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记者 韩奕铭
什 么 是 真 正 的 友 谊 呢 ？

当我读了 《夏洛的网》 一书
后，才找到了答案。

这本书讲的是小猪威尔
伯和蜘蛛夏洛之间发生的故
事。在朱克曼家的谷仓里，
快乐地生活着一群动物，小

猪威尔伯和蜘蛛夏洛建立了
真挚的友谊。然而一个坏消
息打破了谷仓里的平静：威
尔 伯 在 圣 诞 节 将 会 被 人 杀
死，做成熏肉火腿。作为一
只猪，悲痛欲绝的威尔伯似
乎只能接受任人宰割的命运
了。然而，看似渺小的小蜘
蛛夏洛却说要救威尔伯。于
是，夏洛在猪栏上织出了被
人类视为奇迹的网上文字，
这些赞美威尔伯的文字彻底
改变了威尔伯的命运，终于
让威尔伯在集市的大赛上赢
得了特别奖和一个安享天年
的未来。但在这时，蜘蛛夏
洛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之后威尔伯带着悲伤和感恩
抚养了夏洛的孩子。

《夏 洛 的 网》 有 一 段 内
容 令 我 感 触 很 深 ： 它 虽 然

热 爱 它 的 子 孙 、 孙 子 女 、
曾 孙 子 女 ， 可 是 这 些 新 蜘
蛛 没 有 一 个 能 取 代 夏 洛 在
它 心 中 的 位 置 ， 夏 洛 是 无
可 比 拟 的 。 读 完 这 段 话 ，
我 已 经 热 泪 盈 眶 ， 有 什 么
比 朋 友 之 间 无 比 珍 贵 的 友
谊更令人感动呢？

合上 《夏洛的网》 一书
时 ， 我 的 内 心 久 久 不 能 平
静。夏洛在文中对威尔伯说
过：“我不会让你死的，威
尔伯，我的朋友。”这是朋
友之间多么纯洁的友谊。那
么，什么是真正的友谊呢？
夏洛和威尔伯之间的友情就
是，从夏洛织的那张网中，
我 懂 得 了 真 正 的 友 情 是 付
出、爱与无私。我也深信，
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不计较得
失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夏洛的网》读后感

■本报记者 张腾飞
“我读了《夏洛的网》感受

颇多，深深地被这本书吸引
了，它激起了我心中无尽的爱
和温情，令人百读不厌。”在小
记者荐书会上，小记者韩奕铭
向大家推荐了 《夏洛的网》 一
书，并说出了推荐理由。

《夏洛的网》一书由美国作
家 E·B·怀特创作，共 22 章，
故事内容较为容易阅读和理
解。《夏洛的网》故事情节虽简
单，但作者却用只言片语将夏
洛，威尔伯，坦普而顿，费恩
之间的画面勾画出来，语言凝
练鲜明，幽默生动，具有很强
的感染力。作为一位儿童文学
家，作者特有的语言幽默在

《夏洛的网》 中表现得淋漓尽

致。同时，该书也通过极具特
色的文字向读者传递出了细腻
的情感表达，如在 《夏洛的
网》 中夏洛与威尔伯在开篇与
结束的两处对话中所隐藏着的
浓浓的友情无处不让小读者们
的内心都产生了巨大的共鸣。

“夏洛用蜘蛛丝编织了一张
爱的大网，威尔伯在这张网里
健康、快乐地成长。我们对待
朋友也要像夏洛一样，当朋友
有困难时，我们要想尽办法帮
助朋友渡过难关。当我们得到
朋友帮助时，要像威尔伯那样
懂得感恩。”韩奕铭说，夏洛和
威尔伯的友情故事令人感动，
希望有更多的人去阅读它，感
受其中流露出的美好、温情、
憧憬与爱。

“小记者荐书会”推荐书目
《夏洛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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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18 日，由漯河日报社联
合印象少儿书画学校共同举办
的“漯湾古镇杯”小记者现场
绘画比赛在漯湾古镇展示中心
举行。两天时间里，300余名小
记者参观中式建筑，用画笔描
绘理想家园。

10月17日14时许，尚未到
出发时间，已经有不少身穿红
马甲的小记者来到许洼小学门
前集合。随后，小记者和部分
家长乘坐大巴车，来到位于飞
凤山路与澧南新路交叉口附近
的漯湾古镇展示中心。漯湾古
镇景区的澧河院子包含了苑、
园、坊、院的中国风建筑，引
得小记者和家长们驻足欣赏。
当听到工作人员介绍，漯湾古
镇将建成集餐饮美食、旅游零
售、酒店客栈、食企展示、亲
子 休 闲 、 文 化 公 建 、 生 态 娱
乐、配套服务、企业商务、健
康养生、中式民宿于一体的文
化旅游胜地，并致力打造成为
中国美食文化源著地、漯河城
市 会 客 厅 、 中 原 旅 游 夜 归 地
时，大家感慨这里就是理想中

的家园。
随后，小记者来到附近的

广场，准备参加绘画比赛。工
作人员把水彩笔和白纸发给他
们 。 主 持 人 宣 读 完 比 赛 规 则
后，小画家们在白纸上挥舞起
彩色的画笔，释放着自己绘画
的天分，他们用稚嫩的小手和

丰富的想象力，尽情地描绘出
一幅幅生动、有趣的图画。这
些画基本都跟房屋有关，很多
孩子选择临摹漯湾古镇的大门。

比赛结束后，评审团的老
师认真地审视每一幅画，并有
针 对 性 地 进 行 点 评 。 最 终 公
开、公正地评选出了特等奖、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
秀奖，并为获奖小记者颁发了
证书和精美的奖品。

小记者们在合作中分享，
在分享中成长。“我把这次比赛
当成一次写生，一开始就打算
寻找眼前的场景去画。所以，
就画了漯湾古镇的大门。”今年

11 岁的小记者朱彦依告诉记
者，这次参观漯湾古镇，她被
中式复古的建筑吸引，感觉这
就是她理想中家的模样，最后
画了这个庭院的大门。

“我画的是一所房子，参观
完漯湾古镇后，我也设计了一
套自己喜欢的庭院。”小记者彭
于 忆 告 诉 记 者 ， 这 次 参 加 比
赛，她的收获很大，不仅锻炼
了在短时间内完成一幅绘画作
品的本领，还获得了奖状和奖
品，很受鼓舞，也很开心。“如
果时间再充裕一些，我能画更
好。今天我还和身边参赛的小
记者成了朋友，和新朋友一起
构思、一起画画，很开心。”小
记者张雅茜高兴地告诉记者。

“孩子有想法就应该大胆地
展示出来。”家长陈连娜告诉记
者，这样的活动，很锻炼人。

“我闺女加入小记者团两年多时
间 了 ， 参 与 过 很 多 活 动 和 比
赛，原来比较内向的孩子现在
变得活泼、勇敢了。”一名小记
者家长说，希望孩子以后多参
加这样的活动，不仅长见识，
还锻炼胆量。

用画笔描绘美好家园

绘画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张腾飞 摄

■文/本报记者 孙 震
图/本报记者 张腾飞

10 月 17 日～18 日，在召陵
区实验中学报告厅，作文教学
名 师 刘 波 涛 为 召 陵 区 许 慎 中
学、召陵区实验中学、示范区
双语学校三所学校近 200 名小
记者及部分家长做 《作文就在
身边》小学作文专题讲座。

刘波涛是我市著名作文教
学专家、省名师巡讲团成员、
省教育学会语文专业委员会理
事。他著有 《作文就在身边》

《写作动力》 等教学理论专著，
并编著有 《快乐作文课本》 22
本，其研究成果先后荣获省作
文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新课
堂论坛一等奖，辅导的学生在
报刊发表作文数百篇，曾作为
封面人物登上文心出版社 2017
年第 9 期 《作文》 期刊。其教
学方法新颖独特，擅长引导孩

子观察生活，记录真情实感。
在作文教学中，让学生易于动

笔，乐于表达。
写作文难是极其普遍的现

象。针对小学生写作文过程中
遇到的一系列难题，在此次讲
座上，刘波涛给予详细讲解，
教 给 小 记 者 如 何 写 好 考 场 作
文，快速掌握高分技巧。

“金秋十月是丰收的季节，
咱们小记者平时在这个季节都
喜欢吃什么水果？”刘老师问小
记者，小记者踊跃发言，“苹
果、香蕉、梨……”“刘老师喜
欢一种水果，就是柚子，今天
咱们用柚子写作文，好吗？”随
后，刘波涛老师用一个柚子，
教 学 生 写 五 篇 不 同 体 裁 的 作
文。学生的观察能力在不知不
觉 中 提 升 ， 写 作 技 巧 悄 然 渗
透，人物刻画、细节描写等难
题被轻松化解，把一条“作文
从标题到词语到句式到篇章”
的逻辑链清晰地呈现在小记者
的眼前。刘老师和小记者之间
一次又一次地互动，掀起讲座

的高潮，获得了小记者的热烈
掌声。

文辞堪比丰年玉，气韵犹
似幽壑兰。刘老师的讲座不仅
拓宽了小记者的知识面，更让
参与聆听的家长领略“大语文
观”的境界。召陵区实验中学
小 记 者 朱 紫 涵 的 家 长 告 诉 记
者，她的孩子在面对看图写话
时总是无从下手，听了刘老师
的讲座觉得不虚此行，收获很
多。相信这次讲座会对家长今
后如何引导孩子写作有很大帮
助。

讲座结束后，家长们围着
刘波涛老师问个不停。刘波涛
提 醒 ， 要 注 意 开 发 孩 子 的 潜
能，让他们不能局限于写老师
布置的命题作文，要激发他们
的写作兴趣，开阔视野，增长
见识，逐步成为写作妙手、实
践能手。

跟着名师学写作

刘波涛与小记者互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 宜
书） 10月19日，漯河北大附属实
验学校举行稿费发放活动，该校
领导为22名优秀小记者送去今年
第一份稿费。

漯河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对本
次活动给予高度重视。活动现
场，小学部主任张景为小记者发
放奖状、稿费并讲话，勉励小记
者再接再厉，积极投稿，争当优
秀学生、优秀小记者。“对小记者
来说，这样的活动能够更好地鼓
励他们去写作。同时，小记者的
身份让这些孩子课外生活更加丰
富，希望以后他们能够积极参与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组织的各种
校内外活动，这对他们的成长很
有意义。”学校德育部主任徐巧
霞说。

小记者们手握荣誉证书和稿

费，个个喜气洋洋。“真是太高
兴了，我的作品能登报，离不开
老师的精心指导。”小记者周雨
芊告诉记者。

仪式结束后，小记者们纷纷
表示，以后还要积极参与各项社
会实践活动，积极投稿，锻炼写
作能力，在更多的平台上展示自
己。

据了解，漯河北大附属实验
学校素来把营造“笃学慎思、博
闻善行”的优良学风放在重要位
置，联合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全
方位开展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
及 素 质 教 育 的 特 色 活 动 。 自
2017 年 该 校 小 记 者 站 成 立 以
来，联合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团
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内外活动数
十场，学生在 《漯河日报》 发
表作品近百篇。

小记者领稿费啦

小学部主任张景为小记者发放稿费。 见习记者 李宜书 摄

10月17日～18日，漯河日报社百余名小记者走进舞阳农村，亲近
大自然，感受漯河生态环境魅力。图为小记者在某农业庄园内的萌宠园
与动物互动。 见习记者 李宜书 摄

大家好，本期“小记者写作
训练课”让我们一起学习怎样写
人吧！

写人是小学作文中必不可少
的重要内容，相信小记者写过很
多人物作文吧！比如《我敬佩的
一个人》《我熟悉的一个人》《我
的妈妈》《我的老师》《我的自画
像》等。“人”既可以是身边的
人，也可以是自己。要把人物写
得鲜明、丰满，我们需要掌握写
人的方法。

一、抓住特点，写出个性

大家是否发现，有些动画人
物让人印象特别深刻，比如《大
头儿子小头爸爸》中的大头儿子
和小头爸爸。这是为什么呢？这

是因为他们有鲜明的特点——儿
子的头特别大，爸爸的头特别
小。

写人时要抓住人物的特点，
写出人物的个性。这是因为有特
点、有个性的人物才会让读者觉
得生动，因此产生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
点，可以是外貌，也可以是性
格，还可以是爱好。所以，在写
人物时，首先要思考这个人最突
出的特点是什么？有什么与众不
同之处？比如写 《我的妈妈》，
就要抓住妈妈的特点来写，可以
写外貌特点——妈妈很漂亮，可
以写爱好特点——妈妈喜欢读
书，也可以写性格特点——妈妈
很温柔。总之，要写出妈妈身上
的特点。

二、围绕特点，合理选材

我们知道，写人就要写出人
物的特点。但人物的特点是怎样
体现出来的呢？人物的外貌特点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们通过仔
细观察，生动地描写出来。人物
的爱好、性格特点，需要通过写
事情来体现。所以，写人离不开
写事。

当我们确定一个人的特点
后，就要精心选择几件能够体现
特点的事情来写。比如，如果妈
妈的特点是温柔，我们就要思
考，妈妈做过的哪些事、说过的
哪些话是温柔的。选择最能体现
妈妈温柔的事情，一一写下来，
比如：“妈妈每天晚上都会给我

讲故事”“我生病时，妈妈照顾
我”“妈妈在我难过时安慰我”
等，这些事情都能体现妈妈的温
柔。

三、描写人物，刻画细节

上面我们说到，要写最能体
现人物特点的几件事情。在写人
物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多对
人物进行描写，可以从人物的外
貌、语言、动作、神态和心理等
方面进行刻画。

比如，写“妈妈照顾生病的
我”这件事情，就可以详细写妈
妈的动作、语言和神态：妈妈抬
起手，摸了摸我发烫的额头，又
抚摸一下我的脸蛋。她不禁皱起
了眉头，眼中仿佛有闪闪的泪

光，脸上写满了担忧。她轻轻地
拍着我的背，温柔地对我说：

“别担心，吃了药，很快就会好
起来。不要怕，妈妈会陪着你
的。”有了这些具体的细节，其
他读者读起来也能从中感受到妈
妈的温柔。

所以，小记者在写人的时
候，要注意一些描写人物的视
角，如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
作描写、心理描写、神态描写
等。

关于写人作文，本期先讲
到这里。最后，让我们来复习
一下写人作文的三大“法宝”：
抓住特点，写出个性；围绕特
点，合理选材；描写人物，刻
画细节。

张腾飞 整理

描写人物有妙招

暑假的一天晚上，我和晴儿
妹妹、朗朗弟弟来到红枫广场捉
蛐蛐。

我们先找了一个空矿泉水
瓶，然后开始找蛐蛐。我们循着
蛐蛐动听的“歌声”走去，在昏
暗的灯光下，明明叫声就在脚底
下，我们却找不到它们。突然，
我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
法，我先在有蛐蛐叫声的地方悄
悄蹲下，轻轻拨开小草，发现一
只蛐蛐煽动着翅膀鸣叫着，我惊
喜地叫起来：“我找到了。”可

是，蛐蛐似乎听懂了我的话，逃
之夭夭了。于是，我又鼓足劲
头，在广场地上发现一只蛐蛐。
这次，我来了一套“蛤蟆功”：
起跳、落地、前扑，我把手拢成
小碗状，就在摸到蛐蛐的瞬间，
我突然“啊”的一声又将手缩了
回去，因为我害怕被蛐蛐咬。看
我这样，晴儿妹妹和朗朗弟弟也
不敢摸蛐蛐。这时，妈妈走过来
对我说：“我相信你一定行！”我
又重整旗鼓，瞄准一只蛐蛐，来
了一个猛击，终于捉到了蛐蛐，
我兴奋地又蹦又跳。

我拿着蛐蛐仔细观察它，它
黑褐色的身体胖嘟嘟的，头上长
了一对长长的触角，一对粗壮有
力的后腿不停地蹬来蹬去，它尾
巴怎么还有三根像针一样的刺
呢？妈妈说，那是三枪蛐蛐，它
斗起来很凶猛。

这个晚上我们捉了半瓶的蛐
蛐，瓶子里有的蛐蛐还在不停地

“唱歌”，好听极了。
这是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

我和弟弟妹妹也收获了满满的快
乐。

辅导老师：郭 普

捉蛐蛐
市实验小学三（4）班 霍以博

■写作讲堂

■习作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