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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一季小记者同题作文选登

黄小厨在全家人的隆重邀请之
下，决定下厨炒一道自己的拿手好
菜——“火爆牛柳”。

我淡定从容地从冰箱中拿出红
椒、黄椒和腌制好的牛柳，动作熟练
地将彩椒洗净切成条状。随后，把姜
切丝，调味品备齐放在锅边，一切准
备就绪。

重头戏上场，灶上放
锅，开火热锅。放姜
丝，然后把油壶拿得
高高的，金黄的油
从壶嘴一泻而出
就像“飞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银河落九
天 ”的 黄 金 瀑 布 一
样。紧接着，我拿起
油锅一转，整个锅马
上“油光满面”，这可
是很重要的环节，可
以防止炒的时候牛
柳粘在锅上。
我左手拿锅盖，右手

将盆里的牛柳快速倒入锅中，

并将锅盖挡在胸前。为什么拿锅盖
挡？因为根据黄小厨的经验，食物一下
油锅油星子就会像“流星雨”一样四处
飞溅，如果不小心被它“撞击”到，那可
是让人痛彻心扉！记得我学做这道菜
时，不晓得油星子的厉害，结果被烫了
好几个红点点。正所谓“吃一堑长一
智”，后来我都是先请锅盖大侠帮忙掩
护，再用铲子翻炒牛柳。不一会儿，浓
浓的牛肉香就扑鼻而来，我赶紧将彩
椒、调味料放进锅中，继续翻炒几下，一
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就出炉啦！

上菜啦！我边喊边将牛柳端出
来，发现大家都举着筷子翘首以盼，
心里不禁有点小得意。牛柳一上
桌，大家动作一致地夹起一块放入
口中。“好吃吗？”我有点紧张地问。
只见奶奶、爸爸和妈妈同时对我竖
起大拇指，我咧嘴一笑，眼眶有些发
酸。其实我心如明镜，我厨艺并没
有这么厉害，牛柳也没有这么美味，
只不过是家人们的爱、支持和鼓励
给美味加分！

指导老师 李玉明

美味加分

在我们享受妈妈煮的美食的同时，
我们是否想过，爱需要双向奔赴，我们
在享受爱的同时，更要学会回报爱。这
是我一直在认真做的“作业”。妈妈的
生日到了，在这难忘的时光里，我要精
心为妈妈做一道我最拿手的菜——炒
鸡蛋，当成妈妈的生日礼物。

妈妈生日这一天，我拿出一个
碗，一双筷子，再从冰箱里拿出一个
西红柿和三颗鸡蛋。当我把鸡蛋从
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鸡蛋就像是
调皮的小娃娃一下子从我的手中滑
走。只听简“巴兹”一声，其中一个
蛋摔得粉身碎骨，看来任何成功的
背后都需要挫折的点缀，我只能重
新拿一个。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拿出我
那把“厨房专用刀”，把西红柿切成两
半，一半用来做饭，另一半用来当装
饰品。我先把三个蛋打在碗里，用打

蛋器充分搅拌，放入盐和鸡精再次搅
拌融化，静置在一旁备用。

我起锅热油，等油热了之后，我
把蛋液小心翼翼地倒进锅里，蛋液在
平底锅里跳起了舞蹈，噼啪噼啪，你
们听，它们唱的小曲多么悦耳动听。
我拿起西红柿撒在了鸡蛋上，再次翻
炒，等西红柿开始变得温柔无比，再
撒入葱花。红红的柿瓣、黄黄的蛋
片……这色彩的搭档简直不要太赏
心悦目。

我拿出另外一半的西红柿把它
们切成片贴在碗边，再把西红柿炒鸡
蛋放进去，最后把绿色蔬菜叶剪成小
动物形状放在上面，一盘具有“画面
感”的西红柿炒鸡蛋闪亮登场了。

这时，妈妈回来了，看见桌上的
“精心蛋礼”，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
抱，爸爸也对我竖起大拇指。

指导老师 杨华丽

精心蛋礼

王毓昕（五年4班）

窗外，雨哗啦哗啦地下着，伴随着树叶的簌簌声，
让人心情不知不觉平静起来。我随手抽出一本《每一
步都算数》，享受着平和的午后时光。书中一个个生动
有趣且意义深远的故事，悄悄地扣动着我的心弦。

《每一步都算数》这本书主要讲了金秋开学，语文
老师庄老师宣布，班级将办一份班刊。“快捷键”“热带
鱼”“乐天派”“小蚊子”在庄老师的委托下，承担起办班
刊的重任。同学们在团结协作中成长，收获颇丰。

这个故事看似有趣，其实暗藏深意：遇到困难不能
退缩，要冷静思考想出解决办法，再付出行动、认真对
待，再大的困难也能迎刃而解。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
了那件事情。

那是寒假中的一个雨天，我正在练小提琴，一开始
我拉得十分顺畅，一个个音符如流水般淌进耳朵。可
是越到后来，密密麻麻的音符映入眼帘。奇怪的指法、
奇怪的节奏、奇怪的音调让我渐渐失去了耐心，手指胡
乱地在纸板上跳跃，弓子也有些拿不稳了。“哎呀！好
难呀，我不练了！”我不禁发起了牢骚，索性将小提琴放
在一边，不满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想：这作曲家
也太没品位了，创作出这么难听的曲子，又那么难，闲
着没事干呐！想到这，我翻了个身，正好看见书架上的
《每一步都算数》，也想起了那个故事。是啊！现在不
是发牢骚的时候，重要的是想办法解决问题。于是，我
马上坐了起来，重新拿起琴，慢慢的一段段练，很快就
学会了。

不知不觉中，窗外的雨已经停了，我合上书本，微
笑着将书放回原处，回味着那一个个故事。

指导老师 施雅真

冷静、思考、解决

施珮雯（四年4班）

火红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望着那被烤得
快冒烟的马路，我不由得跟着烦躁起来：

“啊！好热啊，无聊呀！”躺卧在沙发上的弟弟
也发出了他的怒吼：“无聊的星期六，都没什
么好玩的。”妈妈听到我们的抱怨声，说：“要
不我们等会去海边野餐？”我和弟弟马上来劲
了，不约而同地说：“好呀，好呀！太棒了，赞
成！”我提议让妈妈叫上舅舅、小表姑，还有我
可爱的小表妹一起，妈妈答应了。

一切准备就绪——出发啦！
一到海边，我们便“砰”地一声，不约而同

地跳下车，像遇见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朝海
滩飞奔而去。瞧！那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
小表妹已经和她的爸爸妈妈在沙滩上等着我
们了！于是，我们加快步伐，直到我们拥抱到
小表妹！

干活啰！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我们小
孩忙着玩沙子，忙着玩水，忙着聊天。而他们
大人忙着做“正经事儿”。什么正经事儿，
瞧！那边的妈妈仔细地搭着帐篷；这边的舅
妈迅速地铺好垫子；而舅舅他们则去捉螃
蟹。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舅舅他们满载而
归。我急忙凑过去看看有哪些“战利品”。除
了有许多螃蟹和小鱼虾外，让我们兴奋不已
的是那条滑溜溜的小鳗鱼，它聪明地用尾巴
钻出舅舅的手掌心，每当舅舅把它再次抓回
来时，它又可以见缝插针地溜出来，直到被放
到瓶子里。

到了开饭时间，大家立刻围在野餐垫子
边。我嘴巴里吃着这个，一手拿着那个，另一
手还不忘往嘴里送饮料，吃得是一个心满意
足啊！大家吃饱喝足后，就一起收拾起我们
制造的垃圾，把它们分类投放到海边的垃圾
桶里。

快乐的星期六，玩得真开心！
遗憾的是，我们的滑沙项目进行得不顺

利。妈妈说，下次带对工具再来！让我不禁
期待起下次的野餐呢！

指导老师 施婉聪

快乐的野餐

还记得那是一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同学们
排着队打饭。这时，“哐啷”一声，王同学的汤
碗掉在地上，他手被烫到了。只听见他“嘶！”
地大叫了一声，同学们都没有理睬他。谁让他
平时那么不爱学习，行为习惯也邋遢，才如此
不讨喜。

没想到，许同学看见了，快步走过来，急切
地问：“你还好吧？来，我帮你拿，下次记得小
心一点哦！”说完，她轻轻摸了下那双皮肤黝
黑，刚刚被烫得黑红黑红的手，一遍又一遍地
吹着气。她轻皱眉头，眼神中透露着担忧，仿
佛母亲在心疼受伤的孩子。王同学原本暗淡
无神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一直望着许同
学，眼里满是感激，嘴里好像被什么噎着，竟说
不出一个字！

这一刻，所有人都沉默了，我也沉默了，心
中满是愧疚，都默默低下头不说话。看着那碗
汤，我的内心五味杂陈，视线渐渐模糊。她的问
候与关心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又是那么真诚、真
挚。她在那短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真正明白了什
么是爱心。爱心是冬日的一片阳光，使饥寒交
迫的人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爱心是沙漠中的一
泓清泉，使濒临绝境的人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
爱心是洒在久旱大地上的一场甘霖，使孤苦无
依的人，即刻获得心灵的慰藉。

在那个寒冷的冬日里，许同学让我们感受
到了温暖。我想那天发生的事也将一直印在同
学们的心里，时刻提醒大家：良言一句三冬暖！

名师简评

▲

小作者以生活中极其平常的一
件小事写出了自己真实的感受，将同学对别人
的友善、真挚与自己的冷漠无情进行对比，深刻
体现了“良言一句三冬暖”的道理。语言生动，
情感细腻，易引起共鸣。

指导老师 陆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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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记忆中都有念念不忘的味
道：沁人心脾的茶香味、微小却丝丝入心
的阳光味、清淡却深邃的翰墨味……而
我念念不忘的是外婆煮的馄饨香味。

一股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那是蒜
油的香味，外婆又在做馄饨了。每到寒
暑假，我总是飞奔到外婆家，就为了那一
碗喷香喷香的馄饨。先来一口汤，热香
从舌根蔓延到胃里，慢慢漾开。再咬上
一口馄饨，里面那鲜香的汁液喷涌而出，
溢满我的味蕾。外婆看着我那满足的样
子，笑着说：“小馋猫，这么爱吃馄饨，不
如和外婆学学，以后不管走到哪里都能
吃到家乡味！”“好哇！那太棒了！”我兴
奋极了。

在外婆的指导下，我先把一大块肉
切成一条一条的细丝，再切碎剁成肉
馅。剁好的肉馅放到一旁，我开始揉
面。馄饨看似简单，做好却不容易。外
婆说馄饨好吃的秘诀，在于调料。在切
好的肉馅里，我放进了胡萝卜丁、鸡精、
盐，还有葱花。热好锅后，我往锅里倒
油，加入切好的蒜苗，“磁——”地一声
响，香气四溢，青烟袅袅上升。油热后再
倒入肉馅，肉在油里溢出了更多的油脂，
肉汁与蒜油相融合，迸发出让人着迷的
香味。

最后一步就是包馄饨啦！我学着外
婆的样子进行练习，随着手法逐渐熟练，
我包的馄饨越来越饱满，一个个挺着小
肚子，可爱极了！

外婆将我包好的馄饨加入炖煮了好
几个时辰的鸡汤中，撒上葱花，馄饨的香
气瞬间萦绕在我的鼻尖。只是喝了一口
汤，刚才做馄饨的疲惫一下子都驱散了，
从心里往外的舒坦！我想，外婆做的馄
饨不仅仅是馄饨，更是“家”味儿，倾注着
外婆对家人满满的爱。以后，我也能给
外婆做一碗拿手的“家味”馄饨啦！

指导老师 许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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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我吃过星级饭店
大厨们做出的美味，色香味俱全，但总感觉缺少温
度。而让我感到最温暖的味觉记忆便是那人间至
味——红烧肉。第一次尝到红烧肉，是在江南外婆
家。当时，尝了一口就爱上了它，入口即化、油而
不腻、软而不烂、口有余香。于是，我便缠着外婆
讨要食谱，以待大展身手的那天。

那天正好是周末，一大早便让爸爸带我到菜市
场，挑选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准备为妈妈做一道
家乡菜——红烧肉。

一切准备就绪，开火热锅！等待锅热时，我将肉
放入锅中煎熟。接着是炒糖色，我先用小火将冰糖
融化，再加入葱姜蒜、八角、花椒、加饭酒等材料，转
大火快速翻炒五花肉。这时候的五花肉，味道还不
够。我便加入两勺生抽、一勺老抽、少许醋，倒入一
小碗热水，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半小时
后就可以出锅了。

等待的过程中，我喊来妈妈：“妈妈，见证奇迹的
时刻到啦！请看！”语毕，锅盖一掀开，一股鲜香扑面
而来。只见锅内浓郁的黑红色汤汁“滋滋”地还在沸
腾，热气腾腾地升起来。乍一看，色泽红润的红烧
肉，肥肉呈宝石红，瘦肉为暗红色。

我用筷子夹起一块肉，急急吹了两口：“妈妈，你
吃！”妈妈含着肉，幸福地说道：“哇！这味道是熟悉
的家乡味……”爸爸索性也动起了筷子，边吃边评
价：“可以和东坡肉PK了！”吃着亲手做的美食，看着

家人幸福的笑容，我想：人间
至味，莫过于红烧肉！

指导老师 杨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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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锘萱（晋江安海西隅小学）

“萱萱，大家快回来吃饭了，可还差一道
菜，妈妈临时有事得马上出门，你看……”

“没事！我来啊！”哈哈哈，我大展身手的机
会来了。我翻了翻冰箱，决定做我的拿手好
菜——青椒炒蛋，特别好吃又下饭！

首先，我拿出五个螺丝辣椒，洗净后清理
掉辣椒籽，斜刀切成大小均匀的辣椒丝。“然
后，打鸡蛋！”我集中注意力把鸡蛋往碗沿上
一磕，“嘭”地一声，蛋清裹着蛋黄跳到了碗
里。紧接着用筷子将它们搅散，这样待会儿
炒起来鸡蛋就会软嫩蓬松。

食材就绪，我穿上妈妈的围裙，小心翼
翼地启动煤气灶，“呼——”火苗一下子蹿了
起来，热锅，倒油。为了让油均匀地铺满锅
底，我把锅转了几圈，接着将蛋液缓缓倒入
锅中。伴随着滋滋的响声，鸡蛋变得金黄，
香气扑鼻，我忍不住尝了一小口：“嗯，盛出
备用喽。”

再次往锅中倒入些许的油，加入蒜蓉小
火翻炒，再倒入青椒丝转大火翻炒。最后倒
入备好的炒鸡蛋搅拌翻炒。青椒绿油油的，
炒蛋金灿灿的，色泽诱人，这简直不是一道
菜，而是一件艺术品！

“真是赶早不如赶巧”，菜刚端上餐桌，家
人们也都回来了，眼神中透露着对青椒炒蛋
的喜爱。“这道菜色香味俱全，堪称五星级水
准！”“萱萱，你的手艺真是棒极了，以后啊，我
们再也不愁饿肚子喽。”大家纷纷称赞着，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青椒炒蛋，不仅满足了家人们舌尖上的
味蕾，也带来了餐桌上的笑声。

指导老师 许雅艺

餐桌上的

郑亦辰（晋江第三实验小学滨江校区）

还记得母亲节那天，在那个属于
妈妈的节日里，我为妈妈做了一道她
最爱吃的，也是我最拿手的菜——香
喷喷的鸡蛋羹。

我从冰箱里取出两个鸡蛋，小心
翼翼地先把一个鸡蛋对准碗的边沿，
用力一磕，蛋就破了，接着我用两只手
把蛋壳掰开，蛋清和蛋黄就流到了碗

里。我学着妈妈的模样，往鸡蛋里加
了点盐和香油，用筷子在碗里往同一
个方向不停搅拌，然后再按1∶1.5的比
例加入温开水搅拌均匀，并除去表面
的泡沫，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才不会
有气泡，口感也会更加鲜嫩。

接着我把锅里的水烧开，把准备
好的鸡蛋液放入锅中，用小火蒸六分
钟关火再焖五分钟，掀开锅盖，一缕蛋
的清香扑鼻而来，一碗香喷喷、黄嫩嫩

的鸡蛋羹出现在我面前，我连忙用勺
子把蒸蛋划成方块，淋上生抽，撒上葱
花。哇，一盘鲜嫩爽滑，美味可口的鸡
蛋羹就完成啦！

“开饭啦，妈妈！”我把我的拿手好
菜端上桌，邀请家人一块品尝，大家你
一勺我一勺，吃得津津有味，一盘鸡蛋
羹很快就被“消灭”得一干二净。他们
都赞不绝口，我心里更是甜滋滋的。

指导老师 蔡主恩

香喷喷的鸡蛋羹

明天就要考试了，紧张的气氛渲染了我整个
心，我手捧着语文书，心烦意乱，根本没有心情复
习。就在此时，妈妈推开门，满脸微笑地递给我一
杯水，语气温和地说：“明天就要考试了，喝完这杯
水就去睡觉吧，这样明天状态会更好。”

原本心情烦躁的我听了这句话后火冒三丈，
大喊：“我还没复习完呢，让我睡什么啊？等着明
天考砸了吗？”话音未落，肉眼可见，妈妈慌乱了起
来，急忙解释道：“我这不是担心你嘛！”可此刻的
我已经化身为一只小刺猬，完全不听妈妈的话，反
而一巴掌拍在桌上，吼道：“快出去！”在一句话的
时间内，妈妈早已被我的刺扎得遍体鳞伤。

听着妈妈越来越远的脚步声，我的心里充满
了愧疚，我多想把刚刚那句对不起说完。可我没
有那个勇气，只能坐回椅子上，拿起语文书低头继
续复习。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课文上的一篇文章
《慈母情深》，一看到故事主人公的母亲，我的脑海
中就不由地浮现妈妈微笑的脸庞，和她刚刚叹气
的模样。

第二天放学，妈妈和我都很尴尬，谁也不好
意思说话。我一回到房间，便立马拿起笔，写下
一封道歉信。写完信后，我连忙拿着它跑进房
间，放在妈妈的床头柜上。晚上，妈妈看了信，
朝着我笑了笑，什么都没说，可我知道，她心里
一定原谅我了。

那晚过后，我们的关系还是变回以往一样亲
密。 而我也突然明白，母亲的爱就像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空气一样，让我们如此依赖，又经常被
忽视。

妈妈，对不起，但我也想谢谢你。
名师简评

▲

本文来源于生活，大量采用生活
中的口语进行表述，将小作者的“愧疚”表现在语
言、动作、神态中，精心细腻的描绘，使文章显得自
然亲切。 吴毓环（一级教师）

妈
妈
对
不
起

洪昕妮（五年5班）

我躺在椅子上摇摇晃晃，脑袋里是一团温柔浓稠
的糨糊。夜还挺冷，我在似梦非梦间恍惚闻到一缕暗
香，夹着经久入夜的凉意。我模糊地朝那个方向望去，
发现妈妈拿着药站在窗边，清风携带窗边海棠的花瓣
飘进窗内。

那海棠很贵，是我在生病前最喜欢的东西，青绿色
的枝叶呼出含着翠意的小小一团雾气，不热烈不浓厚，
却有一番清雅之意。叶子绿得透明，花上有难得的暗
色，柔轻却散发着芳泽。只一眼，我就爱上了它，嚷着
让妈妈给我买。可是妈妈看了眼价格，摇摇头说：“宝
贝，这盆太贵了，咱们买别的，好吗？”“可是我真的很想
要这盆啊。”我倔强地说。虽然我知道妈妈平时很节
省，从不买贵的化妆品，不买贵的衣服，想吃的东西也
不舍得买，就连包包都只买便宜的。但是，我真的很想
要那盆海棠。

傍晚，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和妈妈赌气，昏昏沉沉
睡着了。醒过来时，入目是满眼的黑色，感觉哪里不
对，但又说不上来。太过强烈的敏感让我环视四周，窗
台上多了一盆还带着泥土湿气的海棠花。我知道，那
是妈妈一个人在晚上去给我买的。是什么让如此胆小
的她在黑漆漆的夜晚出门去买的呢？是我吗？

就在那一刻，妈妈对我的好统统都浮现在我的
脑海里——从不买贵的化妆品是因为要给我交兴趣
班，想吃的东西没买是因为要留给我买我想吃的，
不买贵的包包也是为了我……

那一刻，我长大了。谢谢您，亲爱的妈妈！
指导老师 许雅斯

一盆海棠的

蔡萱淇（五年7班）

我家阳台上不知何时来了一群“不
速之客”，它们是一群可爱的小蚂蚁。
今天闲暇时，我才得以拿起放大镜仔细
地观察它们。

这群蚂蚁身材娇小，身长约莫 5毫
米，颜色有棕红、黑两种，体壁油润而光
滑，上面还有些细小的绒毛呢。一对对
长长的触角不安分地动着，时刻侦查着
周围的情况。

我家阳台上的万寿菊盆栽旁便是它
们的活动场所。看，一只小蚂蚁东张西
望地爬着，好像是蚁群的小哨兵。我看
了看它，跑进厨房拿来一块午餐剩下的
香肠，小心翼翼地放在离它不远的地
方。小蚂蚁嗅觉极其灵敏，立马闻到了
食物的香味，我屏气凝神地看着，将放
大镜又凑近了些。小蚂蚁循着味道慢
慢爬来，它先是围着香肠

转了两圈，随后用腿试探了一番，试了几
回才确定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将这食
物收入囊中。它停止了动作，若有所思：

“我得赶紧回家报个信。”于是，它匆匆忙
忙地钻进了花盆底下。

不一会儿，花盆底下钻出了一大群
蚂蚁，蚂蚁军团倾巢而出，整整齐齐地
向着那块诱人的香肠出击。香肠块上
布满了黑压压一片的蚂蚁，蚂蚁们把香
肠分割成许多细小的块。我继续观察
着：有的单只努力地抬着一小块香肠；
有的四五只分工，力气稍大的在前面
抬，剩下的在后面推；有的在一旁观察

周围的动静，触须不时动几下，有些紧
张；另有几只百无聊赖地闲散着，真是
妙极了。整个搬运大概进行了 15 分
钟，香肠连渣都不剩，小蚂蚁也一只都
不见了。

我真喜欢这群可爱的小蚂蚁，它们
灵动的模样总让人百看不厌！

名师简评

▲

这是一篇观察习作，行
文流畅，语言清新质朴、天真自然。小
作者凭借细致的观察和生动的描写，将
小蚂蚁的活动描写得详尽具体、形象灵
动，读来妙趣横生。许雅韵（一级教师）

林
桦
泰
（
晋
江
安
海
启
慧
小
学
）

曾
荣
煊
（
晋
江
安
海
龙
山
小
学
）

许垭焓（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

黄梓睿（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

陈
欣
宁
（
四
年1

班
）

卢
长
青
（
五
年8

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