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奇的七星井

七星井坐落在被誉为“青瓷之都，宝剑之邦”的龙

泉市城南秦溪山下，我每天上学都会经过那儿，据说用

这口井的水可以淬出锋利无比、无坚不摧的宝剑。关

于这口七星井还有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今天我就带各

位去游一游这口神奇的七星井吧！

相传在春秋末期的一个夏天，天宫里的七仙女在宫

里玩厌了，想到凡间去游玩，她们便商量着一同下凡去。

她们来到南天门，拨开云雾，看见凡间人来人往，繁花似

锦，便不顾天规，脚踩祥云一路飞奔来到美丽的凡间。

“大家快来看”,大姐指着祥云下一处美丽的风景，

仙女们一看，这里群峰叠翠，绿树成荫，喷珠洒玉，繁花

吐艳，万紫千红，原来她们来到了黄鹤镇，就是现在的

龙泉市。

七仙女在这里采花扑蝶，尽情地嬉闹玩耍，她们开

心极了。正玩得起劲，突然昏天暗地，雷声大作。这时

七仙女才意识到触犯天规，激怒玉帝，玉帝派天兵天将

来抓她们回去问罪了。

七仙女在池湖边站过的地方，各积了一洼水，后来

慢慢地陷下去变成了七口如北斗七星形状的斗井，相

传就是现在的七星井。欧冶子就是用这七星井的水淬

火、铸剑，打造出了一把削铁如泥、锋利无比的宝剑，帮

助越王勾践，为他复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据说从欧冶子开始，龙泉的铸剑师淬火都喜欢用

这七口井的水。但由于历史变迁，龙泉七星井现在仅

剩一口井了。

小朋友们，听了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不是对七星

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你们想来美丽的龙泉看看这

口历史悠久的七星井吗？

龙泉市绿谷外国语实验小学五（D）班 雷 潇
指导老师 陈梅英

瞌睡虫找朋友

夏天到了，瞌睡虫王国一片沸腾，它们纷纷飞出

洞，去寻找自己的朋友。

瞌睡虫和红绿灯交上了朋友。顽皮的瞌睡虫把红

绿灯的上眼皮使劲往下一拉，又把它的下眼皮使劲往上

一拎，红绿灯就马上“呼噜呼噜”地睡起大觉了。哎呀，

这下坏了，你瞧你瞧，那两辆小汽车的中间夹着一个人，

他左边走不了，右边也走不了，从远处看去，真像一个夹

心汉堡呢！

糟糕，大货车也开始使坏了，只见它托着腮帮子，深

吸一口气，使足力气一吹，电瓶车顿时被撞飞了。一时

间，公交车、警车、消防车、洒水车……你挤我碰，“嘀嘀

叭叭”的车喇叭把红绿灯吵醒了，立刻把瞌睡虫扔飞了。

瞌睡虫又和电交上了朋友。淘气的瞌睡虫把电的

上眼皮使劲往下一拉，又把它的下眼皮往上一拎。电

一眨眼工夫就“呼噜呼噜”睡起大觉了。没有了电，空

调、电风扇……都不能工作了，现在的地球活像一个大

火盆，而我们就是火盆上的烤肉串儿。到了晚上，周围

一片漆黑，搞不好人就会摔得鼻青脸肿。这时听到一

个孩子大声喊：“妈妈！妈妈，我怕，我怕！”人们疯狂乱

撞，一不小心撞到电线杆上，电被惊醒了，它看到眼前

的一幕，恼怒地把瞌睡虫电晕了。

松阳实验小学集团学校406班 林海博
指导老师 黄松娥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看到这句

诗，我就会想起我种的水仙花。今年寒假，学校开展

了“养盆水仙花迎新年“的活动，每个学生都收到了

水仙花的种子。在水培水仙花的一个多月里，我亲

历了它的成长过程，留下了美好又难忘的回忆。

水仙花的种子像个大蒜头，白白胖胖的，底部

还长着白胡子，特别可爱。记得刚拿回来那天晚

上，我就迫不及待地和妈妈从网上寻找种植方法

了。之后我找了一个方形的盒子，铺上鹅卵石，装

入干净的水，把水仙花栽好。第二天一早，我把水

仙花放到阳台上晒太阳，晚上又拿回室内，并把水

倒光。第三天又加水放到阳台上……因为我的悉

心照顾，水仙花很快抽出叶子、长出了花骨朵，花骨

朵披着绿斗篷紧紧抱在一起，呆萌极了，看得我心

花怒放，仿佛它们都是我的小妹妹。

春节前夕，水仙花终于开了。每个花梗上都长

着三四朵花，每朵花由六片白蝴蝶翅膀般的花瓣组

成，花心中间伸出小喇叭似的毛茸茸的橙色花蕊。

微风中，就像一只小巧玲珑的杯子穿着白色的裙子

在空中飞舞。我低下头凑近闻了闻，一股清香扑鼻而

来。

好一株美丽的水仙花，在居家防疫的春节里，它

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更温暖了我和家人的心。

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大洋校区306班 武 艺
指导老师 叶蓉蓉

我家的水仙花
植物朋友

文章开门见山，以诗词引入文章

主题，好生浪漫。之后简单交代种花的缘由，再以

时间顺序描写了种植水仙花的过程，字里行间透

露着小作者对水仙花的疼爱，悉心照料、终等花

开。我们知道描写状物的文章，最重要抓住事物

的特征。小作者用细致的笔触将水仙花的样子生

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白蝴蝶翅膀般的花瓣，小

喇叭似的毛茸茸的橙色花蕊,清香扑鼻而来……”

读了这些句子，这幅温馨、和谐的赏花图仿佛就在

眼前，让我们充分体会到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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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游戏

一读，小作者这篇叙事文章总分

总结构叙述完整，一目了然。二读，文章中对老

鹰捉小鸡的欢乐过程描写得详细、具体。更惊喜

的是，运用比喻的手法，把自己与小伙伴比作小

鸡和老鹰，令读者身临其境。三读，字里行间洋

溢着游戏的欢快，表达了作者与小伙伴玩耍的喜

悦之情，十分富有童趣。

初夏，阳光灿烂，万里无云。今天，我和小伙

伴一起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我们先用黑白配来

决定谁当老鹰，谁当母鸡和小鸡。结果涵涵当老

鹰，熠熠当母鸡，其他人都是小鸡。

游戏正式开始了，我们这群“小鸡”紧紧抓住

母鸡不放，“母鸡”则张开有力的“翅膀”来保护小

鸡。正当我们以为老鹰抓不到我们的时候，涵涵

一个猛扑，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老鹰”便把“小

鸡”给抓走了。

遭遇这么一出，我们提高了警惕，时刻提防着

老鹰会再次偷袭。就这样，我们和老鹰相互对峙

着，但心却始终悬在那里。老鹰想从后面偷袭，母

鸡也不甘示落，再次张开“翅膀”，紧紧地护着“小

鸡们”，不给老鹰任何偷袭的机会。

可百密总有一疏，老鹰的眼睛十分尖。突然

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有一只瘦小的鸡宝宝折

腾了半天，累坏了，呼哧呼哧地直喘气，有点跟不

上队伍了。老鹰瞅准机会，敏捷地扑了过去。只

听到“啊”的一声尖叫，瘦小的鸡宝宝不偏不倚地被老

鹰逮了个正着。他懊恼地直跺脚，老鹰却开心地手舞

足蹈。

“叮铃铃，叮铃铃”，上课铃响了，我们依依不舍地

冲进了教室。可操场上还飘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呢！

莲都区囿山小学303班 陈柯名
指导老师 廖云香

老鹰捉小鸡

名师点评 你的好稿佳作“杨大人”来点评

这期佳作版，我们特邀的名师是丽水市实验学校党总

支书记、正高级特级教师杨丽佳，杨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等各种殊荣。

杨老师是浙江省著名的小学语文教学专家，作文教学

曾获全国一等奖。她倡导“有物可写，有法可循，有趣可爱”

的写作教学，是多家杂志社的习作特邀点评专家，被孩子们

亲切地称为“杨大人”。她出版了《小学生习作训练策略》一

书，主编了《创新教案小学语文口语交际与习作（中段）》《学

而墨》《一心阅写》等。

诗曰：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莺。春

天是个鸟语花香的季节，更是个放风筝的好时节。

一大早，我和弟弟、妹妹带着各自的风筝，来到滨水

公园放风筝。

此时的天空早就飞满了各式各样的风筝，有凶

猛的老鹰风筝，有正在戏水的金鱼风筝，有长着许

多脚的蜈蚣风筝，有五颜六色的三角风筝……

我和弟弟也不甘示弱，他拿着燕子风筝，我说：

“我喊三二一，你就把手松开。”弟弟说：“好的。”

“好，三二一，放！”弟弟松开了手，我猛地向前

跑了几步，边跑边转回头，“哇，风筝飞上天了！风

筝飞上天了！”妹妹高声地叫喊道。

远处，一家三口也正放着风筝，小男孩把风筝

放得老高了，爸爸和妈妈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夸小

男孩放得好。

妹妹也羡慕起天上的风筝，央求我和弟弟帮她

放风筝。不一会儿，妹妹的蝴蝶风筝也飞上了天。

天空成了风筝的舞台，一只只风筝就好像一个个

小精灵，展开翅膀，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中嬉戏。它们

和白云躲猫猫，它们和蓝天比漂亮，和太阳公公一起

做早操……

滨水公园的每个角落都飘荡着我们清脆的笑声，

鸟儿的叫声，哦，还有春天的脚步声。

丽水市实验学校303班 王叶鹏
指导老师 吴奇燕

系在风筝线上的童年
快乐童年

小作者以古诗词开篇，别有韵

味。整篇文章脉络清晰，语言活泼。尤其是由近

及远的写法，不仅描绘了“我”和弟弟妹妹欢乐

放风筝的画面，还关注到远处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放风筝的场景，全面又细致。风筝精灵天空中飞

翔的浪漫模样，也是让人心痒痒。恨不得即刻飞

奔滨水公园，去追赶春天的脚步。

文章开门见山交代了七星井的地

理位置，还特别强调自己每天经过那儿，关系密

切。以小导游的口吻激发读者兴趣，介绍了七星

井的美丽传说。这传说可读性强，想象合情合

理。繁花似锦、群峰叠翠、喷珠洒玉等描写环境的

四字词语，更是为文章锦上添花。结尾处的两个

问句，与读者自然对话，引发读者共鸣，甚好。

小作者编写的童话故事绘声绘色，《瞌

睡虫找朋友》让人觉得新奇、有趣。他笔下的一切看似

没有生命的事物，在动作、神态等描写的帮助下，全都

“活”了。虽是想象，却构思巧妙。瞌睡虫与红绿灯、电

交上朋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夸张又真实。故事还

蕴藏了做事要专注，不可偷懒耍滑的道理，很棒！

童话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