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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书虫”浓眉大眼，乌溜溜的眼睛炯炯有
神。 可是，自从成了“小书虫”，他就有了一位形
影不离的朋友———眼镜。 他妈妈为此感到很担
心，“小书虫” 却满不在乎地说：“这样我就是个
‘博士’了！ ”

他就是我的哥哥———刘晋豫。
哥哥是个名副其实的“小书虫”，常常一看到

书，就恨不得钻进去。每次放假，哥哥就让妈妈带
他去图书馆。一到图书馆，还没等妈妈“唠叨”完，
他就直奔读书区， 如饥似渴地捧起书看了起来。
读书区里座位少，他就站着看，站到腿发麻了又
蹲着看。妈妈催他回家，他总是赖皮地说：“妈妈，
求你了，再让我看一会儿吧！ ”更有意思的是，临
走时，他总要耍小性子，不买几本书坚决不走。现
在，家里的书架“书满为患”，书桌上也堆成了小
山。

如果你在图书馆看到一个站在角落里埋头

看书，鼻梁上架着眼镜的清瘦男孩，哈哈，那可
能就是我的哥哥哦！

周口市汉阳路学校小记者作品选登
我家的“小书虫”

小记者：刘晋睿 三（5）班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诗。 苏
轼的这句诗，道尽了诗词对人生的滋养。 从牙牙学语
时吟诵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到步入小学后领悟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与阔达，
诗词始终陪伴着我，度过一个个春夏秋冬。

我每天都会和诗词 “约会 ”，饱含深情地吟咏它
们。 当声音裹着心意融入诗词，我仿佛与千年前的诗
人产生了心灵的共鸣。 起初，我觉得背诗是件麻烦事，
可坚持下来才发现，这些积累就像魔法种子，在我心
中开出意想不到的花朵！

最让我惊喜的是，写作文时，那些契合意境的诗
句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中。 以前写景，我只会说：
“哇，这简直太美了！ ”如今，我会用“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描写秋日黄昏 ，用 “稻花香里说丰
年，听取蛙声一片”形容初夏时节丰收的景象，用“九
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描写黄河的奇特壮
丽景观。 老师笑着夸我：“你呀，真是个‘小诗人’！ ”

凭借丰富的诗词积累， 我不仅成为 “诗词小达
人”，还在各类诗词比赛中屡获佳绩。 但学习诗词的意
义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场与诗人的对话。 这些与诗词
有关的事，如春天的柳絮般轻轻飘入我的记忆，让我
明白：诵读诗词不仅是学习，更是一场充满惊喜与挑
战的旅程。

现在，每天诵读诗词成了我最期待的事。 它不仅
拓展了我的视野，更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我要继续
将诗词的“宝藏”装满口袋，在古人的智慧与情怀中，
感受语言之美、天地之阔，让诗词伴我快乐成长！

（辅导老师：孙成荣）

诗词伴我成长
小记者：马臻希 四（5）班

小记者：尹米诺 四（5）班 辅导老师：孙成荣

小记者：郝梓毅 一（2）班 辅导老师：周二敏

小记者：邓艺晨 二（4）班

自从上次乌鸦被狡猾的狐狸成功骗走

一块肉之后，乌鸦一直心有不甘。
这天，乌鸦又得到一块肉，正在一棵大

树上歇脚， 恰好又被出来觅食的狐狸看到
了。 狐狸暗暗得意：“这不是上次被我骗走一
块肉的笨乌鸦吗？ 我再骗它一次。 ”于是，狐
狸灵机一动，又笑着说：“亲爱的乌鸦，您好
吗？ ”这次乌鸦学聪明了，无论狐狸怎么说，
就是不回答。 狐狸急坏了，闻着香喷喷的肉，
肚子“咕咕”直叫。

狐狸眼珠骨碌一转， 仰起头堆起笑容：
“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美丽，麻雀比起您
来可就差多了。 ”乌鸦头抬得高高的，眼睛望
着天，依然没有理会狐狸，心想：“我再也不
会上你的当了。 ”

狐狸气得在树下直跺脚。 突然，它翘起
尾巴，瞪大眼睛，假装生气地说道：“你真是
一个丑八怪，一身乌黑的羽毛，叫声也难听，
人们都称你为不祥物……” 话还没说完，乌
鸦就开始反驳，“啪”的一声，肉掉进了狐狸
的嘴巴里。 狐狸高兴极了，叼着肉一溜烟跑
了。

乌鸦望着远去的狐狸， 一边嚎啕大哭，
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是一只笨乌鸦，又
上狐狸的当了。 ” （辅导老师：化培丽）

《狐狸和乌鸦》续写
小记者：李瞡赫 一（5）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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