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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科教专刊/习作

今天虽然是周末，可我早早就起床了，因
为我们小记者要和《朔州日报》小记者怀仁站
的老师去北京参加研学之旅。

我们坐车在大同火车站与奥索拓展的学员
会合后，就陆续登上了动车。这是我第一次去北
京，我感觉自己的心都已经飞出来了。再看看同
行的小记者，他们说着笑着，脸上洋溢着掩饰不
住的开心。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欢呼雀跃地走出站台。一出站，一座
巍峨壮观、气势雄伟的建筑就屹立在我们面
前。定睛一看，博物馆的字样进入了视线，正
门上方是“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匾额。牌匾
顶上是镀金的“八—”军徽，在蓝天的映照下，
显得格外耀眼。

进入一层大厅，我们来到了兵器馆。这里
陈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大炮、导弹、火箭和卫

星……其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东风一号”
火箭，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两弹一星”
事业成功实现了零突破，也标志着我国军事力
量的崛起。

脚步继续前移，来到了抗日战争纪念馆。
这里摆放着许多烈士用过的物品，睹物思人，
顿时一幅幅画面浮现在眼前。当看到赵一曼
用过的瓷碗时，解说员说：“1936年的冬天，一
位手拿双枪的八路军，她就是让敌人闻风丧胆
的赵一曼，眼看突围就要成功。不巧，一颗罪
恶的子弹击中了赵一曼，被俘后，敌人想从
她嘴里得到革命信息。不曾想，敌人的威逼
利诱都没让赵一曼屈服，最终被日寇杀害，年
仅 31岁。”听到这里，我泪眼模糊，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更让我真切地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
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向烈士
致敬。

参观虽已结束，但更加坚定了我好好学习
的决心，长大后，为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作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怀仁市城镇第二小学三（8）班 武轩伊
（本报小记者）

我的北京之旅我的北京之旅
这个星期天是不同寻常的，天刚蒙蒙亮，我

就起床了。大家一定在想：星期天怎么起得这
么早？“嘻嘻”，还是让我亲口告诉你们，因为我
要跟随《朔州日报》小记者怀仁站的老师去北京
研学。

在小记者站集合后，我们就乘坐大巴车来
到大同火车站，与山西“小煤球”们会面，一路同
行，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动车。车厢里，小记者们
三五成群说说笑笑，不经意间，我们就到达了目
的地。

几经辗转，终于来到第一站——中华世纪
坛。这里的解说员带我们首先看了北京周口
用钻木取火的方式，从 2000 年 0：00 点燃，二
十三年从未间断过的中华圣火。其次，介绍
的是由中国地上的板块加海上的所有板块组
成的中国故土地图。顺着解说员手指的方
向，看到的是一条近 500米长的青铜甬道。解
说员告诉我们说：“它的身体上记录着 300 万
年前一直到二十世纪所有的大事。”听到这句
话，我不由地叫出了声：“哦，太伟大了！”解说
员接着说：“大家看，最北边那个日晷形状的
建筑是时空探针，它的指针呀永远都指向北
极星。”

正当我兴致勃勃对这个神秘的地方细细观
察时，带队老师喊话了：“同学们，大家集合，准
备向军事博物馆进军。”听到这句话，我们的队
伍顿时沸腾了起来，因为北京军事博物馆是每

个人心心念念的地方。
很快，车子踩了刹车，我们如愿以偿地

到达了军事博物馆。刚一下车，这里的负责人
就迎了上来，那一刻，我知道他就是我们的带
队。果然，如我所料，他带领我们进了正门，
进去后就是一个宽敞的大厅，里面摆放着各
种坦克、飞机、军舰、鱼雷、卫星、水雷、潜水艇
等，简直让我目不暇接。还没等看够，就已
经上到了二楼枪械展厅。里面有各式各样的
枪械，如手榴弹、手枪、步枪、冲锋枪，还有世
界上最早的枪，高射炮、导弹、炸药等等，俨然
是一个枪的世界。看着这各式的枪械，我心
里想：“如果能亲手摸一下，那该多好啊！”
正 想 着 ，脚 步 已 停在了三楼近代军事史展
厅，经解说员介绍，我看到一个模仿上甘岭
战役的山洞，是那样逼真和生动，仿佛听到
了炮弹的轰鸣声，看到了志愿军战士们冲锋
的身影。

短 暂 的 研 学 结 束 了 ，但 我 想 说 ：“ 不 虚
此行！”

怀仁市第十小学三（1）班 蔡源琦（本报小
记者）

北京研学记

快乐的时光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星期天又到来了，这

也意味着我又可以参加《朔州日报》小记者活
动。本周我们小记者来到藜园小镇参加“看万
物复苏，迎百鸟归巢”社会实践活动。

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因为春天万
物复苏，小鸟们从南方飞回来了，我们要爱护它
们、善待它们，所以要给鸟儿们做一个新家。

来到藜园小镇，我看到了几个大棚，走进一
看还有鸡、羊，远处还有一只小羊羔，它的身子特
别白，好像一朵白云。然后老师开始集合分组，
第一项是我们先要做鸟窝，老师带领着我们去外
面找树枝、拔枯草，枯草要做小鸟的床。捡完这
些之后，我们回到了大棚里，我和妈妈开始做起
了鸟窝，我们先用粗一点的树枝做了一个六边
形，用热熔胶固定住，然后一层一层搭建，我搭妈
妈抹胶，或者我抹胶妈妈搭建，不一会儿，我们就
做好了，我把枯草放在里边，垫得厚厚的，看起来
就非常温暖。这时老师走过来，我展示了鸟窝，
老师拍了照，夸我做得非常好。这时我也去看了
看其他小朋友做的鸟窝，有的像一束花，有的像
一个圆圆的堡垒，还有的是三角形状，像一个三
明治……各种各样。最后我们把鸟窝放在了果
园里的杏树上，我爬上了一棵杏树，找来找去，找
了一个结实的树杈放了上去，我要让鸟儿们安稳
地生活，不能掉下来，这样我才放心。

第二项是做游戏。这个游戏叫“呼啦圈接
龙”，游戏规则是每个人手拉手，不能松开手把
呼啦圈传给下一个人，可以用脚，也可以把头绕
进去，这样传一圈，先传完的就是第一名。我们
分组比赛，大人们也做了这个游戏，在紧张的竞
争中，我们组赢了，我高兴地一蹦三尺高。这个
游戏要求我们齐心协力、团结一致。

第三项是我盼望的“摘草莓”。在老师的带
领下，我们来到草莓大棚，每个人都激动万分，
你挤我、我挤你，争先恐后，我也和妈妈被“挤”
进了大棚。哇，大棚里很宽阔，全都是一畦一畦
的草莓苗，我看见红红的草莓像一串串红灯笼，
又像一个个小姑娘在向我微笑，这时我不由地
流出了口水，真想抓一把都吃掉。妈妈拿着盒
子走过来，我们开始摘起来，摘一个吃一个，真
是爽极了，又红又甜的草莓不一会儿就把盒子
遮得严严实实了，身边每个小朋友，家长也都是
摘得满满的，都是大丰收。妈妈说，吃也吃好
了，摘也摘满了，真是两全其美、满载而归。

这次的活动真有意义，很有趣，我很喜欢。
市第二小学三（2）班 曹子骞（本报小记者）

“莓”好时光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城市化的快

速发展，导致部分鸟类栖息地被破坏。所以，在
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我参加了《朔州日报》
小记者站组织开展的“看万物复苏，迎百鸟归
巢”社会实践活动。帮助鸟类找到和平的栖息
地，保护环境生态平衡。

星期六，我和小记者一起来到了藜园小镇，
在这里，我们将度过一上午的美好时光。活动
中，我们首先一起制作鸟巢，做鸟巢需要先准备

几根大小相同的树枝、一把干草和一根玉米。
材料备齐后，就可以制作了，还有打火机、热熔
胶和热熔枪等工具。我们先把鸟巢的底部做
好，由于要制作正方形的鸟巢，所以底部需
要用四根一样的小木棍，粘好后，再用热熔枪
在粘好的正方形底部粘上几条木棍，这样一个
完整的底座就完成了。接着，在边上插入许多
小木棍，鸟巢就制作好了。最后，在里面放上
干草、玉米，再写一张爱心纸条，这就是小鸟的
家了。

鸟巢做好后，老师和家长们组织我们玩游
戏。玩游戏的快乐，不仅仅在于游戏本身，更在
于我们之间的默契和互动。

接下来就是摘草莓的环节了。走进大棚，
里面有好多草莓。有未成熟的白草莓，有成熟
了一半的红白草莓，还有熟透了的红草莓。这
些草莓大小不一，味道也各有不同。大的味道
比较寡淡，小的则比较香甜。

今天的活动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妙
和手工制作的乐趣。在制作鸟巢的过程中，我
学会了耐心和细心，也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重
要性。而摘草莓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馈
赠，那些鲜红欲滴的草莓，让我品尝到了甜蜜
的味道。

回到家后，我把草莓分享给家人，他们也非
常喜欢。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生活中的美好，
不仅可以带给我们快乐，还可以让我们更加珍
惜身边的人和事。我相信，这段“莓”好时光，将
会成为我人生中难忘的回忆。

市第六小学三（3）班 范嘉乐（本报小记者）

迎百鸟归巢
在一个万物复苏、百鸟争鸣的星期六下午，我

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组织开展
的“看万物复苏，迎百鸟归巢”社会实践活动。

来到活动地点藜园小镇，我见到了很多熟
悉的同学，大家有说有笑。老师为我们介绍了
活动的主题，我们分成六组，由每一组的老师带
着我们去捡树枝、搭鸟窝。同学们一听，纷纷跃
跃欲试，一窝蜂地向大门冲去，都想捡最好的树
枝，搭最结实的鸟窝。我也冲了出去，我和队友
拿了一个袋子，咔嚓咔嚓，捡起一根根树枝弄成
小段，放进了袋子里面，再捡上一些装饰品，小
花、小青苔、玉米粒、干草等。捡得差不多后，我
们回到了活动场地，老师一声令下，我们开始做
起了鸟窝。

我一根一根地把树枝交叉放好，再加上装
饰品，最后再慢慢调整造型，滴上热熔胶粘
住。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一个三角形的鸟窝
终于搭好了，我和队友们兴奋地拿给老师看，
老师夸奖了我们，还奖励了我们一张彩色贺
卡，让我们给小鸟留言，我写到：“你好，小鸟，
欢迎回家！”最后还不忘画上一个大大的笑脸
写上我的名字，仿佛小鸟飞回来就能看到我暖
心的笑容。

做完这些后，我又把鸟窝小心翼翼地捧在
怀里，选 了 一 棵 不 是 很 高 的 杏 树 轻 轻 地 放
了 上 去 ，又 把随身带来的小铃铛挂了上去，远
远望去，仿佛有一只小手在亲切招呼着小鸟们
回家。

市第六小学三（3）班 邱梓萌（本报小记者）

给鸟儿安个家
周末，我兴高采烈地去参加《朔州日报》小

记者“看万物复苏，迎百鸟归巢”社会实践活
动。我们班去了好几个同学，我特别高兴。

来到活动地点，我兴奋地向四周看，这个地
方很大，墙上写着几个大字——劳动最光荣。最
吸引我的是那里有两只羊，一只大的，一只小的，
大的一直在不停吃草，小的特别可爱，我伸出手，
它还闻一闻。原来这是个劳动教育基地。

活动开始了，首先，老师们给我们讲了活动
的安排以及注意事项，我们个个都摩拳擦掌时刻
准备干活。第一个任务是捡树枝，我找了一些细
木棍儿，这是用来搭鸟窝的，我还拔了一些毛茸
茸的枯草。在妈妈的帮助下，我做成了一个鸟
窝，它是圆形的，看起来很简陋，但我还是很满
意，我在爱心卡片上写着：“同在蓝天下，人鸟共
家园。”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了一棵梨树的树
杈上，其他同学也都把自己的鸟窝安放在枝头。

望着树上那一个又一个形态各异的鸟窝，
我笑了，我仿佛看到一个个鸟儿在里面安家，仿
佛看到一双双翅膀在空中飞翔，仿佛听到了一
声声雏鸟的鸣叫。

市第六小学三（3）班 耿睿（本报小记者）
指导老师：王艳玲

幸福的鸟窝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这草长莺飞的二

月里，一个星期六下午，《朔州日报》小记者站在
藜园小镇，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看万物复
苏，迎百鸟归巢”社会实践活动。

近年来，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许多小鸟失
去了它们温馨的家园。为了帮助鸟类找到和平
的栖息地，保护和维护环境生态平衡，一群阳光
开朗、心灵手巧的小记者们亲手制作鸟巢，帮小
鸟安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制作鸟窝
首先，我们去找制作鸟窝的材料。我和徐

以辛一组，我们去树林里寻找材料。一进树林，
我们就发现了许多干草和树枝，我先拿起树枝，
用强大有力的双手把它折断，装到袋子里。基
本材料已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展身手
的时候了。周围来回跑了一圈，真让我筋疲力
尽，可想到要给可爱的小鸟安家，又好像没有那
么累了。现在，我们开始动手了。我们先把长长
的树枝折成大小匀称的短树枝，围出了一个六边
形的形状，再用热熔胶枪将它们的接口固定住，
这是鸟窝的底部。然后我们一层一层叠加树枝，
把一根根精挑细选的树枝整整齐齐地粘在六边
形的边缘，算是鸟窝的“墙”。最后，留一个小门
让小鸟能够方便进出。在里面铺上了准备好的
土黄色的干草，铺得厚一些，鸟窝会更舒服。再
往里面点缀一点小石子，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精
美别致的小屋。突然，有一根树枝掉了下来，我
大惊失色，赶忙把鸟窝放到桌上，不知所措。妈
妈不慌不忙地说：“孩子，我们做事情的时候难免
遇到一些难处，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冷静思考。”
听了妈妈的话，我深呼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拿起
树枝重新固定好，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啊，一
个漂亮舒适的鸟窝在我们的努力下终于完成
了。我想，应该在鸟窝上写点什么，想了一想，于
是用爱心卡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亲爱的小鸟，祝
你们一家其乐融融，开心快乐。”

悬挂鸟窝
我们的鸟窝那么宽敞舒服，一定会有鸟儿入

住的。接下来，我们想把做好的鸟窝放到树上
去，可是谁去呢？商量了一下，我又高又壮，妈妈
和阿姨都觉得我承担这个任务最合适了。我们
来到树林里，看到了一棵又高又大的树，妈妈把
鸟窝递给了我，我像只活泼机灵的小猴子，三下
两下就爬上了高高的大树，找了一个比较合适的
位置，把鸟窝挂了上去。完成了这个光荣而又艰
巨的任务，我开心极了，妈妈还用手机给我拍了
一张帅气的照片留作纪念。抬头望去，我仿佛看

见有几只美丽的鸟儿飞来了，它们绕着鸟窝叽叽
喳喳地唱歌，好像在欢快地说：“是哪个天使给我
们建了一个舒适的新家？”我真希望鸟儿们会喜
欢、会珍惜我们亲手送给它们的家。此时，我们
虽然已经很累了，可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小小感悟
小鸟是大自然的精灵，是城市的歌手，更是

人们生活中的天使。此次活动让我们体会到了
每个生命都有着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
尊重每一个生命，保护小鸟，珍惜他们的存在。

市第四小学三（4）班 李国洋（本报小记者）

一次有趣的活动
星期天，我参加了《朔州日报》小记者“看万

物复苏，迎百鸟归巢”社会实践活动，活动地点
在藜园小镇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走进基地的大棚里，
一片空地上有两只活泼的山羊和一只养在大铁
笼里的鸡，还有用草绳编的南瓜、白菜等各种蔬
菜，旁边有一条小溪，上面有木桥和小树。我和
伙伴们好奇地这里看看，那里玩玩。

忽然，听到老师喊：“同学们过来整队了。”
老师接着安排了今天活动。老师刚说完活动规
则，我们就像蜂窝般跑了出去，边走边商议：“捡
粗树枝，还是细树枝。”最后确定用柔软的细树
枝。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捡树枝，又使出拔河
的力气拔了很多草，然后飞一般地跑回原地。
今天来的人真多，桌子都坐满了。

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鸟巢呢？我先过去
看看别人如何做的，他们做的有圆形的、方形
的、三角锥形的。有的像大蛋糕，有的像火炬，
还有的像花篮，五花八门，好看极了。

我跑回来和妈妈一起动手，很快编成了一
个“鸡蛋”鸟巢。还在里面铺上了一层绒草，小
鸟睡着又暖和又舒服。老师给了我一张爱心
卡，我在上面给小鸟写下寄语：“劝君莫打枝头
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我边写边想，小鸟肯定会
喜欢这个“家”的。

都弄好后，老师带着我们把做好的鸟巢放到
树上。我们争先恐后地跑出去，我挑了一棵壮壮
的树，爬上去把鸟巢放到一根粗树杈上，晃了晃
树枝，鸟巢没有轻易掉下来，我才放心地离开。

活动结束后，同学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小镇。
回来的路上，我想：小鸟会来住吗？如果会来，最
好给我打个电话，我好一有时间就来看看。

市第六小学三（3）班 王胜（本报小记者）

看万物复苏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百鸟归巢。3月 17日

上午，我们跟随《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的老师来到
藜园小镇，参加“看万物复苏，迎百鸟归巢”社会
实践活动，为南飞回乡的鸟儿搭一个温暖的家。

这次活动有三个项目：搭建鸟窝、亲子游
戏、采摘草莓。

搭建鸟窝，是从旁边的小树林里捡上树枝、
干草，用热熔枪粘起来，干草铺进去，放上玉米，
再把鸟窝放在树上就行了。

虽然我以极快地速度提着柴草回来了，可
有人已先一步做了起来。于是，我迫不及待地

拿起热熔枪，小心翼翼地搭建形状，然后粘在一
起。不到三分钟，其他同学也都回来了，开始做
鸟窝，有的折小树枝，有的摆造型，还有的加固
鸟窝。一时间，整个大棚都被喜悦、激动所包
围。不一会儿，所有同学的鸟窝都做好了，有像
小房子一样，有装饰的花红柳绿的，还有的像一
个火炬，各式各样的鸟窝，真是姿态万千。接下
来便是亲子游戏了。游戏规则很简单，就是双臂
各夹一个气球，膝间也夹一个，从起点跑到终点
再绕回来，传给下一个人，比谁跳得快。游戏竞
争尤为激烈，每个人都是能跳多远就跳多远，即
使汗流浃背，也依然努力，只为这一组的胜利。

比赛结束后，我们一人拿了一个透明盒子，
来到温室大棚里采摘草莓。红彤彤的、散发着
诱人清香的草莓吸引着每一个人，大家一边赞
叹，一边认真地采摘，所有人都满载而归。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感
情，还明白了保护生态环境、自己生存家园的重
要性。

朔城区四小五（8）班 赵志轩（本报小记者）

做鸟窝
星期六的下午，我参加了《朔州日报》小记

者社会实践活动——做鸟窝，我们还采摘了草
莓。活动地点是藜园小镇。

走进藜园小镇大棚里，里面有两只可爱的
山羊，一只在吃草，一只在休息。我正看得入
迷，这时老师开始集合分组。接着开始做鸟巢
了，首先要做的是捡树枝，当然我们还捡了好多
的绒草，在妈妈的帮助下，圆圆的鸟巢做好了，
我在贺卡上写下了：“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
中望母归。”希望所有人都能爱护小鸟。最后，
我把鸟巢放在了一棵高高的杏树上，希望小鸟
能喜欢它的新家，珍惜我亲手给它做的鸟窝，也
希望风雨手下留情，别把小鸟的新家吹坏了。

市第六小学三（3）班 杨超（本报小记者）

有意义的活动
星期六下午，我们《朔州日报》小记者在藜

园小镇开展了“看万物复苏，迎百鸟归巢”社会
实践活动。

一进大门，我就看到了两只可爱的山羊，还
有走路摇摇晃晃的家养鸡，用麻草编织的小动
物和大南瓜、茄子、玉米等各种蔬菜。

不一会儿，做鸟巢活动开始了。首先去捡
树枝，然后，我们和小伙伴们还捡了好多绒草。
我想：小鸟的家究竟是啥样呢？带着疑问，我和
小伙伴们来到了做鸟巢的地方，开始着手制作
鸟巢。我想做的鸟巢是三角形的，大家听到我
的创意非常赞同，于是我和妈妈开始制作。我
和妈妈把树枝一层一层地粘了上去，为了美观，
还在上边装饰了几朵小花，放上了厚厚的绒
草。我发现其他同学的鸟巢做得也非常好，有
的像开放的花朵，有的像一个小方阵，还有的像
一个小车子，一个比一个好看。

最后，我把鸟巢放在了一棵大树上，为了测
试稳定性，我还摇了摇大树，见鸟窝没有掉下
来，便放心离开了，在离开之前，我还嘱托大树，
要保护好鸟巢和小鸟。

市第六小学三（3）班 韩依诺（本报小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