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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中的秘密
感恩是给予；感恩是报得三春晖；感恩

是小乌鸦衔食喂年迈的妈妈……
我记得小时候吃饭，姥姥给我做什么，

我就吃什么，非常听话。有一次吃饭的时
候，我一屁股坐到了平常姥姥坐的位子上，
端起饭碗就开始吃了起来。刚吃了几口，
姥姥从厨房走了出来，满脸惊讶地说：“然
然，你怎么吃起我的饭了？”我一听觉得很
委屈，就撅起嘴巴生气地对姥姥说：“哪一
碗不一样嘛！姥姥真小气！”说着，我起身
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端起自己的饭碗吃
了起来。

吃着吃着，我发现我的碗里饭菜比姥
姥的要丰盛许多，有很多都是我爱吃的美
味佳肴。我庆幸自己赌气时把位子换回
来了，还小声嘀咕道：“姥姥，真傻。”

渐渐地我长大了，爸爸让我学着端

碗。那天是姥姥盛饭，姥姥递给我第一
碗的时候，还特地叮嘱我说：“乖乖，这
是你的碗。”我知道这碗里一定有好吃
的，我机灵地把碗端到姥姥坐的地方。
我呢，吃的则是第二碗。吃饭的时候，
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津津有味地吃
着……

以后，只要是我端碗，我每次都和姥姥
进行“换碗”，这个秘密姥姥至今还不知道
呢。

现在，爸爸还有意让我学习盛饭，按规
矩第一碗准是姥姥的。碗里也有秘密呦，
在那里面，我还会放入一些姥姥喜欢吃的
东西。

碗中的秘密使我学会了感恩！
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四（2）

班 邱博然 辅导教师：孙栓红

曾经在一个蒙蒙细雨的夜晚，我望着窗
外那若隐若现的雨滴，突然好奇地问起已经
离婚的妈妈：“妈妈，我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呀？”

屋里这会儿静极了，我下意识地吐吐舌
头，是不是不该问这个问题？妈妈沉思了一
下，很平静地说：“他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
人，不太安于现状，心里的想法太多。”我心
里泛起了嘀咕，为什么妈妈会这么说呢？
是不是我惹她生气了？ 我忍不住又问了
一个问题：“妈妈，你为什么和爸爸离婚了
呀？”

妈妈漫不经心地回答道：“他又遇到了更
爱自己的人了，我就放手，让他去追求自己的
心了。”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我想安慰妈妈，但是
没有想好该怎么说，我害怕妈妈因此失态伤
心，所以我一直不敢说什么安慰的话。就这
么悄悄地过去了一段时间，直到后来有一次
我发烧时，我才断断续续地说了：“妈妈，《哈
佛家训》有一篇文章《天使之爱》，我把书签夹
好了，你看看。”没多久，我就睡熟了，梦中我
一直在想象是怎样的一个女人比我妈还值得
去爱……

慢慢地，我从睡梦中醒来，妈妈正在床
边低着头伤心，可能是我惊动了她，她抬起
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要和我谈谈。她说：

“爱是一种需要空间才能生长的植物，双方
都注入了自己的感情，爱才能有营养，爱才
会健康；如果用强迫的方式禁锢它，只能是

相互的折磨，只能让它窒息、死亡和毁灭，这
样的话不如放爱一条生路，真正的爱是宽容
的。妈妈不想离婚这件事影响你，我们都是
爱你的……”

听到这儿，我也跟着伤心，实在忍不住放
声大哭起来，假如他们不爱我，我心里是最不
能接受的。我想感受一下父爱那张安全网，
可是他已经离我远去了，但是我还能体会到
阳光笼罩着我，妈妈最爱我，给予我最大的能
量，使我安康。

父爱离我远去了，可是天下最深厚的
爱仍在照耀着我，教会我爱就是原谅和放
手……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二小五（4）班 何湘龙
辅导教师：余彬

我家住的小区中，有一个人工湖，里
面养着许多可爱的小鱼。

夏天时，湖的西面生长着许多荷叶，
像一个个绿色的大圆盘，岸边还有几棵
垂柳，柳枝仿佛就是姑娘的辫子随风飘
动。湖中有许多活泼可爱的鱼，有鲫鱼、
鲤鱼、金鱼；鱼的颜色五彩缤纷，红的、白
的、黄的……有的鱼扭来扭去，没头没脑
地找东西吃，有的在嬉戏，有的来了个鲤
鱼跳龙门，跃出水面像是在给我们表演
杂技，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每天中午放
学，我都会路过这个人工湖，来欣赏这些
鱼，并喂给它们一些食物。

在春天时，鱼儿们都从水底下钻出
来，游个不停，接受着阳光的抚摸。就在
今年春天，我发现了一条浑身白白的鱼，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它长得十分美
丽，小朋友们喂食物时，这只小鱼总是不
紧不慢地游过去，当它过去时，所有的小
鱼都为它让道，仿佛这只小鱼是一位公
主，楚楚动人。每一天，鱼儿们都是成群
结队地游泳，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和湖
水都闪着金光，美极了！

小鱼睡觉时是睁着眼睛的，因为鱼
并没有眼皮，它们合不上眼睛。有的人
可能认为，小鱼是没有牙齿的，其实，小
鱼是有牙齿的。记得有一次，我给小鱼喂
了一块石子大的饼干，它们马上就围了起
来，你碰一下，它碰一下，一会儿的工夫，
饼干便被吃完了。这是为什么呢？我问
爸爸妈妈，他们告诉我，鱼是有牙齿的，只
不过，它们的牙齿很小，人们是看不到的，
只有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呢！

郑州经开区朝凤路小学五（1）班
宁珂 辅导教师：翟振国

五一节，我们回到了老家。
那里刚下过一场暴风雨，院中树上的鸟巢

被风吹落了，有一只刚刚破壳的小鸟在地上拼
命地叫着，它好像在说：“妈妈，我的妈妈呢，我
的家呢？”

我决定重新为小鸟安个家，并把这件事告
诉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欣然同意。我们找来
了木板、锯、锤子和钉子，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
我先锯了几块一尺见方的木板，再把这几块木
板钉在一起，又在一块木板上挖了一个圆圆的
洞，一座精美的鸟窝就做好了，我们又在鸟窝里
面放入一些稻草，把小鸟轻轻地放了进去。

爸爸搬来了梯子，我提着鸟笼爬上树，把鸟
笼牢牢地固定在树杈上，我和小鸟挥手再见。

我从树上下来，看到两只大鸟也飞了进去，
它们喳喳地叫着，好像在
说：“谢谢了，谢谢了！”今天
我真高兴，因为我给小鸟安
了家。

河南省实验小学五(8)
班 薛飞 辅导教师：翟兰玉

“别说了行不行?”我用极低的声音
苦苦哀求同桌。“不行！”同桌却用坚定
的语气回答我。最近，我换了新同桌，和
这位“调皮大王”坐同桌，我是一百个不
愿意。

这几天，我又给他起了个绰号“苍蝇
大王”。这天我正在认真地听课，他的嘴
又闲不住了，一会儿跟左边的同学说说，
一会儿又给右边的同学说说，不过人家都
没搭理他。我想这下他该没招了吧，错
了！他还是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地小

声说个不停，跟苍蝇似的“嗡嗡”地叫着，
烦死了。正好这时老师说到“方程的解”
四个字，没想到头脑不清的他张口就说：

“方程他姐，那方程他妈去哪儿了？”弄得
周围的同学哄堂大笑。一会儿，老师又说
到“方程的值就是方程的解”，他居然说：

“原来方程他侄和方程一个姐啊！”你说烦
人不烦人？

不过同桌虽然爱说话，但是也有优点
——乐于助人。一天下午，老师让大家都
准备一根红笔，可我忘买了，下午老师让用

的时候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同桌
见了二话没说就把他的那支笔借给了我，
我说：“你把你的给了我，那你用什么呀？”
只见他笑了笑，打开了书包，“啊，好多支红
笔呀！这是怎么回事？”我问。“我想如果有
人忘了带红笔，我就可以借给他。”他忙答
道。

这就是我的同桌，一个调皮又善良的
同桌。

郑州高新区百炉屯小学五年级 李珍
辅导教师：王洋

小鸟安家

赏鱼

夜深了，我依旧坐在灯光下,写着作业。
进入初中了，但新一轮的生活让我很

不适应：老师的讲课方式、新课程的数量、
考试的次数、作业的多少……都与小学生
活大不相同。这种紧张的学习气氛，有时
简直让我心烦意乱，作业写到一半了，看看
桌子上的钟表，真想把笔一扔，大睡一觉。
但我是学生，学习是我应该做的“分内事”，
所以我心一横，仍旧继续开始我的“学习之
旅”……

不过呢，习惯成自然，我逐渐爱上了初

中生活。初中的学习增加了许多有趣的课
程，我学到了许多小学时学不到的知识：生
物课上，我认识了人体中“可爱的小家伙
儿”——细胞，并进一步了解了它们；地理
课上，我遨游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了解了世
界各地的分布与文化；政治课上，我学会了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历史课
上，我知道了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以及“滚
滚长江东逝去”的人类历史沧桑。啊，有趣
极了！

在初中的校园里，我结识了许许多多

的好朋友：他们有的语文好、有的打球棒、
有的作文妙；有的整天嘻嘻哈哈，无忧无虑
似小鸟；有的沉静如水，总是一副若有所思
的样子，在他们身上，总会迸发出几许耀眼
的光芒。试想，有这么一群“光芒”四射的
同学在身边照耀，我们的初中生活哪能不
精彩！

苦乐交织的初中生活，好似一块巧克
力，或苦或甜，我们都要去品尝……

郑州市第五十一中学七年级(10)班
陈思遥

初中印象

学校又开学了，老师们既高兴又发愁，高兴
的是又可以见到学生们了，发愁的是学校一开
学，学生就多了，调皮捣蛋的学生就会随处乱丢
垃圾，打扫起来真是费时费力啊。

你一定会想，用机器人来帮忙呀！对，由于
科技的不断发展，科学家已经发明出会干活的
机器人了，有很多人工不能完成的工作，基本上
都得用机器人来完成。

可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机器人在空间小
的地方干活是没有问题，可校园这么大，到处都
可能会有垃圾，机器人清扫一个地方后没电了
怎么办？总不可能让它拖着长长的电线在校园
里到处跑吧，这样既不安全，又非常麻烦。用电
池吗？算了吧，电池对于这么庞大的机器人群
体来说，作用太小了，而且换电池也很麻烦。

那么可不可以让机器人自己充电呢？科学
家正在研究这样的机器人——它们只要“吃”空
气就行了。如果机器人体内装了特殊的零食，
就可以把“吃”进去的空气转化成水一样的液
体，再把这种液体转化为能量，这样机器人又可
以接着工作了。

有了这种“吃”空气的机器人，老师们就轻
松多了，只要坐在屋子里指挥它们就行了。嘻
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吃”空气机器
人一定会有的！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三
（4）班 冉修平 辅导教师：黄惠芳

吃空气的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