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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点评

我的家乡
长郡云龙实验学校三年21班 晏晴天

证号：24052040066

我的家乡在渌口，那里物产丰物，是个

景色怡人的地方。

春天，果园里的树叶都悄悄从树枝上探

出头来，新奇地打量着美丽的春天；小鸟在

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说:"春天来

了!春天来了!"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像。

夏天，池塘里荷花仙子露出了笑脸。荷

花们有的和蜻蜓嬉戏；有的和太阳打招呼；

还有的迎风跳舞。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秋天，各种各样的果实都成熟了。苹果

笑红了脸，好像在庆祝秋天的到来；晶莹剔

透的葡萄和金灿灿的黄桃你挤我碰，争着要

人们去摘呢！路边还站着五彩缤纷的菊花

姑娘，秋风一吹，伴随着阵阵悠香，它们跳起

了优美的舞蹈，好看极了!

冬天，雪花漫天飞舞，人们都穿上了厚

厚的衣裳，冬姑娘给大地盖上了一层雪白的

被子。

我 的 家 乡 一 年 四 季 如 诗 如 画 ，美 妙 绝

伦，我爱我的家乡!

【修改】
我的家乡在渌口，它并不出名，却有着

独属于它自己的四季之美，是我心中最美的
地方。

春天的家乡是生机勃勃的。和煦的春
风吹来田野里泥土的气息，夹杂着各种花的
芳香；可爱的嫩芽悄悄从树枝上探出头来，
新奇地打量着温暖的春天；伶俐的小鸟从南
方飞回来了，正在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
着，好像在说:"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夏天的家乡是热热闹闹的。清晨，“小
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瞧！荷花
仙子露出了红红的笑脸，有的在和蜻蜓嬉
戏；有的在和太阳打招呼；还有的在迎风起
舞。傍晚时分，老人们都会来到大树底下乘
凉，小朋友们在一旁开心的做游戏，到处一
片热闹的景象。

秋天的家乡是硕果累累的。各种各样
的果实都成熟了，苹果笑红了脸，好像在庆
祝秋天的到来；晶莹剔透的葡萄和金灿灿的
黄桃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路边还
站着五彩缤纷的菊花姑娘，秋风一吹，伴随
着阵阵悠香，它们跳起了优美的舞蹈，好看
极了!

冬天？冬天的家乡雪花漫天飞舞，冬姑
娘给大地盖上了一层雪白的被子。远处的
空地上，人们都穿上了厚厚的衣裳，有的在
堆雪人，有的在打雪仗，一片片欢声笑语回
荡在雪地之上。

我的家乡一年四季如诗如画，美妙绝
伦，我爱我的家乡!

点评：
小作者行文思路清晰，全文按照总分总

结构展开，分别对家乡春、夏、秋、冬四个不

同季节进行描写，勾勒出一幅优美的家乡四

季图，表达出小作者对家乡的喜爱与赞美之

情。

我的家乡
清水塘学校143班 李亦恩
证号：24031130024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每个地方总会有当地

的特色和独特的风俗，那么 我就来 介绍一下我的老

家 河 南 过 年 时 的 风 俗 吧 。 我 们 先 从 过 年 的 来 历 开 始

吧。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年的妖怪，每年到

除夕时就会出来祸害人们，美哒我春节人们就会带着

家人离开，等到年数走后才回到村，但是却有一户人

家没有走。到了春节这一天，年兽又出来祸害，但是

他发现老人门上贴着红纸条和噼里啪啦响声，年兽十

分害怕就逃走了，后来年兽再也不敢祸害人们，这就

是 过 年 的 来 历 。 而 放 鞭 炮 贴 对 联 的 习 俗 也 流 传 下 来

了。

之 后 ，每 到 春 节 人 们 家 家 户 户 都 团 圆 ，在 一 起 吃

团圆饭，当然也少不了饺子，人们会早早的起来和面

团在里面放点小苏打，再把面团放在盆里，蒙上一层

保鲜膜，然后，人们在将买来的肉和菜切成馅儿再加

入生抽和鸡蛋之类，忙完了这些，再把面一个个的压

扁。把馅儿放进去就包好了，再放进锅里煮 7~8 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除 了 吃 团 圆 饭 ，人 们 还 会 走 亲 戚 拜 年 ，到 了 亲 戚

家，他们会将准备好饭菜端上来招待客人，而小孩子

欢天喜地的忙着收着红包，收来的红包他们册会用来

去街上，买些鞭炮或者是一些玩具。

这就是我的老家河南过年时的风俗。

点评：文章语言流畅，能够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写

作。小作者开篇用俗语点题，引起读者兴趣。接着从

多角度进行描写，用细腻的笔调将自己河南老家的过

年习俗呈现在了读者眼前，增进了读者对于传统习俗

的了解。

点评小记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树

叶，各种事物都会具有他独特的特点。当

然，我们每个人的家乡也是不尽相同，那么

我们该如何书写我们的家乡呢？

一、用心观察，抓住家乡特色
家 乡 的 美 景 、风 俗 那 么 多 ，如 何 取 舍

呢？可以写你最喜欢的或者最熟悉的景色

或风俗。写之前先用心观察、仔细回忆，多

方位收集资料，才能抓住家乡特色，找出最

有代表性的内容，把它写具体。这样文章才

够充实，不会假、大、空。

二、理清思路，有序安排内容
想让家乡更清晰的展现在读者眼前，可

以尝试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描写，如时间顺

序、空间顺序；还可以尝试用“总-分-总”、

“总-分”或“分、总”的结构来写，使得文章

的脉络更加清晰。想突出家乡的某一特点，

可以围绕一个中心意思去写，把内容写具

体，写的时候注意详略得当，把细节描写和

整体概括结合起来哦！

三、巧用修辞，抒发真情实感
写家乡，不仅是客观事物的再现，更是

作者主观感情的外显。写作时要有意识地

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到所写内容中，而要

想把文章写得有血有肉，除了抓住家乡的特

点以外，还要巧用比喻、排比、拟人、夸张等

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进而抒发

对家乡喜爱及赞美之情。

点评老师简介

曹 嘉 欣 ，株 洲 市 二 中 附 属 小 学 语 文 教

师，校级语文学科带头人。曾获天元区小学

语文素养比赛一等奖、天元区小学语文统编

教材作业设计一等奖。

多年从事小学语文教学，有丰富的教育

教学经验，在语文教研中刻苦钻研，所撰写

的教育论文多次获省级一等奖；教学成绩优

秀，多次指导班级学生在省、市区级各项比

赛中斩获佳绩。

我的家乡
天元小学2110班 朱妙菡

证号：24040250139 指导老师：成伟

我的家乡在湖南省湘阴县，在这个城市里，我最喜

欢的就是鹤龙湖了，这里一年四季都有它独特的美，下

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春天，走进鹤龙湖，你会被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团团

包围，一片赏心悦目的金黄，走入油菜花深处，一阵清香

扑鼻而来，让人陶醉。

夏天，碧波荡漾，荷香阵阵，一条水上长廊尽收眼

底，让我们体验“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的优美景观。

秋天，这里是最繁华的季节。金秋时节蟹正红，蟹

剪秋波溅苍穹。“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的品蟹文

化，一直被文人雅士视为高雅闲适的情趣，在这里，却

也成了平民百姓的乐趣。新鲜的大闸蟹上桌，橘红色

的蟹黄、白玉似的脂膏、洁白细嫩的蟹肉，造色、味、香

三者之极。

冬天，候鸟迁徙，往来如织。草长平湖白鹭飞，这里

又成了摄影爱好者的圣地。

我的家乡非常美丽，我爱我的家乡。

点评：小作者行文流畅，语言优美，结构清晰，描述

了家乡鹤龙湖在不同季节的景色和氛围，使读者能感受

时间的流转和家乡景色的季节特点。全文通过四季变

换的细腻描写，展现出了小作者对家乡美景浓浓的喜爱

之情。

小如何书写我们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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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家园
白鹤菱溪小学2209班 王芮菡 证号：24040061463

保护环境
市二中附属小学2215班 易英杰 证号：24042560430

爱阅读的我
红旗路小学2304班 丁浩宸 证号：24010840316 指导老师：吴芳

乌鸦和天鹅
隆兴小学2102班 周知珩 证号：24040320242 指导老师：刘静宜

石榴熟了

白鹤菱溪小学2202班
罗艺桐

证号：24040061418
指导老师：姜熙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