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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粽香忆屈原
两江新区金山学校（美利山校区）五年级2班 覃博雅

指导老师：胡跃君

通过龙舟、粽子等端午标志性元素，传递对屈原高洁
品质的赞颂，也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梅雨裹着潮湿的闷意漫过阳台，
望着角落那盆枯败的茉莉，我正要转
身离去，却在焦黑的枝丫间瞥见一枚
米粒大的嫩芽，那一刻，我沉寂的心被
颤动一瞬。

儿时总爱蹲在奶奶的小院里，看
她侍弄花草。不同于别人家规整的花
坛，奶奶的园子像被打翻的调色盘：锈
迹斑斑的旧水缸里浮着睡莲，废弃的
轮胎被改造成花架，缠绕着紫藤。最
特别的是墙角那株老茉莉，每到夏夜，
层层叠叠的白花缀满枝头，甜香能飘
满整条巷子，我缠着奶奶要学种花，她
笑着剪下几枝健壮的茉莉，教我扦插。

我以为养茉莉不过是插枝，浇水
这般简单。找了一个闲置花盆，随意
填满园土，把枝条直直插入，每天浇个
透湿。奶奶总在旁边叮嘱：“别浇太多
了！”我却只当耳旁风。邻家的月季开
得正艳，我的茉莉枝条却渐渐发黑、腐
烂，失望的我把花盆踢到角落。而奶
奶仍精心照料着她的花草们，施肥，修
剪，只是这些都无与我无关。

钢琴考级临近，可反复出错的指
法让我陷入自我怀疑。某个雨后的黄
昏，奶奶拉我来到小园子，湿润的空气
中酝酿着泥土的气息。突然，我在那
盆被我遗弃的茉莉前怔住了——几根
焦黑的枝上，竟冒出了星星点点
的嫩芽！它们像害羞的孩童，
怯生生地探出头，叶片还带
着被雨水冲刷的痕迹，但倔
强地迎着光生长。“茉莉最
是坚韧，只要根还在，就终
有重新开花的一天。”奶奶
的话，深深印在我心底。

我重新坐回钢琴前，像
茉莉等待绽放，耐心打磨每一
个乐段。心里的那株茉莉，正冲
破失败的阴霾舒展嫩绿的叶片。当它
终于在月光下开出第一朵白花时，当
它终于散发出清甜的香气时，我知道，
属于我的花期，终将来到。

晨风轻拂，重生的茉莉在阳光下
轻轻摇曳，那些曾被我充分利用的时
光，如今都化作了绽放的力量。

【老师点评】
本文借茉莉坚韧串联学种花失

败、钢琴考级遇挫经历。作者描写茉
莉从“焦黑的枝丫”到冒出“星星点点

的嫩芽”，叶片“带着被雨
水冲刷的痕迹，但倔

强地迎着光生长”的
生长变化，让读者
真切感受到生命
的力量。作者从
生活小事中挖掘
出深刻哲理，展
现出对生命韧性

的思考，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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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运动会上的接力赛，总需要四个人默契
配合；而深夜台灯下写作业的身影，却只能独自
面对难题。这让我常常思考：人生到底更需要伙
伴同行，还是坚持自我奋斗？其实，真正的人生
智慧，在于既能和朋友携手并进，也要学会独自
面对挑战。

和优秀的人在一起，就像乘上了顺风的船。
牛顿说：“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他年轻时在剑桥大学遇到巴罗教授，正
是这位老师把数学知识倾囊相授，才让牛顿后来
发现万有引力。我们班的小陈同学原本数学不
好，自从和数学课代表成为同桌后，每天放学都
留下来请教问题，这次月考竟然考进了班级前十
名。就像春天里互相依偎着生长的竹子，好的同
伴能让我们成长得更快更直。

但人生总有些路必须自己走。爱迪生发明
电灯时，实验室里常常只剩下他一个人对着各种
灯丝材料反复试验。我们学校文学社的小林同
学，为了准备全市作文比赛，整整一个月放弃午
休时间，独自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修改文稿，最终
获得了特等奖。想要真正做好一件事，就必须有
耐得住寂寞的勇气，就像沙漠里的胡杨树，越是

干旱越要把根扎得深。
把团队合作和独立精神结合起来，才能

走得更稳更远。居里夫人在实验室里和丈
夫皮埃尔共同研究放射性物质。丈夫去世
后，她依然坚持独自完成科学研究，最终两
次获得诺贝尔奖。这让我想起上学期科技
节，我们小组共同设计机器人，虽然经常因为
想法不同争得面红耳赤，但每个人都主动承担

了不同的任务，最后还拿了年级第一。这就像
大雁南飞，既要排成整齐的队形借助气流，每只

大雁也要自己不断拍打翅膀。
看着教室墙上“团结协作”的标语，再摸摸课

桌上自己贴的“今日事今日毕”的便利贴，我渐渐明
白：朋友就像雨天共撑的伞，能帮我们遮挡风雨；而
独自前行的勇气，则是照亮脚下路的灯。

【老师点评】
文章通过校园运动会默契配合的团队和深

夜台灯下独自写作业的自己引出“人生到底是需
要与伙伴同行，还是自我奋斗”的核心话题。先
通过牛顿与小陈同学的事例，阐释了“与朋友携
手并进”的合理性；再通过爱迪生和小林同学的
事例，论证了“独自面对挑战”的重要性；最后再
通过居里夫人和自己的经历，将两者的关系辩证
统一起来。本文事例典型，文脉清晰，说理层层
推进，饱含青春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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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自古就是中华的美德。那额角淌过的
汗珠，手上粗糙的纹路，发自内心的成就感，都是
劳动的体现。

一个周末，我们前往乡下老家。我好奇地问
爸爸：“我们要干吗呀？”爸爸摸着我的头回应：

“我们来挖藕！”听到“挖藕”两字，我兴奋得差点
跳起来。我立马跑到池塘边，那翠绿如伞似的莲
叶高低错落，层层叠叠。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裤管卷到膝盖以上，
先用脚触到泥面，淤泥远比想象中黏稠，像是无
数双冰凉的手拽着我的脚踝，每走一步都会“咕
嘟”冒起一串褐色的气泡。我艰难地移到一个肥
大翠绿的莲蓬下，脚趾在泥里笨拙地踩动寻觅。
当脚探查出一点藕尖后，我弓着腰，用手顺着藕
尖上下摸动。

突然，我在泥巴深处摸到了一节又硬又滑的
东西，满心欢喜地大喊：“我摸到了！我摸到了！”我
挪了挪脚，调整姿势，把手插进藕两旁的淤泥里，把
它周边的淤泥多刨开一些。当我的脸还有那么一
厘米就要和泥水来个亲密接触时，双手摸到了整
节圆柱形的藕。我咬紧牙关，用尽全身的力气，奋
力一掰，只听“咔嚓”一声，三节沾满黑泥的藕段破
水而出，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玉色。它全身裹满
了泥土，光溜溜的，犹如一个大泥宝宝。随后，我又
接连挖出许多藕。那一刻的惊喜，像是考古学家
触到了地下的青铜器。

收工时，我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
小腿上爬着细小的血痕，但看着竹筐里这么多收
获，心里生出一种愉悦。突然觉得这些伤痕都变
成了勋章。晚风送来荷塘残存的清香，期待明年
这里又会长出新的荷叶，结出新的藕。

【老师点评】
作者通过细腻真切的笔触，生动的比喻，

使得细节描写的画面感扑面而来。小作者在
劳作中超越了书本的抽象概念，触摸到了生
活的温度与哲理。不仅收获了满筐的莲藕，
更收获了“发自内心的成就感”。这是对“劳
动创造价值”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理解。

生活的课堂在脚下，最深刻的感悟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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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壮丽的玉龙雪山下，有一座石头村
落。它是纳西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至今仍有
约500户原住民聚居于此。它，就是被誉为
丽江隐秘天堂的玉湖村。

刚进入玉湖村，首先迎接我们的是一条
凹凸不平的石头路，它蜿蜒曲折地通向村的
尽头。历经岁月的打磨，路面的每一块小石
头不仅显得光滑镫亮，而且特别地坚固踏
实。沿路边有一条浅水沟，玉龙雪山上融化
的冰水汩汩流过，清澈透明。我掬一捧在手
中，冰凉刺骨，再浅尝一口，又万般甘甜，我仿
佛感受到了雪山的圣洁。

沿着石头路往深处走，两旁整齐地伫立
着栋栋错落有致的纳西小院。每个小院周围
都开满了娇艳欲滴的月季花：有红的，粉的，
白的……在阳光照耀下、在微风轻拂下，五彩
斑斓，身姿绰约。小院里是传统的纳西民居
——三坊一照壁：东、西、北面各有一排石屋，
一个四方小院被包围其中。清晨的鸡鸣、傍
晚的狗吠，还有闲暇时村民的篝火打跳，好一
派和谐祥和的生活景象。

当我穿过石头路来到玉湖村的尽头，一
下子被哒哒的马蹄声吸引住了。这是村里马
夫的聚集地：长寿亭。我挑选了一匹洁白光
亮的小马驹，让它带着我沿着雪山脚，顺着山
路，路过松林，蹚过河沟，踏过草坪，直奔玉
湖。翠绿的玉湖水面平缓如镜，清澈见底，仿
佛是大自然馈赠给雪山的梳妆镜，将四周高
耸的皑皑雪山揽入镜中，风光旖旎。

玉湖村的游览结束了。这里的每一个村
民，每一朵花，每一棵树，都是旅途中的向导，
为我们缓缓地翻开这幅隐秘天堂的绝美画
卷，让人流连忘返，久久难忘。

指导老师：崔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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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
刘兵

指导老师：
王海霞

指导老师：
谭丽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