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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画的感悟
和平区新华南路小学五年（14）班 丁玥晗

暑假快来了，妈妈为了防
止我玩手机，买来了拼图。哼，
我才不感兴趣呢！
“快来看看，这个也不想拼

吗？”那天晚上，妈妈在桌上铺
上灰色的拼图毯，拿出拼图模
板。我瞟了一眼，咦？原来是
这图案！傲然屹立在山巅的一
座宫殿，披着红黄白三色鲜艳
的彩衣，黄色宫顶闪着金灿灿
的光芒，更显得宫殿巍峨壮
丽。这不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
西藏布达拉宫嘛！那年暑假因
为疫情没有旅游成，我还遗憾
了好一阵。如今看到它在拼图
上现身，我立刻有了跃跃欲试
的冲动。
“哗！”我把拼图往毯上一

倒，它们像一个个不听话的小
淘气，东倒西歪。不就一千片
嘛，有什么难的？我信心满
满。然而一晚上过去了，我却
连四个边都没搞定。第二天、
第三天晚上我都在和它们较
劲，四个边好不容易拼全了，但
中间的部分更加难拼，我烦躁
地把拼图随手一推。

上周六午饭后，看着在拼
图毯上躺了好几天的拼图，我
决定最后一搏。但是当我拼
时，发现真的好难，眼前密密麻
麻的一大堆，颜色和形状都差

不多，太难区分了。看着是对
的，拼的时候却一会儿这不对
了，一会儿那不对了，急得我额
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却需
要不断地从头再来……我感觉
自己太笨了，不会拼成功的。

这时，妈妈走了过来，拍了
拍我的肩膀，说：“心急吃不了热
豆腐，拼图就是当你心浮气躁之
时，考验你的坚持和耐心。”看着
妈妈充满鼓励的眼神，我握紧拳
头，做了个加油的动作。“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
我心静下来之后，发现了拼图的
小窍门——往往几个图片拼好
后，就能把一大片图片都拼得严
丝合缝。我的心里涌起了希望，
刚才一团乱麻的拼图被我一个
个各就各位，一幅美好的画卷不
断延伸……

终于到了转天下午，拼图
全部完成了！我看着拼图毯上
完整的布达拉宫，每一个细胞
都是愉悦的，仿佛自己就是这
座宫殿的主人。原来我并不
笨，可以把复杂的图片拼好！
我朝妈妈笑着，伸出食指和中
指，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在和拼图“斗智斗勇”的过
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坚持和
耐心的力量。

指导教师：张环

和拼图“斗智斗勇”
和平区西康路小学三年（2）班 李宛桐

逐梦之曲
和平区新星小学五年（8）班 于跃

端午假期，我和爸妈转过
盘山脚下，一家面馆遮隐在一
片树荫中。一股飘香的味道穿
过林木的遮掩扑鼻而来，吸引
着我们快步走进了这家面馆。

上前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十
多岁的小姐姐，她热情地摆好餐
具，拿起菜单为我们介绍着自家
特色的“金汤牛肉面”。“这可是
我家祖辈传下的手艺，味道绝对
正宗！”小姐姐流露出自豪的神
情，使我不禁咽了一下口水。

小姐姐的爸爸正在灶台边
的大锅前忙碌着，我忍不住近
前观看。沸腾的面汤在锅中翻
滚，浮出一个个金黄色的气泡，
沾满面粉的面团码放在案板
上，各种配料和食材整齐地摆
放在案台边。

这时，叔叔用套袖抹了一
把额头上的汗珠，动作熟练地
拿起一块面团。只见他两手捏
住面团的两端，拍打、揉搓成一
个粗条，之后不断向两边延伸、
抻展，双手边抻边轻轻地抖动
着。接着，他离开案板，面向大
家展示，先将两只胳膊伸长，再
将面团向空中抛起，一下子悠
起有一人高。“好！好！”在食客
们的一串叫好声中，他轻松地
用两手往中间一合，面团瞬间
变成了两股。之后又是多次重

复地折回、抻拉，面条在空中不
断被抛起、接住，在抻合之中变
成四股、八股、十六股……到最
后大家已经数不清多少股了。

叔叔轻盈的动作就像一场
充满着魔力的手舞表演，面团
在他的手中旋转翻越。转眼
间，面团像被施了魔咒般成了
粗细均匀的细条，他利落地将
面条向脑后一甩，宛如仙女散
花一样将面条下入锅中。“祖传
的手艺，我是第十代传人了！”
叔叔一脸憨笑着和热情的食客
们寒暄着。

煮熟的面条在锅中翻腾。
小姐姐轻挑起出锅的面条捞进
碗里，盛一勺金黄的汤，撒上葱
花和香菜，几滴诱人的辣椒油
散开在面汤上，一碗色泽诱人、
鲜香四溢的金汤面端上了饭
桌。我夹起面条轻吹一下热
气，迫不及待地放入嘴中，面条
中透出醇香的肉汤味道，恰到
好处的火候使面条的口感筋道
又入味。再嚼上一口汤中软烂
入味的牛肉，齿间回味着肉的
浓香与面的甘香。

在这个山间毫不起眼的小
面馆里，我看到了技艺的传承
与延续，还有金黄色面汤中那
份浓浓的匠心。

指导教师：王媌

匠心的“金汤面”
和平区四平东道小学三年（7）班 王瀚尧

爱美的生活家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四年（1）班 聂雨涵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双手就好似搭载我们驶向理想彼岸的小船。

妈妈能把一块布、一个苹果变成艺术品，一碗面里有厨师的传承与创新，在观察他

人的过程中，同学们动手又动脑，悟出不少道理，无论是拼一幅图，还是录一段弹唱

视频，抑或画一张画，心灵手巧的同学们在探索世界时，都有了成长的收获与感悟。

夏夜，虫鸣，阵阵琴弦音。
此时，架在我右腿上的木吉他如
千斤巨石般沉重，因为它已经在
我腿上“躺”了四个小时了。

上周六傍晚，我刷妈妈的手
机看演奏，看到一位抱着吉他自
弹自唱的小姐姐，弹得好又唱得
好。我马上动了模仿她唱一曲
的念头，并录成弹唱视频，于是
打开软件开始搜曲谱。

然而搜了半天也没找到谱
子，我只能将歌曲循环播放，一边
听一边观察视频中小姐姐的手
型。吉他里有几个和弦的手型非
常特殊，当我发现她在指板上按
的手型类似于一个山字形时，便
一眼认出是G和弦。我赶紧在吉
他上试了试，发现真的找对了！

接下来开始了录制，可是进
展得不顺利。第一遍录着录着
忘记歌词，尴尬地停了好久；第
二遍没忘词，可是有个地方弹错
了；第三遍录得不错，然而正当
我要唱完最后一句完美收官的
时候，妈妈的一句“儿子吃饭啦”
穿插到歌曲中，只得重录。

晚饭后我继续录了很久，烦
躁的我在琴弦上乱扫一气。望
向窗外，刚才还是一幅晚高峰拥
堵的场景，现在路上已经没什么

车了。我一看挂钟，啊，都夜里
11点了！

我揉着因按和弦而酸痛的
手，准备收吉他的时候，还是迟
疑了。真的不再试一次了？那
这一晚上的努力不就白费了
吗？那些我喜欢的歌手录歌的
时候，不知道录了多少遍，可他
们都选择坚持，即便已经唱得很
好了，仍要追求完美。我不能就
这样放弃啊！

于是我重新拿起吉他，调整
状态，自拍开始。一会儿，闷音
技巧仿佛一下将我带入世外桃
源，那里有幽幽山谷和明媚的阳
光，我独自一人徘徊其间；轻轻
抬起压在琴码上的右手，幽静的
山谷忽然变成一个舞台，一缕月
光照在舞台中央。我仿佛置身
舞台，开始放声高歌……

终于录出了自己最想要的
声音，感觉视频中的嗓音是那么
悦耳，琴弦声是那么优美。这一
刻，我被自己的坚持和对高质量
声音的追求所感动！

虽然视频只有短短一分钟，
但是这背后，是一次次的拍摄，
一次次的崩溃，和一次次因逐梦
而选择坚持的决心。

指导教师：姜楠

杨丽莉 绘

“小作者读今晚小作文”栏

目，由《今晚报》“小作文”专刊

和天津经济广播“妈咪宝贝”节

目联合推出。每周四，打开《今

晚报》“小作文”专刊看作文；每

周日，关注天津经

济广播“妈咪宝贝”

节目听作文。

（扫码听小作者朗读）

上周日一大早，我小心翼翼
地将百合、康乃馨、玫瑰等几种花
放在桌子上，生怕碰到花头，然后
开始跟妈妈学插花。

不久前我放学回家，一进自
己的卧室，目光就被一个小桌子
吸引住了。这小桌子真漂亮，蓝
色的桌面上烫着许多金色的小碎
花，以前那里放的可是几个收纳
箱。我问妈妈：“怎么又给我买新
书桌了？”“不是。”妈妈笑了起
来，“我今天买了一块布，就是这
块有金色碎花的蓝布，然后就像
你做手工那样，按照收纳箱的长
宽高裁好布，包在箱子上。”她略
带自豪地问我是不是挺漂亮？我
忍不住赞叹：“收纳箱都能变成艺
术品，妈妈真厉害！”

我以为妈妈不过是一时兴
起，因为她每天下班就做饭，还要
辅导我做作业，无暇关注周围的
美。可是，很快就发现我想错了，
妈妈原来真是一位善于创造美的
生活家！

疫情过后，我邀请小区里的
小伙伴来家里玩。我们正在又唱
又跳之时，妈妈端着一个盘子走
过来，笑着说：“给你们补充点体
力。”白色盘子里是一幅水果拼盘
画，小伙伴们围在盘子前忍不住
发出赞叹：“哇，真漂亮！”原来，妈
妈把每一个苹果都平均切成十
份，用切下来的苹果瓣拼成一只
大“蝴蝶”，在“蝴蝶”的周围，她还
用剩下的小碎块拼了许多红色的
小花。我们欣赏着妈妈的大作，
举着牙签，不忍吃。此时此刻，我
仿佛就是那只“蝴蝶”，来到了盘
子里那片静谧的花田，扇动着翅
膀，在一片芳香中翩翩起舞。
“花茎太长，会使花头往下

垂，就不会美丽地绽放了。”妈妈
的话，打断了我的沉思。只见她
拿起剪刀，比较着花瓶的高度，仔
细地剪下多余的茎。我也学着妈
妈的样子，斜着花枝，竖起剪刀，
仔细修剪起来。

按照妈妈教我的，我把花茎
长的花缓缓放入已放好水的花瓶
中，尽量放在正中的位置，然后逐
一把花茎短的摆在周边，形成一
个有斜面的圆形，好让花儿痛快
地喝水，同时注意花枝之间不缠
绕且保留一段距离。慢慢的，一
丛精美的花束从我的手中诞生
了。我欢喜地把花瓶摆放在“新
书桌”上，期待它的芬芳。

我要像妈妈那样，做个创造
美的生活家。只要有一颗爱美之
心，人人都可以拥有美丽的生活。

指导教师：林欣

用双手探索世界

这里是斜线，那里是椭圆
形，这里是三角形……开始画
了。“书上说红领巾要画小，裙子
也要小，袖子要长一点……”上
周六午后，我坐在小区亭子里，
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仔细地画着
一位小女孩的每一部分，恨不得
每一笔都和书上画得一模一样。

在我的心底，一直长着一株
喜好画画的小树苗。空闲的时
候，我总会动动画笔在本上随意
地涂画。见我喜欢画画，妈妈给
我买来绘画的工具书，书上有手
绘的上手方法、各类简单易学的
小插图、如何绘制常见的表情包
和图标、一些人物素描作品等，
我如获至宝地学起来。每个周
末，我都会拿起画笔，照着书上
的范例画起来。

小女孩画好了！我开心地
举起来欣赏，却一下怔住了：整
个画面与我想象的一点也不一
样，人物动作看起来非常奇
怪。为什么？我明明是照着书
上分毫不差画的，怎么会失
败？我仔细地翻看工具书，心
中十分困惑。

突然，一位蹲在地上玩耍的
小男孩闯入视线，让我心中豁然
开朗：男孩的身体比例显然和大

人的不一样啊！看来必须根据
人的高矮胖瘦进行等比例调整，
才能画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这
突如其来的领悟让我开始环顾
四周，看着小区里来来往往的大
人们，我惊讶地发现：弯着腰扫
地的保洁员，正在搬箱子的快递
小哥，就连坐在长椅上刷手机的
妈妈，上身也是有前倾线条的。
与书中的人体范例相比，现实中
的人体线条要自然多了。原来，
人是有曲线美的，有骨骼和肌
肉，唯有运用自然的曲线才能描
绘出人物最真实的动态。

我兴奋地画起来，在阳光
照射下，我拿着画笔的手出现
了阴影。对啊！写实绘画怎么
能少了阴影呢？我连忙捕捉正
在玩耍的每个孩子的身影，一
边观察，一边打线稿。终于，我
画出了一个身体曲线自然、有
阴影烘托的小女孩。我又在她
的身后画了些大树，体现近大
远小的透视关系，整个画面看
起来生动极了。

这次画画探索让我收获颇
丰。对于学画者来说，不能光看
书，一定要学会观察，在探索中
寻得突破。

指导教师：徐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