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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兔赛跑》故事新编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五年级（6）班 古安迪

小兔子上一次和乌龟赛跑输了，一
直都很不开心，森林里的小动物也总是
嘲笑它。这让骄傲的小兔子觉得很丢
脸，一直想着赢回来。

这天，小兔子又听见动物们在议
论那天的比赛，生气极了，心想：“要不
是那天我大意，怎么会把冠军拱手让
人呢？不行，我得找乌龟再比一场，赢

回我的荣誉！”于是，小兔子主动找小
乌龟说：“上次只是我大意了，这次我
不会再失误了，敢再和我比一次吗？”
乌龟见兔子这么嚣张跋扈，不假思索
就答应了。

第二天，森林里的好多小动物都
来了，大家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谁是这
次的冠军。随着大象爷爷的一声哨

响，比赛开始了，这一次小兔子铆足了
劲，一上场就开始奋力跑，不一会儿就
消失不见了。乌龟虽然也在加足马力
向前跑，但还是差了一大截，正在它努
力追赶的时候，旁边传来了求救的声
音，原来是几只没学会游泳的小鸭子
落进了池塘。小乌龟想都没想就跳进
池塘开始救小鸭子，它把小鸭子放在

自己的龟壳上，一只一只地驮到岸边，然
后带着一身水继续比赛。

果然，这次小兔子是冠军。大家都
在祝贺小兔子，这时小乌龟和小鸭子们
才赶来，小鸭子说了刚才的事，大家听
后纷纷给小乌龟鼓掌。看到这一幕，小
兔子默默放下手中的奖杯，低着头离开
了。

“仙女”老师
延安育英中学附属小学五年级（2）班 张舒涵

有的人喜欢“风”一般的数学老师，有
的人喜欢爱讲话的体育老师，而我不一样，
我喜欢像“仙女”一般的语文老师。

俗语说，一位好老师，胜过万卷书。老
师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指
引我的方向，老师就像一名园丁，辛勤耕
耘，毫无保留地将知识的养料给予我们。
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宋老师，就是这样
一位好老师。

我的语文老师被我称为“仙女”老师，
是因为她不仅温柔大方，而且还很幽默。
她每次在我上台演讲的时候都会给我一
个甜甜的微笑，让我更加自信。而且她上
课很爱讲笑话，所以我们还给她取了个绰

号叫“笑话大王”。有一次，我的“仙女”老
师居然大方地请我们全班喝了一次奶茶，而
且特意挑了一节语文课让我们边看电影边
喝奶茶，并且把我们所有开心的时刻记录下
来给我们看。就在那时我深深地喜欢上了
我的“仙女”老师，她从一年级陪伴我们到五
年级。

从我认识“仙女”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
她是世界上最美丽、大方、全能、聪明的老
师。

在我心中，宋老师不仅引导我们走向知
识的殿堂，还教会我们如何做人。我喜欢宋
老师，感激宋老师，她是我们心中最美丽、最
伟大的老师。 （指导老师 宋从霞）

我有一位老师，她姓薛，名采言，
她是我们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
任。她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戴着
一副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她的
眉毛浓浓的，眼睛炯炯有神，她常常
讲一些简单易懂的故事，告诉我们应
该怎样学习。

薛老师性格非常温和，她对每位
同学都很公平，不会因为学习一般而
对他爱答不理，也不会因为学习好而
特殊关注。

有时候，薛老师对我们非常严
厉。记得有一次，她要求我们背一
篇课文，过一会她要抽考。转眼间，

抽考时间到了，她抽考了背诵，有一
位同学不会，薛老师就不辞辛苦地
考了他很多次，最终功夫不负有心
人，那位同学熟练背完了整篇课文。

我觉得薛老师像一盏灯，照亮了
我前进的道路；薛老师就像阳光，温
暖着我们这些小树苗；薛老师又像蜡
烛，无私地点燃自己，照亮了大家。

不论老师是温柔的，还是严厉
的，她都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因为是
她，把无知的我变成一个懂事的少
年；是她，每天教授我们知识，助力我
们健康成长。真心感谢薛老师！

（指导老师 薛采言）

我最尊敬的老师
延安实验小学五年级（14）班 郭宇航

人为什么要读书？这是中国学生
乃至教育者都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读
书不一定能前程似锦，功成名就，但至
少可以让你出言有尺，嬉闹有度，说话
有德，做事有余。读书不是为了一纸文
凭，也不是为了一夜暴富，而是为了成
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
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
处变不惊的内心，让你在未来能独自度
过那些漫长幽暗的岁月，而不怨天尤
人。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
时，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

关于这一话题，又衍生出了如何
读书的问题，对此，我有以下几条建议
想和大家分享：

首先，读书要确定类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同样，读书

也是一种兴趣，需要培养。在这个大

语文时代，知识量要求高，如果从一开
始就选择了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书种，
则读书就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这样，
读书会显得毫无意义，因为你并不想
一开始就获取自己不想要的知识。所
以，确定书的类别格外重要。

拿数学王子高斯举例，高斯从小
就对数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他
毫不犹豫地进入了一所数学学院学
习，这说明他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读书
类型。当他进入大学后，对数学进行
更深层的研究时，他发现许多文献都
是外语，为了自己的事业，高斯努力地
学习多门外语，顺利度过了瓶颈。

这说明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去
学习，也会为其他知识的学习提供更
大的动力！

其次，读书要注重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
有了这句指导思想后，中国的“实践大
计”蓬勃发展起来。学生也是一样，应
有真正的“格物”和“致知”精神。“格
物”指观察事物的本质特征，“致知”指
从观察中获得知识。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曾
发表过一次《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的演
讲，其中就指出：中国学生重理论而轻
实践，注重思维而不愿动手！这其实
就是为什么中国学生读书读得很好，
每次考试都得近满分，而让他们做研
究时，却不知所措！可见实践是读书
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可以促进你
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

希望我们在读书时都能够选择自
己感兴趣的书，并且重视实践，打开思
想闸门，让书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读书之我见
新区第一中学初三（1）班 刘起良

北京
安塞区第一小学四年级（6）班 张彭超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魅力充
满朝气……”听到这里，你们一定已经知道我要推荐
的地方了吧！那就是我们的首都——北京。

北京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比如天安门广场、故
宫、万里长城、颐和园……

首先，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一座座中国奇迹巍
然屹立，这里有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有巍峨的人民英
雄纪念碑，有庄严肃穆的毛主席纪念堂，还有宏伟的
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广场上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人流如织，繁花似锦。

过了金水桥就能走进古老的北京故宫，它有
庄严的城门，高大的城墙，宏伟的宫殿，美丽的花
园……各种景物和建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幅

雄伟壮丽的画卷，看过的人无不赞叹。
北京还有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万里长城。登

上长城后，放眼望去，它像一条巨龙在崇山峻岭之间
蜿蜒盘旋，可壮观了。

颐和园就更美了，它是一座优美的古代皇家园
林，园内的主要景点有：长廊、昆明湖、佛香阁、十七
孔桥等，每个景点都有其独特的风貌和历史背景。

北京不光好玩的地方多，好吃的也特别多。有
肥而不腻的北京烤鸭，有香浓可口的炸酱面，有软糯
香甜的驴打滚……

怎么样，听了我的介绍你是不是很心动呢？那
还等什么，赶快去看看吧！

（指导老师 王妮）

夏天，以其鲜明的色彩和热烈的气息，给人们
带来了无尽的惊喜和欢乐。从蓝天白云到繁花似
锦，从炽热阳光到清凉溪流，夏天的每一个元素都
充满了生命力和活力，而其中，夏天的雨最让我心
动。

黎明时分，旭日东升，天边被火红的霞光点着
了，燃起了紫红色的熊熊大火。云层像彩锦似的
环绕在太阳身旁，像是要给太阳穿上耀眼的旗
袍。早晨到来了！孩子们迎着金色的朝阳，背着
书包，蹦蹦跳跳地向校园奔去，地面上洒满了金色
的阳光，像是一个大富翁将金币撒在了地上。

慢慢地，太阳像是害羞似的，悄悄地躲进了云
层，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马上就狂风大作。不知何
时，一大片一大片的乌云像赶集似的聚拢在一
起。霎时间，天地一片黑暗，一道刺眼的闪电从天
空划过，像是把天空划开了一道大口子，紧接着

“轰隆隆”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在空中炸开，天空
响了一会儿闷雷后，空中便下起了雨，逐渐笼罩在
了天地间。不一会儿，雨越下越大，雨滴也像一颗
颗珍珠，从天上洋洋洒洒地倾泻下来，天地间就像
挂着一幅无比宽大的巨帘。大自然也开始了它的
演奏，那声音，美妙极了，“叮叮”，落在屋瓦上，

“咚咚”，洒在玻璃上，“沙沙”，飘到了大树上，这
几种美妙的声音汇合在一起，简直可以与交响乐
媲美！

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许久，终于渐渐消停，这场
夏雨仿佛耗尽了它全部的精力，阳光，悄悄地从云
层中探出头来，洒下一片金黄。它不再那么炙热，
而是带着一丝温柔，宛如恋人的轻抚，给人带来宁
静与安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这是大自
然最纯粹的馈赠，让人心旷神怡。

山川在雨后显得更加青翠，仿佛披上了一层
轻纱。它们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仿佛是大地的守
护者。河流在雨后也变得更加清澈丰盈，水面上
泛着微微的光泽，仿佛在诉说着它们的喜悦。树
木则在雨后显得更加富有生机，绿叶上的水珠在
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宝
石。

雨后的世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人们纷纷
走出家门，享受着这难得的清新与宁静。他们或
漫步在公园的小径上，或坐在河边垂钓，或躺在草
地上仰望蓝天。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仿佛在与大自然进行着最亲密的交流。

夏日的这份美好，让我们在喧嚣的城市中找
到了片刻的宁静与慰藉，我期待着下一次雨的到
来，期待着它带来的清新和美好。

（指导老师 韩笑）

金秋十月，天空瓦蓝瓦蓝的，洁净得像一块刚
洗过的蓝宝石，“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
霄。”秋光温馨恬静，秋风和煦轻柔，在这丰收的
季节，我回到了老家帮奶奶收割玉米。

奶奶正值花甲岁月，但和其他同龄人不同。
她十分热爱生活，经常在院子里栽栽花、种种草，
闲暇之余更喜欢读书看报。她说要紧跟时代潮
流，不能落伍。

吃过午饭后，奶奶背着竹篓，拿着镰刀，我拉
着奶奶那长满老茧的手，哼着轻快的小曲。不一
会儿就到了金黄的田野。我望着这无边无垠的玉
米地，不禁感叹：“好大一片啊！这得干到什么时
候!”奶奶抚摸着我的头说：“没关系，这不着急，赶
在这几天收割完就行。”奶奶一边娴熟地割着玉米
秆，一边教我割玉米的方法：奶奶在前面割玉米
秆，我在后面把玉米秆上的玉米割下来。我吃力
地举起镰刀，镰刀仿佛有千斤重，我的手缓缓落
下，连一个玉米也没割下来，我便直接上手掰，可
是忙活了半天却只扯下来几根毛，奶奶看到后，连
忙放下手中的镰刀，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干任
何事情不要追求速度，欲速则不达，我们要的是效
率！”我点点头，浑身充满干劲儿，像一台不知疲
倦的机器一样收割着。于是赶在傍晚前收割了三
分之一的玉米，殊不知，豆大的汗珠早已浸湿了我
的衣服……

待太阳藏在山后，泛出微微暮光之时，我背
着竹篓拉起奶奶的手，走在被余晖映射的林荫小
道上，最终满载而归。风悠悠地吹，吹动了我的
心绪——我们作为农民后代知道何为劳动，何为
坚韧，那也是我必须走的路。

（指导老师 韩艳重）

我的班主任，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胳膊，还
有一对顺风耳，乍一听是不是很怪？有这样一
位老师整天与你在一起，不知你会怎么想？

一说到大眼睛，有人就奇怪了，到底是多大
的眼睛？其实说他眼睛大是有原因的。有一次
上班主任的语文课，一整节课，大家都听得津津
有味，可临下课时有些同学还是等不及了，悄悄
和别人说话，做起了小动作。这一幕可全都落
在了语文老师的眼里。他转过身用那双严厉的
眼睛盯着大家，大家瞬间觉得浑身一颤，都不敢
说话了。可有一个同学居然还在低头玩笔。老
师走到他的身边，那名同学抬起了头，看见老师
严厉的目光，立刻坐得端端正正。这时，老师的
目光柔和了一些，他又扫视了大家一眼：“没关
系，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你说这眼睛是不是很

“大”呢？
班主任胳膊也很“长”。他除了上自己的课

会严厉地教育我们，就连数学课、英语课等，他
都会悄悄地站到窗外，伸出他的胳膊拉开窗子，

拨开窗帘，露出一条缝，用那双大大的眼睛扫描
教室。只要发现有人说话，他就会严厉地批评
那个同学。因此，好多人在私底下说：“班主任
的胳膊可真长呀！”

他呀，还有一对顺风耳和一个大嘴巴。无
论是多么小的声音，他都能听到，而且还知道谁
发出来的，颇有听声辨位的感觉。他爱说大话，
记得他刚当我们班主任时笑着说：“我一定会改
变你们的纪律的！”我们不以为然：改变我们？
不可能的事，什么课堂上我们不敢说话？什么
课堂上那几个刺儿头不得弄出点动静？就连最
严肃的数学课上，也有人敢打瞌睡、玩玩具，这
岂是轻易能改变得了的？可是仅仅半年时间，
这大话竟然成真了，再也没有人敢在任何课堂
上做与上课无关的事情了。这下，大家都不得不
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就是我的班主任常老师，他是不是很
“怪”呢？不过，我们都喜欢他！

（指导老师 常刘杰）

我的“怪”老师
洛川县东关小学五年级（4）班 刘佳欣

劳动之美
延安市实验中学初二（9）班 樊一茁

夏雨即景
延安枣园小学五年级（2）班 张新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