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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信 自 己

羊山外国语小学五（

7

）班张然

随着裁判员“嘟”的一声口
令，我们与五（

9

）班的冠军争夺
赛开始了。

只见班中的个个小将们拼
抢积极，所向披靡，势如破竹。

看， 张润田闪过几名后卫，将
脚下的球用力一踢， 直射球
门。 哦……球踢偏了， 引来同
学们的一声声叹息。 这时，球
场上对方球员已将球控制在
他们的脚下，也勇猛地直冲球
门。 说时迟、那时快，田越明用
他那娴熟的脚法将身子微倾，

用脚猛地一铲，又迅速折回到
对方球员的后方，将球稳稳地
控在自己脚下。 “好厉害！ ”我
不禁在心中暗自叫绝。 比赛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只见张润田

带球已出入对方球门禁区内，

刚才双方还很热烈的呐喊声，

此时已变得悄无声息了， 仿佛
一切静止了一般。 大家都在盯
住这一刻， 张同学的一记大力
抽射， 如离弦之箭直插对方球
门。 “球进啦……”大家早已忘
却了观战时的疲惫， 兴奋地手
舞足蹈起来， 赛场上的球员们
也欢呼着相互击掌， 鼓励着对
方。 时间一分一秒地向前持续
推进着， 双方仍保持着平局。

就在大家看得意犹未尽之时，

裁判员吹响了全场结束比赛的
哨声。 残酷的点球大战即将拉
开序幕， 球员们个个摩拳擦
掌， 枕戈待旦。 可伴随着最后
一名球员的点球， 我们的队员

止步于冠军之外， 同学们再也
抑制不住内心的伤感与失落，

留给操场一片沉默， 队员们也
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比赛结束了， 虽然我们只
摘得了亚军的头衔， 离冠军也
只差一步之遥， 但我们一样收
获了很多。 团队的凝聚力、迎难
而上的拼搏精神， 还有那最初
的自信与努力， 这难道不是一
种完美的蜕变吗？ 这不就是成
长路上我们最需要的吗？ “多少
次挥汗如雨，伤痛曾填满记忆，

只因为始终相信， 去拼搏才能
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
就得努力……”对，相信自己！

梦想一定高飞！

（辅导老师：李雪）

游 南 湾

信阳晚报社小记者平桥区二小六（

6

）班高梦妍

山川之美， 古来共谈，高
峰入去，清澈见底，两岸石壁，

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
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阳
欲颓，沉鳞竟跃，实是欲界之
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
与其者。

———南北朝陶弘景

吟着这首诗， 又让我想起
了那如诗如画的南湾湖！暑假，

我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美丽的南
湾湖。

我们首先来到了南湾大
坝， 站在大坝上眺望南湾湖。

哇！好美的景！美丽的南湾湖如
同一块无瑕的蓝宝石； 微波鳞
鳞，又仿佛像仙女身上的蓝纱，

而那些小岛啊，树木啊，就像蓝
纱上星星点点的装扮， 平静的
湖面， 如同一块没有打磨过的
镜子；因为早上来得早，湖上笼
罩了一层月蒙月蒙胧胧的雾， 雾中

的岛呀、水呀、船呀，若隐若现，

反而给美丽的南湾湖增添了一
种不一样的美感。

随后，我们又去坐了快艇，

穿好救生衣，系好安全带，快艇
就开始行驶了。 虽然快艇像火
箭一样飞快地向前游， 但依旧
按捺不住我的好奇心。 我小心
翼翼地将手探向水中，“哇！ 好
冰！ ”我猛地将手缩回去。 趴在
艇边，打量着湖水。南湾湖的湖
水清澈见底。 清的甚至可以看
到水底石头上绿油油的青苔。

时不时看水里的鱼虾唱着、跳
着，像是在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接着，我们去了好多岛屿，

有茶岛、猴岛，但令我印象最深
刻也是最想去的就是上面有着
几百种鸟类的岛屿———鸟岛！

刚踏上鸟岛的第一步， 你就会
听到此起彼伏、 交响乐般的鸟
儿们的啼叫声。 这儿有着许多
美丽的鸟儿， 有我叫得上名字

的，也有我叫不上名儿的。我最
喜欢的便是看白孔雀开屏，美
丽的白孔雀穿着一袭洁白色的
礼裙， 抖抖全身的羽毛啼叫一
声后，“哗” 的一声拖地的长裙
瞬间变成了一把展开的白扇。

表演完后， 它又像少女在打扮
自己似的， 用嘴巴轻轻地梳理
着羽毛。正当我看得津津有味，

旁边的阿姨突然问我： “小朋
友， 你知道这开屏的孔雀是公
的，还是母的吗？ ”“公的！ ”我不
假思索的答道。听完我的话后，

阿姨佩服地竖起了大拇指。

离开鸟岛后，我憾慨万分：

“不管是美丽、 优雅的孔雀，还
是平常、普通的小麻雀，都是大
自然的生灵， 我们都应该平等
对待。 ”最后，我一步一回头地
离开了这如诗如画的南湾湖！

（辅导老师：徐楠）

自然界的交响曲

东方红教育裤兜作文班三年级张锦中

我听过了各种各样的声
音，有可怕的雷声，有动听的
音乐声， 有叽叽喳喳的鸟叫
声，但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
自然千变万化的声音。

春天到了， 万物苏醒，小
草换上了绿色的新衣服，小鸟
“叽喳喳”，青蛙“呱呱呱呱”地
叫着，像是在对我说：“春天来
了！ ”大树都长得非常强壮，像
是路边的小卫兵呀。

夏天到了，太阳火热地照
着大地， 把大地烤得热腾腾
的。知了在树上“吱吱吱”地叫

着，像是对我说：“我好热呀
!

”

小狗在路边伸出一个长长的
舌头，像对我说：“我好想吃冰
块啊。 ”

秋天到了， 树叶从树上
“沙沙沙”地落下，像一群美丽
的蝴蝶在天空飞舞。

冬天到了， 下起了大雪，

小朋友们都开始打雪仗。 “啪
啪啪……” 我们都开心极啦，

嘻嘻哈哈地笑了。

这是我听过最动听的声
音，也是自然界的声音。

（辅导老师：叶林玉）

正确使用汉子

信阳晚报社小记者市十三小六（

1

）班梁家卓
汉字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世界瑰宝。有许多外国

人争先恐后地想来中国学习汉字。 但是我们中国却
有许多人把自己的母语写错。近年来，各种各样的错
别字、误读、病句等，屡见不鲜。为了弄清人们主要错
在哪、为什么错，我在周末做了一个调查。

调查
我首先调查了自己的作业本。嘿，错得还真不少

呢
!

我仔细看了看，发现有些字写得不规范，如金钱
的钱，一横我给写成了一撇。还有形近字的偏旁，如我
在写“姹紫嫣红”时把“姹”和“诧”搞混了。我也看了看
同桌的作业本，发现他的许多字都是偏旁写错。 出现
问题的还有饭店菜单，如“豆腐”写成“豆付”，“皮蛋”

写成“皮旦”，“清蒸”写成“青蒸”……这种连一年级的
小朋友都不会出错的词，却在我们身上出现了。 书籍
也是问题的“聚集地”，我平常爱读书，读书时往往能
发现书中的错别字。 这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我先把
洗衣粉倒进水里，在把衣服放进去。 这是作文书上的
一句话，很明显，“在”不对，应该用“再”，可是小作者
却把这两个读音相同的字混淆了。

分析
通过调查，我把这些常见的错误分成了两类。第

一类是错别字，包括作业本。 第二类是同音字混淆，

包括作文书的错误和菜名的错误。那为什么会错呢？

写错别字是因为笔画不规范，所以才会写错；还有一
点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像我把“姹”写成“诧”，就是
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字的意思。 错别字一般都是中小
学生的易错点。 而同音字混淆是因为同音字没有分
辨开，记得不清，并且错了没有及时改正，导致留在
脑中的还是“在把”，而不是“再把”。

意见和建议
我建议，大家平时一定要真正理解字的意思，不

然偏旁总是会搞混。 还有同音字，这是最容易错的。

所以说平时一定要多积累，不会可以查字典，查“度
娘”。 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真正去正确使用祖国的
语言文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