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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一本书，它记载着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童年又是一支
笔，描绘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它是那么绚丽夺目，绚丽多姿。

我的童年快乐无忧。有一天，我独自在家，爸爸妈妈都去上班
了。我写完作业，不知该做点什么，于是心想，跳舞不错，但只有自
己玩没意思，如果来点刺激的就好了。我坐在沙发上，小眼珠转来
转去，一会儿挠挠头，一会儿踢踢腿，想来想去，我一拍脑袋，说：“穿
着老妈的鞋跳舞，这样就有新鲜刺激的感觉了。”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把鞋柜里的鞋全部翻了出来，该穿那一双
呢？我用自己的鞋和妈妈的鞋比了比，妈妈的鞋真大，我的鞋真
小。我又找了找，鞋太多了，花花绿绿的，我都看花了眼。最终，我
挑定了妈妈的一双墨绿色的鞋。

我穿上鞋，走来走去，手里还做着各种动作，哈哈，要是有人帮
我录像那一定很搞笑！走在客厅里，我把音乐的声音开得震耳欲
聋，我跳呀跳，心里别提多美了。一会儿，我来到卧室，把桌子上的
东西弄得东倒西歪，一会儿，又来到妈妈的房间，把床上弄得乱七
八糟。最后，我又来到阳台，把可爱的小仓鼠逗得在小屋里乱跑。

妈妈下班回来后，看到家门口乱七八糟的一堆鞋，气得脸都紫
了，狠狠地批了我一顿。没办法，我只好又把所有的鞋整整齐齐地
摆进鞋柜里，但我依然很开心。

童年偷着乐，我的童年多快乐。
郑州市九十二中五（4)班 李歆玥
辅导教师：王雪丽

现代是个新新社会：新见识、新思想、新方法、新语言、新思路……
在它们的影响下，我有了自己的新新童年。

新新童年之新沟通。
以往的沟通方式很单一，主要靠书信往来，但现在就大不一样了，

科技如此发达，新的沟通方式也接踵而来：QQ，MSN，电子邮箱……让
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我曾经因为手机闹出过一个麻烦。当时，我和好友正聊得
起劲，突然弹出一个对话框，请求加入第三方。我稀里糊涂地按
了确定，结果我的对话框上弹出一条红色消息：恭喜您中了苹果
手机，请到某网站填写信息，以便领奖。要是在大人看来，肯定
发现这是骗人的，可我当时就信以为真了，登录那个网站，填写
了档案，结果人家给我来了一句：请用您的手机发送您的 QQ 号
码至某服务号码。我偷偷拿来妈妈的手机，书写过后，短信便发
了出去。从这一刻开始，妈妈的手机便一直无法拨打电话，我也
无法登录 QQ 了。后来，妈妈去营业厅解了锁，多交了 50 块钱，
这样我的 QQ 和妈妈的手机才能用了。

新新童年之新方法。
家里的花“摸摸香”越长越壮了，

可是有一段时间，它的叶子有点发黄，
我便开始想办法改善这种状况。

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种植物喜
阴，不宜向阳……我便想：“摸摸香”会
不会也不喜欢阳光呢？试着把它转过
来会不会好一些呢？

我从第一天下午把“摸摸香”从向阳方向转成背阳方向后，一
直密切关注着它的变化。可第二天早上一起床，眼前的情景令我
大惊失色，“摸摸香”的茎竟然断了。原来，虽然“摸摸香”会扭身
术，可现在叶子的重量太重了，茎承受不了。哎，好心办坏事啊！

科技带给我们新新生活，也带给我新新童年。哦，愿我这有趣
的新新童年会更美丽！

郑州市郑飞小学六（1）班 谭怡宁
辅导教师：韩宏利

新新童年

童年偷着乐

最香的饺子
记得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我们查找一下饺子

的来历。
放学回到家，妈妈就赶紧帮我上网找资料，当我看见饺子图片

时，忍不住流下口水。我对妈妈说：“妈妈，我想吃饺子，还想学包
饺子。”妈妈爽快地回答：“好吧，周末你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一起
包饺子。”

星期天一大早，妈妈就和好了面、盘好了馅，我赶快把手洗干
净等待包饺子。擀面杖在妈妈的手中飞快地旋转着，一个个圆圆
的饺子皮就从妈妈手中诞生了。妈妈微笑着说：“我先包几个做个
示范，你可要认真看哦。”我嘴一撇：“这有何难？我不是常看你包
饺子嘛。”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了一个饺子皮开始包。

我小心翼翼地把馅放到皮上开始包饺子。谁知，我放的馅太
少了，包出来的不像饺子。妈妈笑着说：“这哪里是饺子啊，简直是两
张皮。”我吸取教训，包第二个时放了很多馅。谁知，我右边一捏，馅从
左边冒出来，我左边一捏，馅从右边冒出来，我两边都捏，馅从中间冒
出来，还喷到了我脸上一点。妈妈和我哈哈大笑，弄得我手忙脚乱。
妈妈意味深长地说：“看着容易做起来难哪！”我虚心向妈妈请教，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包成了一个像样的饺子，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饺子熟了，一碗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我迫不及待地吃了一个
亲手包的饺子，啊，真香啊！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饺子……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二小学四（4）班 江文慧
辅导教师：董旭

那时我真笨
在成长的历程中，发生过许许多多有趣的事，就像沙滩上的贝

壳，数也数不完，其中一件“烤竹笋”的事使我记忆犹新。
那年我7岁，一天，我和小伙伴们一起逛街。在一家饭店里，我

看见一位师傅正在用嫩绿的竹笋做菜，竹笋上面尖尖的，下面不太
大，有点“圆”。我想：那不是竹笋吗？我家后院可多了！于是，我
和小伙伴们商量一下，拿上一把刀，带上几根铁丝和一些盐、辣椒，
就直奔我家后院的竹林。

“工作”开始了，一个小伙伴用刀向嫩竹砍了几下，我们留下竹
尖，洗干净后，把它们拴在铁丝上涂上辣椒、油和盐。然后，又捡了
一堆干枯的竹叶、树枝来到一块空地上，生火烤了起来。不一会
儿，一阵清香扑鼻而来，我以为烤熟了，迫不及待地拿了一串竹笋，

可刚一碰到嘴皮，我就被烫得直嘘气。“还得凉一会儿！”话音未落，
只听“嘣”的一声，另一个小伙伴的牙齿被竹子硌掉了，疼得他“哇
哇”直哭。难道都这么硬？我又拿起一串吃了起来，可是除了咸和
辣味，竹子怎么咬也咬不动。我们直抱怨，可也想不通：为何那些
人就能咬动竹笋呢？难道他们长了“铁齿铜牙”不成？

正纳闷，妈妈回来了。看到我们一脸窘相，就询问起缘由来，
我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饭店里用的是竹笋，
而你们用的是嫩竹子……”

唉！你们说，那时的我到底笨不笨呢？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语小学六（2）班 李秋霞
辅导教师：姚辉

姥爷的三轮车
我的姥爷年近七旬，满头白发，一脸慈祥

的微笑。他总喜欢骑着他那辆凤凰牌的三
轮车，带着别人一起外出。如果你不坐他的
三轮车，他会一脸的不高兴，你看他多像个
老小孩呀！

自从我转学后，家人接送我上学就成了
一大难题。正在大家绞尽脑汁时，姥爷自告
奋勇地说：“让我来吧！”可是，家人不同意。
姥姥说：“你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有病，你
别送了吧！”可姥爷的倔脾气上来了，非要送。

姥爷对这项工作十分尽职，他每天早晨
早早地骑着三轮车，来到我家，在窗外快乐地
按着他车上的喇叭。我飞快地跑出家门，跳
上了姥爷的三轮车。姥爷笑呵呵地说：“早饭
吃好没？”“吃好了！”我高兴地回答。出发了，
一阵阵寒风吹乱了姥爷花白的头发，吹红了
姥爷的耳朵，但他依然很快乐。

放学了，学校门口车水马龙。我和同学
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校门，我左顾右盼，心
想：姥爷在哪儿呢？当人群渐渐散开，我发现
校门口东北角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一
辆三轮车上，弓着背，任由寒风吹起蓝布外套
的衣角，他正是我的姥爷呀！“姥爷！”我大叫
道。姥爷回过头，看见了我，乐呵呵地把我身
上背的书包拿下来，递给我一条毛毯，说：“别
冻着！”我搭上毛毯，温暖了许多。姥爷用他
那冰冷的手抚摸着我的头。不一会儿，姥爷
快乐地骑上车带着我上路了，有时还不停地
按着喇叭。

从此，姥爷、三轮车和我成了上学放学路
上的一道风景线。我和姥爷的笑声，还有三
轮车的喇叭声，汇成了一首爱的歌曲，你们听
见了吗？

郑州市陇西小学四年级(2)班 赵启玥
辅导教师：郭英

成长感悟
这几天刚学完《诺贝尔》这一课，文中讲

述了著名的瑞典科学家诺贝尔在发明炸药
的过程中，历经了失败和痛苦，但他毫不气
馁，决不放弃自己的追求，直至成功，而诺
贝尔奖则是根据诺贝尔的遗嘱，以其名义
和遗产设立的国际大奖。

我被诺贝尔为科学而投入、为科学而“疯
狂”的精神所感染。在小学校园里幸福生活
的我们，曾为了一道稍难一点的数学题就选
择放弃，不去探索，等着现成的答案；在生活
中遇到难题，我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
过。而那些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的诺贝
尔奖得主呢？一些小小的、毫不起眼的问题
却被他们细心地捕捉到了，几天几夜不合眼
去寻求答案，像当年诺贝尔发明炸药那样，几
百次的实验才能让他们取得成功，就是这种
目标坚定、持之以恒、永不放弃的精神，才成
就了他们的成功。

明天，成功的路上期待着我们的足迹，
请记住这样一句话：目标专一而不三心二
意，持之以恒而不半途而废，只有这样才能
实现美好的理想……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五（2）班
范清扬 辅导教师：张春月

从小我就对美食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印象最深、最有趣的事
是在幼儿园吃饺子。

我之所以上这个幼儿园，主要是因为听别人说这儿的伙食好，
去了以后，果然名不虚传。幼儿园的“名吃”像饺子、卤鸡心等好吃
的东西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每天早上去幼儿园，同学们一见面就会猜测中午吃什么，每当
听到老师说中午要吃饺子时，小朋友们顿时一个个两眼放光，齐声
欢呼。中午开饭老师发饺子时，同学们个个坐得笔直，想让老师多
发点。老师按次序把饺子发给每一桌的同学，盛在碗里的饺子，一
个个又白又胖，像一个个小耳朵，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得到饺子
的同学迫不及待地开始狼吞虎咽，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把碗里
的饺子“扫荡”干净了。等老师发到最后一桌时，第一桌的同学已

经吃完一碗了，他们争先恐后地跑来找老师要第二碗。得到第二
碗饺子的同学一个个得意洋洋地捧着碗，用眼睛瞟着吃第一碗饺
子的同学，然后兴高采烈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埋头苦干”。

对于美食，我当然也不甘示弱，把肚子吃得滚滚圆。紧张的吃
饺子战斗结束了，有的同学眉开眼笑，舒舒服服地打着饱嗝；有的
同学拍拍肚子，心满意足地说：“肚子啊肚子，让你享福了，吃这么
好的东西。”还有的同学直奔厕所，最没出息的还要数肚子疼得躺
在床上直打滚的同学了。每当这时，老师总会又好笑又好气地对
我们说：“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吃成这样，吃饭吃饱就行了，非撑成
这个样子……”

幼儿园的饺子，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美食！
河南省实验中学初一（６）班 刘毅然

难以忘怀的美食

由本报与郑州实验名师·童化作文培训
学校联合举办的“童化杯·记录童年”征文大
赛现已正式启动！参加征文大赛的所有文稿
都必须是符合童年主题的原创作品，采用电
子文本的形式，通过网络进行投稿，字数在
800字以内。投稿方式是发送文稿至电子邮箱
（zzwbcy ＠ 126.com）或（ZZTHZW@126.
com）。参赛作品注明作者姓名、所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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