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来越勇敢
襄城县库庄初级中学 九（4）班 姚诚心

中秋节

襄城县城关镇文化市场中心小学
二（1）班 李畅澈

（辅导老师 乔玲娜）

玉米螟
襄城县城关镇中心路中心小学

四（1）班 杨宝淙

我和书的故事
襄城县文昌小学 六（5）班 李雨瞳

书，像一盏路灯，在黑暗里为你照
明；书，像一把钥匙，为你打开知识的
大门；书，像一个指南针，为迷失方向
的你指路……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 ”书就是我的知心朋友，陪伴
着我长大，教会了我许多道理。

“网课听了没？起床听课去！”每天
清晨， 我都是伴随着妈妈的唠叨起床
的。 可是那天， 我的眼皮像灌了铅似
的，怎么睁也睁不开，朦胧中，我拒绝
不了美梦的侵袭，又睡着了……

一阵刺眼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
我惊醒了， 下意识抬起手来看……不
好！ 都已经上课 40 分钟了！ 我以惊人
的速度拿出电脑，听起网课来。

刚听完网课，妈妈就下班回来了，
两个眼睛仿佛冒着火 ：“你怎么起晚
了？ 我都说了有网课……”“我以后不
想听了 ， 都不能给我一点课余时间
吗？”我沮丧至极。妈妈没有说话，只是
默默地把一本书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轻轻地翻开书， 书好像有魔力
似的 ， 把我的烦恼和不满统统吸走
了———因为我被主人公遇到困难不退
缩、坚持不懈的精神打动了！我立志向
他学习！

书啊！ 谢谢你！
（辅导老师 王晓粉）

“这道题听懂了吗？ ”
这是今天数学课上，我在为同学

们讲解题目。 站在讲台上的我侃侃而
谈，没有丝毫的紧张。 对比几年前的
我，我才发觉我的变化非常大。

几年前的我有点儿害羞，有点儿
胆怯。 记得我是小伙伴中最后一个学
会骑自行车的，还为了考试成绩不理
想不敢回家……

七年级时 ，有一道题很难 ，很多
同学都不会 ，但是我做出来了 ，可是
老师问的时候，我却不敢说出来。 老
师发现我这道题做对了，下课后找到
我说：“这道题你做对了，为什么不大

胆地说出来呢？ ”“我不敢。 ”老师语重
心长地说 ：“你要大胆一些 ， 自信一
些 ，你要相信 ，同学们不会因为你的
失误而嘲笑你，只会因为你的优秀而
把掌声送给你。 ”

从那之后， 我渐渐变得自信、变
得勇敢， 回答问题的频率增加了，声
音也越来越大，从一个怯懦内向的小
女孩变成了勇敢自信的少年。

今天早上，数学老师让我上讲台
讲题，我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 “这道
题，因为……听懂了吗？ ”我的话音刚
落，讲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辅导老师 王爱霞）

中秋
襄城县城关镇南大街回民中心小学

四（6）班 宋梓霄

即时互动：官方微博 @ 许昌晨报小记者 官方微信 xuchangxjz 新闻热线 4396865

２０21 年 9 月 30 日 星期四
编辑 任佳琼 校对 李嘉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电话 4396865 E-mail：xiangchengxjz@163.com

许许昌昌报报业业传传媒媒集集团团
襄襄 城城 县县 教教 体体 局局

联联合合
主主办办

襄襄城城专专版版

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南席老虎舞

许昌非遗

《开学第一课》观后感
襄城县实验小学 五（2）班 胡旭静

据 《洧川沧桑 》记载 ，南席
镇胡街老虎舞始创于唐代天宝
年间，兴盛于明清时期，千百年
来在长葛、洧川、鄢陵等地广为
传演，长演不衰。

传说， 唐朝时几位宋姓猎
人猎杀了一只老虎。 剥下老虎
皮，吃掉虎肉之后，有人见虎皮
好看，就披在身上跳动、追逐玩
耍，甚是好玩。 后来，他们便在
五谷丰收和年节之时披上老虎
皮玩耍，用于庆贺、驱邪、嬉闹、
逗乐。 这便是老虎舞的起源。

老虎舞俗称 “玩老虎”，为
一项集体活动。 虎头虎尾各 1
人，领虎 1 人，还有 4 到 6 人吹
奏海螺号等。 表演时，舞者与乐
队配合得恰到好处。 作为典型
的古老民间集体舞蹈， 老虎舞
在 1000 多年的传演过程中，形
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 比如，老
虎舞清一色使用男性演员 ，洋
溢着粗犷、豪迈的气势，具有强
烈的民俗舞蹈艺术元素。

老虎舞是中原地区流传下
来的罕见的集体舞蹈形式。 南
席镇胡街村农民艺人代代言传
身教，让老虎舞流传至今，南席
镇因此被文化部命名为 “虎舞
之乡”，南席老虎舞也被确定为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栏目材料由许昌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

记得去年的中秋佳节， 我们一家
人在小区的花园赏月。

只见天上挂着一轮杏黄色的满
月，娴静而安详，散发出温和的光芒。
我不时抬头望向天空， 星星一闪一闪
的， 好像在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玉兔在
干嘛。 我也好奇天上的玉兔和嫦娥姐
姐在干什么。 我想，他们应该在吃着香
甜的月饼吧！

我喜欢中秋的月亮，美丽，皎洁。
渐渐的，我被迷人的月光陶醉，和嫦娥
姐姐及玉兔一起遨游太空， 还吃到了
可口的月饼！ （辅导老师 苏笑鹤）

一天早上，妈妈剥玉米的时候发
现了一条毛毛虫，玉米里面的虫子叫
什么名字？ 我感到十分好奇，于是我
用手机百度了一下，这种在玉米里的
虫子叫玉米螟。

我把它放在地上，仔细观察这个
小东西。 它向一个红色的袋子爬去。
它在袋子底部探头探脑了好一会儿，
好像在确定从哪里往上爬。 我以为它
会沿光滑的线路向上爬，没想到这小
家伙还是挺聪明的，并没有选择比较
光滑的部分 ， 而是朝粗糙的边缝爬
去。

它往上爬一点儿，就伸长身子左
右看……妈妈拿着刀把儿想拦着它，
它居然顺着刀把儿爬了上去。 刀把儿
上有小缝隙，它想钻进去 ，不过缝隙
太小了，它试了几次都钻不进去。

它是不是想找一个家呢？ 于是，
我拿了个塑料盒子 ，垫上生菜 ，把它
放了进去。 等我再见到它的时候，生
菜上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原来它饿坏
了。

观察玉米螟真有意思。
（辅导老师 马真）

大家都看今年的 《开学第一课》
了吗？ 我看完后很受启发，也很感动，
为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所感动，为祖
国的繁荣发展感到自豪，为创业者们
的奉献精神而赞叹！ 下面我来给大家
讲述一下我的感受吧！

《开学第一课》开始，电视上首先
出现的画面是 1921 年， 中国贫穷落
后，人们吃不饱，穿不暖，还饱受战乱
之苦！ 旧中国的悲惨生活，激发了先
辈们的革命理想 ， 他们抛头颅洒热
血，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

今年 7 月 1 日是党的百年华诞，
全国各族各界群众和学生代表齐聚
北京天安门广场，怀着无比激动的心
情为党庆生， 其中就有何晓莉姐姐。
她驾着“战鹰”，和八一空军表演队的
战友们一起用 9 架战机摆成 “71”的
形状，通过天安门上空 ，接受党和国
家的检阅。 她可真是我们女孩子的骄
傲和榜样啊！

最令我难忘的是守边英雄拉齐
尼·巴依卡。 他们一家三代克服恶劣
的自然环境，守护着祖国西大门的安

全。 2021 年 1 月 4 日他不顾生命危险
勇救落水儿童 ，孩子得救了 ，可勇敢
的拉齐尼叔叔却不幸牺牲！ 当人们发
现他时，他全身已经冻僵 ，但双手依
然保持着托举落水儿童的姿势……
他的儿子说：“我长大要像爸爸一样，
当一名守边人，接替爸爸守护边防。 ”

彭士禄爷爷从一名孤儿成长为
一名伟大的科学家。 张桂梅奶奶不顾
身体疾病坚持办女高，托起贫困女生
人生梦想的举动更是令人赞叹！

我崇拜的奥运健儿杨倩姐姐说：
“不要小看自己的付出， 也不要害怕
会失败。 ” 三位航天员叔叔用有趣的
实验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七
一勋章获得者寄语我们：“拥有知识、
拥有自信、拥有梦想，为理想而奋斗，
就会有收获！ ”

《开学第一课》给了我很多感动！
理想是火，点燃未来之光；理想是石，
铺就奋斗征程 ；理想是光 ，照亮复兴
之路。 今后，我要刻苦学习，努力掌握
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辅导老师 赵孝甫）

我的乐园是校园的操场。
进入校园，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

高大的树木，像守卫边疆的战士。 接
着是红色的塑料跑道 ， 仿佛一条长
龙。 体育课上，同学们会围着跑道跑
操。 操场中间是我们做操的地方，第
一节课后， 我们便面对朝阳做早操。
操场最中间是国旗台， 每到星期一，
同学们便会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操
场升国旗。

操场上还有两个篮球架。 操场的
西北角是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

下课铃一响，同学们就像刚出笼
的小鸟一样，飞快地冲出教室 ，奔向
操场。 操场上顿时热闹起来，有的同
学在跳绳，有的打篮球……

上课铃响了， 同学们依依不舍地
离开了操场，过了一会儿 ，教室里便
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小鸟也叽叽喳喳
地叫起来，好像在读书呢！

美丽的操场啊，我在这里洒下了
汗水，得到了欢乐。 这就是我的乐园，
美丽的乐园！

（辅导老师 赵樱果）

我的乐园
襄城县城关镇南大街回民中心小学 四（4）班 刘怡菲

今天 ，我读了 《鲁班学艺 》，这本
书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鲁班每天勤学苦练，虚心请教他
人，决不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 有一
次， 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山上采药，在
爬山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脚上
鲜血直流，他却一声不吭，没有放弃。

而我，一遇到困难就退缩。 有一
次，我去辅导班 ，出发前突然下起了

蒙蒙细雨，我就对爸爸说：“今天不去
吧，下雨了 。 ”爸爸怒气冲冲地对我
说：“下这么小的雨，不碍事儿。 ”于是
我就哭着找各种理由，最终没有去。

读了这本书后，我明白了自己以
前的错误。 我决定以后也要像鲁班一
样，遇到困难不退缩。

（辅导老师 陈亚利）

读《鲁班学艺》有感
襄城县文昌小学 五（6）班 盛怡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