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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小作者很害怕打针，修改后的文章思路比原文更加流畅了，同时增加了一些细节描
写，细节描写更加突出了作者对打针的恐惧。小作者可以对照原文和修改后的文章，反复揣
摩，希望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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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

打针记
太阳宫小学 四（3）班 龙嘉馨 证号：21040135591

修改前

打针记
太阳宫小学四（3）班 龙嘉馨 证号：21040135591

刘爱芳

株洲世纪星实验学校小学语文老师，
爱岗敬业，喜欢挑战自我，勇于开拓创
新。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

“什么？3到11岁的小孩子也要打新冠疫
苗！”听到罗老师在课堂上宣布这个消息，我
惊讶不已，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了。从小到
大我最怕打针，只希望这一天慢一点到来。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有的同学镇定自
若，说“不就是打个针吗？搞得像上战场一
样”；有的同学像我一样忐忑不安，不知如何
是好，只感觉身体在微微发抖。在罗老师的
带领下，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跟着整齐的队伍
来到了学校里的多功能大厅。

大厅里一切那么井然有序，门口有问询
处，大厅中央有几个注射区，旁边是留观区。
听到老师喊我的名字，我的心中怦怦直跳的

“小兔子”使我的脸发红，这时旁边的老师一
边对我说：“不用怕，老师在。”一边帮我把衣

袖往上拉。我终于看到那可怕的长针，约一
指长，尖细的针头上带着寒光。看着护士往
针筒里吸入疫苗的液体，然后把棉签搭在我
的左手上。老师让我紧紧闭上眼睛。我感觉
针头在慢慢接近我，一丝刺痛打断了我的想
象……心中的“小兔子”变成了一只“小蚂蚁”
在我胳膊上轻轻地咬了一小口。这时老师
说：“好了！”我如释重负地走到了留观区，30
分钟的留观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打完针回到教室，罗老师对我们说：“我
们要感谢我们强大的祖国，让新冠疫苗在我
身体里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墙，但是我们
还是要做好防护措施。保护自己，就是保护
他人。”这次在学校里打疫苗让我终生难忘。

“什么？3到11岁的小孩子也要打新冠疫
苗！”听到罗老师在课堂上宣布这个消息，我
惊讶不已，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了。从小到
大我最怕打针，只希望这一天慢一点到来。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那是星期一的早
上，我吃完早餐后早早来到学校，看到学校多
功能厅戒备森严，一辆急救车停在大厅门口，
一个个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陆续进入大厅，
各就各位，严阵以待。看着这“恐怖”的场面，
有的同学镇定自若，说“不就是打个针吗？搞
得像上战场一样”；有的同学像我一样忐忑不
安，不知如何是好，只感觉身体在微微发抖。
在罗老师的带领下，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跟着
整齐的队伍来到了学校的多功能大厅。

大厅里一切那么井然有序，门口有问询
处，大厅中央有几个注射区，旁边是留观区。
听到老师喊我的名字，我的心中像揣着一只兔

子一样怦怦直跳，这时旁边的老师一边对我
说：“不用怕，有老师在。”一边帮我把衣袖往上
拉。我终于看到那可怕的长针，约一指长，尖
细的针头上带着寒光。看着护士往针筒里吸
入疫苗的液体，然后推了一下针筒，排出里面
的空气。只见她把棉签搭在我的左手上，我的
身体不由得颤抖了一下。老师让我紧紧闭上眼
睛、放松心情。我感觉针头在慢慢接近我，一丝
刺痛打断了我的想象……心中的“小兔子”变成
了一只“小蚂蚁”在我胳膊上轻轻地咬了一小
口。这时老师说：“好了！”我如释重负地走到了
留观区，30分钟的留观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打完针回到教室，罗老师对我们说：“我
们要感谢我们强大的祖国，让新冠疫苗在我
身体里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墙，但是我们
还是要做好防护措施。保护自己，就是保护
他人。”这次在学校里打疫苗让我终生难忘。

第一次街头采访
天元小学1907班 雷时予 证号：21040251166

今天是国庆节，我满怀欢喜地来到了株洲日报社，
参加校园记者街头采访活动。

报社彭老师把我们分成了3个小组，并告诉了我们
采访主题和一些采访要求。我们来到附近的步步高超
市，这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我心里直打鼓，不敢上前
采访。

这时，我看见一位送外卖的叔叔向我走来，我鼓起
勇气跑过去对叔叔说：“叔叔您好！我是株洲日报校园
记者雷时予，请问我能采访一下您吗？”叔叔和蔼地说：

“好啊！”“叔叔，请问您国庆小长假有什么安排？”叔叔笑
着回答：“我想回老家一趟，和家人团聚。”“叔叔，谢谢您
接受我的采访，再见！”

告别了外卖员叔叔，我们又采访了商场售货员、警
察叔叔和银行工作人员。

通过采访，我才知道有一群人在假期里仍坚守着自
己的岗位，我想我也要向他们学习，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作家叶文玲在《我的“长生果”》中说过：“作文构思
要别出心裁，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是自己呕心沥血的创
造。”这就告诉我们：习作时立意要新颖，要写出真情实
感。我们平时要多阅读、多积累，做生活的有心人，真正
做到“我手写我心”。

老师点评手记

制作小木屋
贺家土小学1708班 左文君

证号：21020435103 指导老师：余慧

今天，我制作了一座小木屋。
首先，是准备这些材料：502胶、木条、刻刀、木块、纸

板、颜料、纸卷和纸胶。
制作开始了，一开始先把4根30厘米长的木条放在

边长为 40 厘米的正方形纸板上围成一个正方形，并用
纸胶固定好。定位之后，再在4个接口处滴上502胶并
去掉纸胶。然后用刻刀裁出 20 至 24 根 9 厘米长的木
条，用它们在地板内拼出多个三角形。接着再找一些废
纸把三角形的空隙填满，涂上颜料，这样地板就完成了。

第二步做墙，先用木条做一个 22×30 厘米的长方
形框，在离底边8厘米处横一根30厘米长的木条，利用
三角形原理对下方加以固定，离左边柱5厘米的位置立
上一根14厘米的木条并滴加502胶固定；木条整体涂上
黑色颜料，卫生纸染上蓝色做窗帘，这样一面墙就做完
了。

接下来就是做阳台和大门。我用铁丝弯成一个拱
形的门，画好门上的细节，门就做好了，把它安上去。门
框两侧则用层层叠叠的三角形和梯形堆积而成。

最后装上屋顶，并在屋顶上装上一个太阳能板，屋
顶部分便完工了。建房工程完美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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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先介绍了制作小木屋需要准备的材料和工
具。然后用上“一开始”“第二步”等词语，有条理地写出
了制作小木屋的步骤。同时文中还运用列数字的说明
方法将制作过程写得更清楚。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这些
“第一次”可以给我们勇气、智慧以及力量。文章结构清
晰，心理描写细腻，刚开始挑选采访对象时“心里直打
鼓”，后来“鼓起勇气”顺利采访完，体现了作者的紧张与
兴奋。结尾小作者写下了自己的收获，感悟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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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看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甲
骨文学校》。

这本书讲的是 3 个小朋友带着卜骨从帐
篷里穿越到殷商时代，遇见一个叫弃的男
孩。弃带着他们来到了他的学校，那里的人
是用海龟的壳来刻字，还用祭祀的方法杀了
很多牛羊和奴隶。

他们还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能飞的大

耳朵耳鼠、长着鸡脑袋蛇尾巴的乌龟、还有一
身黑毛的人类……他们遇到很多危险的事
情，最后都化险为夷。

《甲骨文学校》这本书真的很好看，让我
知道了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么美好的世界里，
不像殷商的奴隶一样活生生地被烧死。这是
因为中国变强大，不再受外国的欺负。

读《甲骨文学校》有感
美的学校1804班 凌熙媛 证号：21012497251 指导老师：张淑连

小作者通过用简洁的语言叙述《甲骨文学校》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的中国文化、汉
字的奥妙、《山海经》的神奇。最后升华文章主旨，让读者懂得只有变强大，才能不受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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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株洲市温州商会捐赠价值十万元护眼灯

贺家土小学：关爱如阳 感恩似花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魏朋 通讯员/刘燕 杨漫林）为改善
学生的学习环境，创造更为舒适明亮
的学习场所，同时培育学生感恩意
识，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11 月
30 日，贺家土小学在多媒体厅举行
了以“关爱如阳 感恩似花”为主题的

“爱心灯”捐赠仪式。
据悉，株洲市温州商会为贺家土

小学捐赠了价值十万元的护眼灯，并
统一安装更换。光线柔和的护眼灯，
有效地保护了孩子们的视力。

在捐赠仪式上，校长龙洁代表学
校对商会的企业家代表们表示感谢，
并寄语同学们要牢记社会各界对他
们的爱护，长大后也要积极为社会做
出贡献。随后，株洲市温州商会党支

部书记张大庆感谢校方的热情回馈，
并希冀“爱心灯”能照亮孩子们幼小
的心灵和前行的道路，祝愿孩子们健
康快乐成长。

这份感恩之情不仅存在于老师
们心中，孩子们更是用自己喜爱的方
式表达对温州商会的叔叔阿姨们的
感激：2003 中队献上温暖可爱的手

势舞《听我说谢谢您》；小书法家们现
场书写“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学生
代表杜佳钰同学发自肺腑的感谢之
语；六年级同学手绘作品《灯下的我
们》和以“灯”为主题的美文创作……
孩子们洋溢的笑容和真诚深深地感
染着在场的师生与嘉宾们，企业家代
表们更是和孩子们亲切拥抱。

仪式结束后，校方领导邀请企业
家代表们参观了贺家土小学校史馆、
静心园等特色文化场馆。代表们对
学校的文化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并
对育人成果连连称赞。

通过本次活动，孩子们感受到了
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爱和支持，也用
自己的方式回馈了感激之情。

▲捐赠仪式现场。通讯员/供图

校园记者眼中的“爱心灯”

灯
贺家土小学1606班 晏琦峰 指导老师：袁兰芝

走进教室，咦！什么东西亮闪闪的？我抬头一看，
“哇！我们教室的灯变得好高大上呀！”我惊喜地叫道。
同学们都被我的叫声给吸引过来了，在灯光下大家的脸
都被照得粉嘟嘟的，可爱极了！原来老旧且白茫茫的白
炽灯竟然像变戏法一般的变成了我想都不敢想的LED
护眼专用灯，灯闪着黄白色的柔和的光，就像皎洁的“月
亮”温柔地照着我们那可爱的教室。我转念一想：难道
只有我们教室才有那十分皎洁的“月亮”吗？我跑出门，
抬头往别人家的天花板上一看，也有十个可爱的“月
亮”。我又从逸夫楼跑到老教学楼，又从老教学楼跑到
新教学楼，处处都是灯火通明，整个校园都被灯光照得
亮堂堂的，像一颗巨大的“夜明珠”，很远就可以看到光。

我回到教室，正好老师也来了教室，看着我们那一
双双好奇地眨巴着的小眼睛，意味深长地给出了答案：

“这些灯是浙江温州商会企业家们为我们捐赠的，我们
要好好爱惜，同时用好好学习来报答他们的爱心捐赠。”

这些可敬的企业家们竟然为我们捐赠了这么多的
护眼灯，可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啊！我想好好地感谢这些
温州商会的企业家，他们是黑暗中的光，他们无私奉献
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

哪怕是每个人只付出一点点，也能汇集成一股强大
的力量，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古人云：“千里送鹅
毛，礼轻情义重。”我们可以向贫困山区的人们奉献我们
的爱心，付出自己的一份力；给没有课桌椅的同学们买
课桌椅；给没有钱治病的贫苦人家送去医疗用品设备，
解除他们被疾病折磨的痛苦；给那些只能用蜡烛作为灯
光，用地瓜、树皮充饥的人们送去温暖；给养老院的爷爷
奶奶送去帮助；给留守儿童送去衣物、书籍、玩具，让他
们的童年也充满快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出一份力，也
许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帮助到祖国许多的花朵，让
他们开遍全国各地，成为栋梁之才！我们一起奉献爱
心，帮助他们，这个世界会因为我们变得更美好！

明灯
贺家土小学1607班 龚子墨

指导老师：汤芳

道路上的点点灯光，照耀着路人前行；
教室里的那几盏明灯，陪伴着我们学习和
成长。

一天早上，我来到教室惊奇地发现，悬
挂在上方的灯都换了，我细细地打量每一
盏灯，都是崭新的。以前的灯，光线太强
了，无论是看书还是写字，时间久了眼睛会
有一些干涩、难受，灯管也会发红；现在的
这些灯光线柔和、明亮。听说这种灯的设
计是专门针对学生用眼健康，具有保护视
力的特点。老师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盏护
眼灯价格不菲，这一批灯是由温州商会的
叔叔阿姨们赠送给我们的，听到这个消息
让人百感交集。

听说我们学校仍在使用老式灯管后，
株洲市温州商会的叔叔阿姨们主动联系学
校，赠送给学校这批宝贝设备，这不仅体现
出了他们的慷慨大方，更是体现出了他们
对少年儿童的关怀与呵护之心。我由衷地
感谢，谢谢商会的叔叔阿姨们，这份沉甸甸
的爱意我们收到了。

望着这些灯，我感觉它似乎是我心中的
一盏明灯，照亮我学习、成长、进步的道路；
心里暗自地想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这
些灯，它给我们带来的每一束光，都充盈着
满满的爱的正能量，要把这些爱心继续延续
下去，这是我们每一位同学应尽的义务。

我们一定要在今后的学习中传承美好的
品德、努力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为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热血和力量。
珍惜幸福平安的生活，珍惜美好快乐的时光，
珍惜昂扬向上的青春，前进吧，少年！

一盏明灯伴我行
贺家土小学1601班 曾惜凌

指导老师：刘畅

每每在流光溢彩的灯光下，你会想起
谁呢？你又会做什么呢？

而我，仿佛看到了在《灯光》一文中，郝
副营长为了给战士们寻找突破口，点燃了
珍爱的书后暴露了自己，壮烈牺牲。他甚
至来不及看到战争的胜利，看不到华灯初
上的天安门，看不到在新中国的灯光和琅
琅书声下的少年，这些，既让我惋惜又使我
久久不能忘怀，思绪万千。

近日，株洲市温州商会的爱心企业家
向我们学校捐赠了护眼的暖色灯，初装上
时，灯光映射下来的不再是之前白炽灯的
冷色，在手心上、皮肤上，还有同学的笑脸
上，都呈现出暖暖的感觉。在教室四周，墙
壁和黑板似乎焕发了新的活力，那样的柔
和与舒服。灯光普照在每一张稚嫩的脸
上，感觉心里都是暖暖的。在这样的灯光
下，我们的冬天似乎也不再寒冷。再想及
郝副营长对未来的憧憬：“赶明儿胜利了，
咱们也能用上电灯，让孩子们都在那样亮
的灯光底下学习，该多好啊！”。我想对郝
副营长说：“郝副营长，您的期望已变成现
实，我们新时代的少年，一定会为你们为之
奋斗的新中国增光添彩！”

株洲市温州商会的爱心捐赠，又何尝
不是一盏指路明灯？他们的爱心、善心不
正是我们需要推崇、所传承的吗？一盏明
灯，能照亮前方黑暗的道路，能照拂需要慰
藉的心灵，让人感到温暖和感动。

在前行的道路上，有了这份温暖和感
动，有了这一盏指路明灯，一定会伴随我冲
破黑夜，抵达成功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