！我的鞋带散了。”一位同
学焦急地说。只见他退到一边，蹲下身，
开始手忙脚乱地系鞋带。雨透过树林缝
隙“噼噼啪啪”地打在青石阶上，也打在
这位同学的身上。突然，打在他身上的
雨点停下了。他奇怪地抬头，正对上一
双充满笑意的眼睛——另一位同学正撑
着伞，站在他的身旁。他感激地看了对
方一眼，说了声“谢谢”。雨还在下着，
却浇不灭同学间的友谊。偶尔停下来，
感受同学间浓浓的友情，真好！

我们沿着石径一步步往山上走。不
远的山峦上，大片大片的树丛像是打翻
了绿色的颜料桶，泼得满山遍野都是。
山间菜田中，一畦一畦的豌豆苗、番薯藤
早已将田地覆盖得一处不剩。细雨悄悄
地飘落，白雾萦绕着山腰，将一切笼罩在
辽阔静谧的群山中。我们呼吸着清新的
空气，欣赏着地下长河琳琅满目的钟乳
石、石笋、石幔，那种美妙不可言喻。偶
尔停下来，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
好！

雨越下越大，山洞深处的光线越来
越暗。地下长河边停靠着几艘小船，负
责摆渡远道而来的我们。借着昏暗的灯
光，约摸看清船尾坐着一位年长的大
叔。只见他穿着灰黑色的衣服，手里拿
着一根用来撑船的小木棍，脸上满是热
情的笑容。他一边麻利地招呼我们，叮
嘱我们注意安全。一边用手紧紧抓着岸
边，以免小船摇晃。我猜那是一双遍布
青筋、长满老茧的手。虽然乘船的时间
不长，但他热情地和我们拉起了家常，介
绍景点故事，并不断提醒我们注意安全、
小心头顶。我们心里满是说不出的感
动，好一位热心人！偶尔停下来，遇见这
样热心的陌生人，真好！

一趟研学之行让我想起阿尔卑斯山
上的那块标语牌，上面写着：“慢慢走，
欣赏啊！”很多时候，当我们朝着远方的
目标奔跑时，常常会错过许多沿途的风
景。在前进的道路上，偶尔停下来，拍拍
身上的尘土、抖抖鞋中的沙砾、看看自然
的美景、感受人间的真情。你会发现，生
活无限美好！

小竹勺
□作者：杭州市新登镇小福光校区

六（4）班 孙楚
□指导老师：邵燕飞

周末清晨，我在翻找东西时无意间翻到
一个用竹子编成的“小勺子”。这是儿时爷
爷为我编的，用来捉小蝌蚪。岁月在小竹勺
上留下了痕迹，使我不禁陷入了回忆。

记得儿时，每逢春回大地之际，我和妈
妈都会去小溪里捉小蝌蚪。柳枝飘荡的季
节，正是捉小蝌蚪的最佳时机。这时，妈妈
总会放下手中的工作，陪我一起到田间走
走。雨后的小泥路最惬意，踏在上面软软
的，我们在路上留下一串大脚印和一串小脚
印。有时它还会调皮地“吸”我的脚，别有一
番趣味。

阳光下，小溪边蹲着一大一小的身影，
我和妈妈正在捉小蝌蚪。一个个小黑脑袋
在溪水中游动，我拿着爷爷编的小竹勺，有
模有样地两眼紧盯小蝌蚪。不一会儿，我就
锁定了一个目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待
它游过来时，我赶紧挥动手中的小竹勺。谁
想，一只小蝌蚪也没捉到。倒是我栽了个跟
头，裤子湿了一半。

“捉小蝌蚪是有技巧的，可别心急！”妈
妈见了笑得合不拢嘴，一边说着一边给我做
起了示范，“首先你要静静地等着。等小蝌
蚪游过来了，你再轻轻往前一移，然后一
捞。看，这不就做到了吗？”我看了一眼目瞪
口呆，简直不敢相信，妈妈随便一捞竟捉到
了五六只。

于是，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捉起来。一次
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终于，功夫
不负有心人，果真捉到了许多小蝌蚪。我开
心地笑了，妈妈笑得比我还开心。溪水清澈
见底，我和妈妈开心地把脚丫子踩进溪水
里，那可真舒服。回家前，我们又把捉到的
小蝌蚪全部放生了，毕竟它们也要回自己的
家。夕阳下，我和妈妈欢快地走在田间小路
上，虽两手空空，却心满意足。

我从回忆中醒来，望着蓝天上的白云，
心想：童年可真美好啊。它像一条五彩的
河，从指间缓缓流过；它像一本精彩的书，记
录下美好而欢快的时光……时间，真希望你
能倒流！

▲石上花开
□ 作者：诸暨市店口镇湄池小学 郭佳莹

▲摇曳
□作者：金华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五（2）班 王汉子
□指导老师：宋孜

西湖的夏
□作者：杭州市采荷实验学校小学部

202班 韩子辰
□指导老师：刘畅

暑假的一天，阳光格外明媚。我路
过断桥的时候，被一大片荷花吸引了目
光。

远远望去，成片成片的荷叶簇拥在
一起，中间点缀着粉色的荷花，就像一条
条花被子。走近一看，一片片荷叶绿得
发亮，一朵朵荷花错落有致。一朵粉白
色的荷花尤其显眼，探着小脑袋，比其它
荷花都要高出一截。它的身后躲着一朵
粉红色的荷花，仿佛在和我们玩捉迷藏，
真是好看。

一阵微风吹过，荷花们随风摇摆，露
出了粉红色的花瓣。几只蜻蜓在荷花上
方盘旋着，让我不禁想起杨万里的诗句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此时，西湖里几条小鱼露出了小脑袋，它
们围着荷花四处张望，很是可爱。

我喜欢夏日的西湖，这样的美景看
得人心情舒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