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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画卷：
描写秋天的技巧与灵感

点评老师简介

胡丹丹，一级教师，株洲市泰山学校语

文教师兼班主任，多次指导学生作文竞赛

获奖。

【点评手记】

天气凉了，树叶黄了，秋姑娘轻轻悄悄
来到了我们身边。可秋天到底在哪里?让
我们用心去感受，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去倾
听，去找到秋天的蛛丝马迹，那如何将美丽
迷人的秋天写在笔尖呢？

1、仔细观察，秋之景在眼中。
仔细观察景是写好景物的第一步。到

校园、菜园、田野、山村，去走一走，看一看，

听一听，闻一闻。可以观察景物的颜色、形

状、气味、声音、动态等方面。建议，按照一

定的顺序来观察，比如从远到近，从上到

下，从整体到局部等。

2、抓住秋景特点，突出秋之特征。
凉风习习，天高云淡，秋天是收获的季

节，在描写秋天时，要抓住秋天的特点，例

如:天高云淡，天气渐凉，瓜果飘香，五谷丰

登，层林尽染，落叶飞舞等。

3、借多种方式，表达秋之爱。
学会在细腻的景物描写中运用多种手

法，如比喻、拟人、排比、引用等方式直接或

间接表现秋之大美，表达丰收的喜悦，表达

对秋的喜爱。学会带着感情去观察，带着

感情来描写,把自己的感受写到作文中去。

找秋天
八达小学31班 余诗琪 证号：24011000044

秋天来了，天气变凉了，天空蓝蓝的美丽极了，秋雨滴答
滴答地落着。

秋天来啦，菊花开了，有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开满院
子里，就像一道美丽风景。

秋天来啦，果园里的水果也都开始熟了，有橘子、石榴、橙
子、梨子、苹果，颜色鲜艳，摘一个尝尝味道可好吃了。还有田
里的小麦也熟了，金黄金黄一大片，象征着又是一个大丰收的
季节。

秋天到了，大雁也开始搬家啦，它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一
边匆匆往南飞，一边咿呀-咿呀地叫着好像在说：“朋友们再见
啦，我们要到美丽的南方去啦”。

如果说燕子是报春的天使，那落叶就是迎秋的顽童，因为
秋天一到，金黄色的叶子就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空中飞来
飞去，喜迎它的到来，看着这些景象让我不仅想起苏轼的那首
诗：一年好景君需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从这句诗中表达诗人
对秋天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也是我此时的心情。

秋天是个美好的季节，不仅硕果累累大丰收，树叶也黄
了，天气凉了，晚上月亮又大又圆又明亮，小麦金黄又甜又香，
秋天的空气都是清新而凉爽，呼吸起来让人感觉神清气爽。

啊！秋天，秋天你真美呀！

【点评】
小作者感触细腻，观察仔细，叙述生动，层次分明，中心突

出。从气象的变化到景物的风姿，从丰收的喜悦到燕群的告

别，小作者笔下的秋天如此多姿多彩，字里行间弥漫着小作者

多秋天的喜爱与赞美。文章还多处运用比喻、拟人的手法，形

象逼真地展现了秋天里的生动与美丽。建议小作者将标题

《找秋天》改成《秋天，你真美》，使文章最后点题，让文题有所

呼应。

秋姑娘来了

白鹤菱溪小学2006班 尹顾然 证号：24040061213

秋姑娘，你来了，
你带着神奇的魔法棒，
静静地走来了。

你一挥魔法棒，
树上的树叶纷纷飘落，
像一只只黄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
为大地增添了色彩。

你又一挥魔法棒，
屋前的稻田变成了黄色，
像铺上了一层金黄的棉被，
为冬天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啊，秋姑娘，
你来了！
带着柳条般的长发，
湖水般的心灵，
树叶般的眼睛，
款款而来！

【点评】
这篇关于秋天的诗以秋姑娘神奇的魔法为主题娓娓道

来，借用比喻、拟人的手法将秋天落叶飞舞之景、稻香“丰”景，

以小见大展现了秋风扫落叶、五谷大丰登的秋日之景，将秋天

的美、秋天丰厚含蓄地表达了出来。诗歌最后直接抒情，写出

了秋天的优美与明媚，首尾呼应，表达了小诗人对秋天的喜

爱。

秋天在哪里
八达小学21班 唐凌峰
证号：24011000042

秋天来了？
"秋天在哪里啊？"我问妈妈。妈妈关掉

风扇，打开门窗，一阵凉风吹了进来。
我穿好鞋，跑出家门，寻找秋天。
路边法国梧桐树的落叶随风翩翩起舞，

最后落入大地妈妈的怀抱。草地上，有红色
的红叶李叶子，有黄色的银杏叶子，有褐色
的梧桐树叶，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落
叶，好像草地上开满了万紫千红的花。

"秋天在哪里啊？"我问奶奶。奶奶笑眯
眯地把我引到菜地里，大朵的丝瓜花黄艳艳
地绽放着，花下挂着一条条丝瓜，想到甜甜
的丝瓜汤我流下了口水。

"秋天在哪里啊？"我问外公。外公拉着
我的小手来到了稻田边。高高站立的水稻
齐平了我的视线，沉甸甸的稻穗把稻杆都压
弯了。

"秋天在哪里啊？"我问外婆。外婆笑着
指向田埂的青豆。一株株青豆枝繁叶茂，青
豆夹鼓鼓囊囊的。外婆说青豆不管怎么做
都好吃。

我知道了，秋天在清晨的凉风里，在五
颜六色的落叶里，在甜甜的丝瓜汤里，在金
灿灿的稻田里，在有营养的青豆里。

我爱秋天。

【修改后】

知了声落，青蛙声息，妈妈说，这是秋天

来了！

秋天来了？秋天在哪里？

妈妈带我走出家门，走进秋风里。看深

褐色的梧桐叶翩翩起舞，看火红的红叶李灿

若云霞，看金黄的银杏叶轻摇金扇。秋风吹

过 ，这 独 属 于 秋 天 山 林 的 万 紫 千 红 摇 曳 生

姿。

秋天来了？秋天在哪里？

外公领我来到田野边。金黄色的稻田

里，沉甸甸的稻穗害羞地低着头；粗粗壮壮

的玉米棒子在秋风里哈哈大笑，抖动着黑红

的胡须；光杆司令的黄豆荚在你伸手触碰它

的时候，迫不及待将小胖娃娃送给你，可爱

极了！

秋天来了？秋天在哪里？

奶 奶 笑 眯 眯 地 把 我 引 到 她 的 菜 园 里 。

大朵的丝瓜花黄艳艳地绽放着，一条条丝瓜

你推我挤，好不热闹。外婆笑意盈盈地向我

指 指 枝 繁 叶 茂 的 青 豆 藤 蔓 ，青 豆 荚 鼓 鼓 囊

囊，一派喜气洋洋。想到甜甜的丝瓜汤，想

到清香的青豆拌饭，我忍不住咽口水。

我终于知道，秋天来了！它在飞舞的落

叶里，它在层林尽染的山林间，它在五谷丰

登的田野里，它在笑意盈盈地喜悦里。

秋天来了，我多么欢喜！

【点评】
开篇设疑，引人入胜。小作者善于观

察，心思细腻，文章角度新颖，构思巧妙，紧
扣“秋天在哪里”的主题叙述开来，选择了三
个典型的秋天特征的场景来表现秋天真的
已来到，表达出了“我”对秋天的期待与喜
爱。希望小作者在选择好写作素材后，学会
将写作素材同类统整，这样会让写作角度更
清晰，语言表达更有逻辑性。

诗歌园地
市二中附属小学2002班 易筠翔

证号：24042560045 指导老师：齐文丽

白云
蔚蓝的天空广袤无垠，
几朵白云悠然漂浮。

它们自在遨游，无拘无束，
如棉絮般轻盈舞动。

时而轻抚树梢，低语呢喃，
时而依偎太阳，共享光辉，

时而又驻足鸟巢旁，
与雏鸟共话蓝天梦想。
洁白的云，自由的云，

在空中欢歌，飘逸悠扬……
花海

炎炎仲夏，花儿竞艳，
牡丹、凤仙、玫瑰争妍。
茉莉百合，芬芳四溢，
笑脸绽放，迎接夏天。
蜜蜂翩翩，花间起舞，
蝴蝶穿梭，香氛缭绕。
放眼望去，红艳如火，
夏日花海，美不胜收。

春风
春，悄然降临，

携来凉爽的春风。
拂过草坪，绿意盎然，
小草探头，尖尖如剑。
舞过花园，迎春花灿，
嫩黄笑脸，迎接春天。
掠过柳梢，叶芽嫩绿，
小手掌伸，拥抱春风。
吹过乡村，绿意蔓延，
春风所至，生机盎然。

冬日暖阳
冬日大雪，银装素裹，
一缕暖阳，从不缺席。
清晨寒风，掠过草地，
露珠晶莹，如珠似玉。
金光穿透云层间，

温暖浅浅，光芒四射。
中午阳光，普照万物，
温和光束，镀上奶黄。
小草奶黄，梅花金装，
傍晚余温，依依不舍。
躲进云彩，余光犹存，
如母温暖，永不漫灭。

参观特殊学校
庆云山小学三（1）班 吴瑾恒

证号：24020650397 指导老师：刘维

今天，学校组织了一次意义非凡的活动
——参观特殊学校。老师提前通知我们每人
准备一件礼物，我精心挑选了两个可爱的小玩
偶，希望能为那里的孩子们带去一丝欢乐。

清晨，阳光正好，我和同学们满怀期待地
乘坐大巴车出发。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聊
着各自准备的礼物，同时也欣赏着窗外不断变
幻的美丽风景。不知不觉间，大巴车缓缓停在
了特殊学校的门口。

到达学校后，我们首先在校门口拍摄了一
张珍贵的集体照，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刻。随
后，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整个校园。
操场上，一些同学正在锻炼身体，展现出坚韧
不拔的精神；菜园里，另一些同学则忙碌地种
着菜，脸上洋溢着劳动的快乐和满足。

接着，我们进入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
在这里，我们班的同学精心准备了一场丰富多
彩的表演，包括动听的歌曲、优美的舞蹈以及
深情的朗诵。每一个节目都凝聚着我们的心
血和祝福，希望能给特殊学校的孩子们带去温
暖和力量。

表演结束后，我们还玩起了抢凳子游戏。
第一轮比赛中，我们班派出了四名同学，凭借
着默契的配合和灵活的身手，成功赢得了比
赛。第二轮，我们增加了人数，派出了五名同
学参赛。虽然这次我们未能夺冠，但比赛结果
以平局告终，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笑声和欢
呼声此起彼伏。

最后，我们把自己准备的礼物送给了特殊
学校的孩子们，他们也热情地回赠了自己亲手
制作的礼物。这些礼物虽然简单，但却承载着
彼此之间的友谊和关爱。

通过这次参观，我深刻感受到了特殊学校
孩子们的不易和坚强。尽管他们没有与生俱来
的健康，但他们依然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展
现出独立自信的一面。他们的精神深深打动了
我，也让我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今后，
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学会自信、乐观和独立，用
自己的力量去影响和帮助更多的人。

梅花
白鹤菱溪小学2111班 张丙瑜

证号：24040061382 指导老师：刘露

气温渐暖，阳光如织，我与爸爸妈妈一同踏入
了乡间的农家乐，寻觅那份久违的宁静与美好。

步入梅园，眼前豁然开朗，梅花已竞相绽
放，枝头繁花似锦。有的仍紧裹着花蕾，蓄势
待发，仿佛羞涩的少女，静待绽放的那一刻；有
的半遮半掩，两三片花瓣轻轻展开，犹如初露
笑颜的佳人；而有的则全然盛开，毫无保留地
展示着嫩黄色的小花芯，散发着清逸脱俗的香
气，让人心旷神怡，沉醉不已。

提及梅花，不得不提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梅花原产于中国，品
种繁多，约有 500 种，如品字梅、小细梅、江梅
等，主要分为果梅和花梅两大类。果梅在夏日
成熟，果实青涩转黄或绿白、红，披柔毛，味道
酸涩，是自然的馈赠；而花梅则在春寒料峭的
三月中下旬至四月上旬，傲然绽放，宣告着春
天的到来。

望着这满园的梅花，我不禁想起毛主席那
首脍炙人口的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它在丛中笑。”这词句生动描绘
了梅花不畏严寒、傲然独立的姿态，其坚韧不
拔的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广泛赞誉。在万物凋
零的严冬，唯有梅花孤独而坚定地绽放，用它
的美丽与坚韧，诠释着生命的顽强与希望。

或许，梅花没有玫瑰的妩媚多姿，也没有
桂花的馥郁芬芳，但在我眼中，它却是最为可
爱与可敬的。它的美，不仅仅在于那清雅的花
朵与醉人的香气，更在于那份不畏艰难、勇于
挑战的精神，以及那份在逆境中依然绽放的坚
韧与雅致。

秋日的绚烂篇章
茶陵县解放学校435班 崔梓灵

证号：24081750114 指导老师：吴树珍

随着夏日的热烈逐渐淡去，我们迎来了秋天的怀抱，与
它带来的丝丝凉爽亲切问候。秋天，这位大自然的艺术家，
携带着丰富的画笔与橡皮，开始了它的创作之旅。

它轻轻一抹，将树叶的绿色擦去，转而涂上耀眼的金黄；
它细心勾勒，将绿苹果的青涩褪去，赋予它们鲜艳的红装；它
巧妙变换，将柚子的绿意隐去，换上了温暖的黄色外衣；它挥
毫泼墨，将麦田的碧绿抹去，绘就一片金黄的海洋……直到
整个世界都被它精心装扮，焕然一新，它才满意地收起工具，
留下一幅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秋日画卷。

这，不仅仅是季节的更迭，更是收获的信号。苹果、香
蕉、梨子、橙子、橘子……各类水果纷纷披上了成熟的色彩，
散发出诱人的香甜。而麦田、高粱地、稻田里，金黄色的波浪
翻滚，预示着丰收的喜悦。农民伯伯们满载希望，背着竹筐，
提着麻袋，穿梭于果园与田野之间，将这份自然的馈赠一一
收集，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幸福的笑容。

然而，秋天给予我们的远不止于此。它还是我们孩童心
中欢乐的源泉。在这个季节，我和小伙伴们正忙着搭建落叶
塔，企图创造属于我们的秋日奇迹。尽管我们的作品尚未完
成，一阵突如其来的秋风便将它轻轻吹倒，落叶如细雨般洒
落在我们身上，带来一丝丝凉意和无尽的欢笑。我们相视而
笑，拍打着身上的落叶，继续在秋日的阳光下奔跑嬉戏。

突然，有人高呼“下雪了！下雪了！”在疑惑中抬头，只见
空中飘落的并非雪花，而是被伙伴们抛向空中的落叶。它们
在风中翩翩起舞，宛如真正的雪花般轻盈。于是，我们纷纷
加入这场“秋日雪景”的创造，直到“雪”停，仍不忘再次将落
叶抛向蓝天，享受那份纯粹的快乐与自由。

这就是真正的秋天，一个充满色彩、收获与欢声笑语的
季节。它用它独有的方式，告诉我们：生活，因多彩而美丽，
因收获而充实，因欢笑而温暖。

探寻皮影魅力
茶陵县思源实验学校2201班 颜锦洁
证号：24081790043 指导老师：刘雨琴

今天，我有幸参加了小记者活动课，这次课程的主题是
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皮影戏的由来与起源。

皮影戏，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起源于西汉时期，距
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由来背后，蕴含着一段动人的
传说。相传，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有一位深受宠爱的李夫
人，两人感情深厚。然而，李夫人因病早逝，汉武帝悲痛欲
绝，终日沉浸在失去爱妃的痛苦中，无心朝政。面对这一
情况，朝廷上下忧心忡忡，纷纷寻找解决办法。

李少翁，一位宫廷中的智者，从一次偶然的影子
游戏中获得了灵感。他巧妙地用棉帛裁剪出李夫人
的影像，形象栩栩如生。为了能让影像活动起来，他
还在手脚处装上木杆，使得李夫人的关节能够自如活
动。当这个精心制作的皮影在帷幕上投影时，汉武帝
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仿佛看到了逝去的爱妃再次
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他激动不已，连声追问这
是什么。李少翁回答，这是从一位手艺人那里学来的
影子戏，并称之为“影子戏”。

自从这次神奇的皮影表演后，汉武帝龙心大悦，
重新振作起来，亲理朝政。同时，他对影子戏也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皮影戏因此在宫中迅速流行起来。随
着时间的推移，皮影戏逐渐从宫廷流传到了民间，成
为了一种深受百姓喜爱的艺术形式。

通过老师的讲解，我深刻感受到了皮影戏的独特
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
宝，更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这次校园小
记者活动课，让我对皮影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
识，也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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