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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少年夏令营，快来报名！

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充满快乐与收获的夏令营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的《目

送》一书里写道：“我慢慢地、慢

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

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

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

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

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

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

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父母能给孩子的只是精神上的

慰藉和支持，让她学会独自体会

孤独、挫折、失败等种种坎坷，学

会与人分享努力过后的豁然开

朗和欣然喜悦，这才是真正的

爱，因为“有些事，只能一个人

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

在某些时候，父母应学会放

手，相信自己的孩子，给孩子一

次心理和生活能力独立的机会。

在这个懵懂未知的年龄，孩

子应该参加户外课堂活动，到自

然的怀抱里，去认识和了解另一

个真实的世界；他们应该参加集

体活动，在与其他小伙伴的接触

中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应对新的

陌生环境；他们应该尝试离开父

母，学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应

对变化。

让孩子投身于我们“军营”

环境，在火热军营中得到熔炼，

培养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积极

向上的优良品质！能够成为他/

她宝贵的一次经历与回忆，为往

后的人生征途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株洲本地
这个夏令营将改变孩子许多

有一个夏令营，可以让孩子感受

军营生活的磨练，塑造坚毅性格；体

验各种传统文化的熏陶，培养孩子自

身文化素养；同时，还可以参与各种

有趣的农耕活动，训练孩子动脑动手

能力。它就是 2023 年株洲日报社校

园记者俱乐部推出的蛟龙少年夏令

营！

家长们也许知道，蛟龙少年夏令

营将会给孩子一个新的人生体验。

在活动中，通过军事化管理，让孩子

与大自然深度接触，并参与各种手工

趣味劳动，体验传统文化的熏陶等，

这无疑让孩子在体魄上、个性上、内

涵上，都会有一个极大的进步，各种

能力必将得到提升。

站如松、坐如钟，学生们体验军营

生活。

根据孩子们的身心发展特点，夏

令营制定了相应的每日训练计划，让

男孩孔武有力，让女孩英姿飒爽。

学习各项技能，激发潜能。夏

令营中，会安排各种有用又有趣的

技能体验，让孩子学习急救处理、野

外生存技能，甚至学会自己洗衣，学

习野外农耕文化、学习木工知识、土

建知识等，同时，让孩子提升团队合

作意识、沟通能力和自我控制力。

文化素养活动，让孩子打开眼界。

在这个夏令营中，利用校园记者俱乐部

的专业优势，我们的编辑会耐心地给孩

子们讲解新闻采访方面的知识，告诉孩

子如何通过新闻看世界，鉴别善恶美

丑，并涉及绘画、口才、国学等

多方面的文化课程，课程注重启蒙

教育、互动学习，让孩子们学得开心。

快乐农耕活动。根据不同的营期，

夏令营推出大型手工劳动体验。例如，

带孩子一起打造一个真正的小木屋，去

竹林砍伐一根新竹，做出各种好玩的东

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师会讲解

相关知识，让孩子在动手过程中，修炼

静力，磨练心智，让孩子懂得，劳动的意

义，坚持的力量……

夏令营带队老师
大白老师简介

大白老师，本名朱朝阳，株洲日报社

的资深专栏记者。从 2013年起从事夏令

营、亲子活动的策划组织工作，长株潭军

营类夏令营的发起者。知名品牌夏令营

“超级军营”联合创始人。株洲“蛟龙少

年”夏令营创始者。株洲日报社教育活

动部夏令营活动总策划人。

夏令营文化指导老师
棉花糖老师简介

棉花糖老师，本名谭平华，株洲日报

社校园记者俱乐部部长。从事校园记者

教育工作 11 年，每年在全市中小学学校

进行授课，课堂轻松有趣，深受同学们喜

爱，孩子都称他为“棉花糖老师”。他曾

多次参与夏令营策划和管理工作。

报名及了解夏令营

详情请扫二维码

●点评：

一只想飞的母鸡
泰山学校 2004班 汤佩青

证号：23040260042

美丽的晚霞出现在天空，像一个看不到尽

头的彩虹。太阳姐姐羞红了脸，躲进了深山。

月亮姐姐来到了树梢，夜空中有许多“小眼睛”

母鸡闭上眼，双“手”合十对星星说:“星星，

星星，帮我实现愿望吧！我想飞上天去。”星星

对神仙说:“地下有一只母鸡，它说它想飞到天上

来，你可以帮他吗？神仙说:“简单。”神仙手指一

点，母鸡就飞起来啦。

母鸡飞出鸡舍，身体越来越轻，它越飞越

高，飞到了云端，它看到了一座豪华的宫殿。原

来那是云霄宝殿，母鸡进去了，它看到了严肃的

玉皇大帝，美丽的王母娘娘，七仙女，龙王……

他们热情招待母鸡，桌子上堆满了仙桃仙果，美

味佳肴……

母鸡低头一看，“哇噻！”母鸡大叫一声，它

看到了地球的眉毛一一万里长城，高耸的珠穆

朗玛峰，波涛汹涌的黄河长江…… 突然一种思

乡情涌上心头。

母鸡虽然能吃到美味佳肴。但它还是怀念

人间的美好。心中还是惦记着地下的虫子、米

粒、小石子……他肯求的对神仙说:“神仙，我还

是想下去，求求你啦！”神仙爽快的答应了。母

鸡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日复一日，啄虫子、吃

米粒、下鸡蛋来报答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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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稻花香里”农耕文化园
市二中青龙湾小学1901班 李乐仪
证号：23062720329 指导老师：杨育

我们期待已久的研学活动终于可以成行啦！我们登

上大巴车，一路上欢声笑语，边吃零食边看窗外的风景，大

家都很兴奋。到了农耕文化园，景区以“耕读”、“耕食”、

“耕作”三大文化要素来展示。这里有十多种游乐项目可

以体验，有荡秋千、迷宫、插秧、磨米浆等等，都有趣极了!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从这里开始，每个季节如

何耕种，老师都会给我们一一讲解。老师还给我们讲解了

古时候人们耕作的工具。比如“耙”，它是农业生产中传统

的翻地农具，可用它平整土地，聚拢或散开柴草、谷物等；

还有“独轮车”，它是一种轻便古老的运物载人工具，它的

特点是只有一个车轮，由于凭一只单轮着地，对路面的宽

度要求不高，所以窄路、田埂、木桥都能通行，使用起来非

常便利。

最有趣的是下田插秧。我们脱掉鞋袜，挽起裤脚，光

着脚丫下了水田。在水田里面走路非常艰难，泥巴死死得

抱住我的脚，要使劲才能把脚拔出来。其实，我们根本不

会插秧，只是在田里嬉戏打闹，大家都觉得非常新奇好

玩。玩了一阵之后，老师便招呼大家离开水田去下一个项

目。就在这时，突然，一只水蜘蛛从我面前窜过，吓得我差

点一屁股坐进水田里。当我们从田里出来时，一个个都变

成了小泥人……

这次的研学，让我体会了农民伯伯的辛苦。所以我们

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

小作者按照自己一天的游踪顺序来排篇布局。文章的
首句中所包含的期待、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奠定了本文的感
情基调。

文中对自己插秧的过程描述得十分生动有趣，在研学
途中，把农耕知识融于各种农具的介绍中，把农耕文化进行
了沉淀。即是“作文”更是把传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点评：

乡间趣事多
凿石小学 2103班 吴明轩

证号：23040160507指导老师:喻湖嘉

“五一”小长假开始了。今天天气晴朗，暖凤微醺，爸

爸开车带着我和妹妹兴冲冲地到攸县网岭镇的外婆家。

外婆家的环境很好，空气清新，房子被树木环

绕着，有许多小鸟及小动物，我们可以尽兴的玩耍，而且有

很多有趣的事 。我和表哥玩的时候，发現了一只蚱蜢，只

见它长着一对翅膀，头是半圆形，一双长而有力的大腿，抓

它的时候，会用大腿踢我们，会死死钩住，不肯放手。当我

正与蚱蜢玩得不亦乐乎时，一只浑身黄色羽毛的母鸡带着

一群小鸡登场了。母鸡迈着有力的双腿神气活现地走在

前面，步履蹒跚的小鸡紧跟后面来到一片草地找食物，它

们用自已的语言交流、嬉戏。

一会儿怪事发生了，母鸡神色紧张，急匆匆丢下它

的儿女，朝房后的山林中走去，看到这情景，我很好奇，

悄悄跟在后面，发现它快速钻进一棵矮树下蹲着。过了

一阵，母鸡轻松地唱着歌出来了。我赶紧上前一看，不

得了啦，树下有五个又圆又大的鸡蛋。我兴奋不已的告

诉了外婆，外婆说:“母鸡怎么能连下五个鸡蛋呢？”有些

不信。我带外婆到后山，果真有五个鸡蛋，外婆说:“难

怪家里近期没有鸡蛋，原来都下到这里”。鸡为什么会

把蛋下到外面呢？我当时想，如果今天没被发现，五个

蛋会不会变成五只小鸡给外婆更大的惊喜？

这次回家之旅，我学到了一些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亲身体验了乡间的快乐。

●点评：

小作者的这篇文章，充满着童真童趣。和蚱蜢玩耍，看小
鸡嬉戏。觅母鸡行踪，进而发现了母鸡的秘密。整个过程是快
乐的，自由的，孩童般的纯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表现手法
上，小作者善于观察，细节描写到位，特别是对蚱蜢的动作描
写，对母鸡的神态描写尤为生动。

点评老师简介

马晓艳，红旗路小学语文教师，曾被

评为荷塘区优秀党员，优秀志愿者，最美

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曾多次指导学生发

表作品在报刊杂志上。指导的学生作品

荣获省级一等奖，市级一等奖等荣誉，她

也多次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

马晓艳：“做孩子的引路人，让每一

朵“花”都尽情绽放，让每一棵“小树苗”

都汲取足够的营养！”

点评手记
“ 习 作 ”是 由“ 习 ”十“ 作 ”结 合 而

成。“习”指的是要多练习，“作”是指“写
作”。提高写作能力，需要多练，才能习
得方法，习得精髓。

那 么 ，怎 样 提 高 学 生 的 习 作 水 平
呢？要在生活中注重知识的积累；要在
写作中要理清思路，抓住写作的方向；
要在勤奋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实
践出真理，只要你勤写，勤练，勤积累，
用自己的文字去表达自己的内心，进而
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同样，习作就是行走在文字之间，
看到自己灵魂的痕迹，所有的喜怒哀乐
都体现在文字的跌荡起伏里。在行文
中自由呼吸着，即便苦但也是一种快
乐。

文章的开头通描写“日落西山，晚霞映照，月
上梢头，星光闪烁”的美景，营造了一种神秘，让
人充满无限遐想的童话意境。接着，通过故事的
主人公——母鸡的许愿拉开了故事的序幕。故
事的过程有回旋、有起伏，情节引人入胜，想象力
丰富，是一篇耐人寻味的童话故事。

●点评：

机器人妈妈
天台小学 1801班 周李甜恬

证号：23040090251 指导老师：吴沙莉

她长得普普通通，中等个子，微胖，往人群

中一站，你都没法一眼找到她。唯一与众不同

的是，她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在那副黑框眼

睛里一眨一眨的，还别有一丝机器人的味道。

她就是我的机器人妈妈。

我的妈妈是一个扫地机器人。她三天一小

扫，五天一大扫，从卧室扫到客厅，从客厅扫到

厨房，从厨房扫到阳台，忙得不亦乐乎，满头大

汗。所以我们家的地板总是干干净净，闪闪发

亮的。

我的妈妈也是一个做饭机器人，每天下班

回家总是第一时间冲进厨房做饭。她从冰箱中

拿出菜，起锅烧油油，发出“呲啦、呲啦”的声响，

像一群顽皮的小孩在跳跃。妈妈把菜倒入锅

中，菜像一个个小兵听着指挥员的指令，在锅中

练习着后空翻，一声声噼里啪啦的声音传来，还

有一点儿放烟花的年味。不到半小时，饭菜就

做好了，我一品尝，那是眼前一亮，直夸饭菜好

吃。妈妈见我吃的津津有味，笑得合不拢嘴。

吃完饭后，我摸了摸圆鼓鼓的肚子，舒服的躺在

了沙发上。而妈妈却又忙碌了起来，把一片狼

藉的餐桌整理的一尘不染。

每当看到妈妈忙碌的身影，我就暗暗下决

心，平常多帮妈妈分担家务，让妈妈不再那么

辛苦。

文章的开头通过外貌描写，写出“机器人妈
妈”的外形特点。接着通过列举两件典型事例一
一“打扫卫生”、“做饭”来体现出“机器人妈妈”勤

劳、能干的特点。构段有特色，
围绕段首的中心句展开叙述，
语言生动有趣，画面感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