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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童年趣事

1．可以借助自己生活的照片打开记忆的闸门，也可以和爸爸、妈
妈或小伙伴一同回忆……

2．把事情经过写清楚，写具体，写得有趣，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3．写完后，把习作读给别人听，再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

有一首歌中唱道: 童年是阳光，童年似梦幻……的确，童年的生活
是轻松的、愉快的，有时会有许多忍俊不禁的趣事伴随着我们。接下
来就让我们把童年发生过的有趣的事记录下来吧。

一、弄清题意，明确要写的内容。
本次习作的题目是“童年趣事”，这个题目有两点需要我们注意:

一是本题的题眼“趣”。就是发生在童年让人听起来就想笑的有趣的
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往往同学们也写过许多事情，但大多忽略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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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因此，你选定的素材一定围绕“有趣”来写。二是本题有一个限
定成分就是“童年”。它限定我们写作的时间，也就是这件事一定是在
童年发生的。这次习作从体裁上看是以记事为主，从范围上看也比较
广。可以写童年生活中有趣的事或其他事，最好用第一人称来写。

二、思维拓展，选好主题。
对于有趣的事可能很多:
1. 妈妈爱美，我也效仿，结果……
2. 爱吃甜食的我，趁爸妈不在家偷吃糖果，结果……
3. 和哥哥一起踢球，结果……
拟一个好标题:
捉泥鳅 打水仗 做游戏 踢足球 登山 钓鱼
三、确定观点，选取要写的材料。
1. 在你童年中有趣的事很多，因此需要选取一件最能表现中心思

想的，最能表达积极思想意义的，你认为最能打动你的内心的事。这
就是本习作要写的中心。

2. 认真回忆一下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有哪些人物和你一起，自
己的心情怎么样，大家玩的怎么样，一定要写的具体、生动。

四、按序写作，详略得当。
按照一定顺序来写( 一般按事情发展顺序) ，最能突出表达中心的

内容要详写，写出细节。

★每当我像鱼儿一样，在深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的时候，就
想起了初学游泳时候的情景。( 开门见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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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梦是一条五彩的河，童年的梦是一条七色的路，童年的
梦是一座闪亮的桥，童年的梦是一个美妙的世界。( 排比式)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
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着长大
的童年。”有没有在哪里听过这首歌? 虽然你没有确确实实回答我，但
是相信你可能听过。不错，这是台湾的歌谣《童年》，童年的童真童趣
是数不完的。( 开门见山式)

★今天是星期六，我写完作业找出一本作文书来看，看到一篇关
于童年的作文我就津津有味地看起来。读完他们写的童年生活，我不
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过渡式)

★童年是快乐的，童年是无忌的，童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童年，我的童年是幼稚无知、欢乐可笑的。每当我站在窗前，就会不由
自主地想起童年时发生的一件一件可爱的傻事。( 总说式)

★童年像色彩缤纷的花朵，像天空无拘无束飘浮的白云，像一条
清晰见底的小河，像一个荡着欢笑的梦……让我摘下童年那最大最亮
的“星星”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叙述式)

★门外漆黑一团，对面看不见人影。风很猛，呼天吼地。电光闪
闪，雷声隆隆，像要下雨似的。我接过妈妈递给我的饭篮，站在那里，
心里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环境烘托式)

★妈妈总爱和别人提起我小时候偷喝白酒的事，常常惹得大家捧
腹大笑，我却感到难为情。( 单刀直入式)

★在童年的生活里，有许许多多快乐的事，其中给小猫剪胡子的
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追忆往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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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童年，隐藏着我点点的秘密。( 点题式)

★童年的岁月是快乐的，是美好的，是纯真的。对于我们小孩子
来说童年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每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时光里。( 抒
情式)

★童年里的趣事真是太多了，童年留下的回忆也太多了，而童年
一去不复返了。让我们来珍惜时间，珍惜生命，让我们每一分每一秒
活的更有价值。( 感叹式)

★童年，多么令人留恋! 可它却像蒲公英的花瓣，越飘越远了，离
我而去……( 抒情式)

★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我时时会想起，每次都会哈哈大
笑。这件快乐的事，也使我从中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不了解和
不熟悉的事情，不要莽撞地做。( 哲理启示式)

★这次比赛大伙虽然冷得够呛，但却给这严寒的冬天带来了生
气，给我们的童年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点题式)

★这就是我的童年趣事，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深深地觉得，我们
那时不但勇敢，而且爱美! ( 主题揭示式)

★我们这些小男子汉有时是个懂事的大人，可有时还像个淘气的
小子……你说是吗? ( 设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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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 稚嫩 稚气 童真 童稚 纯真 天真 胡闹 胡搅 追赶
追逐 追踪 假扮 假装 奇特 奇怪 开心 贪心 担心 疑心
恒心 存心 嬉闹 戏弄 哭喊 哭闹 买乖 卖乖 怄气 赌气
得意 惬意 感动 激动 乐趣 逗趣 兴趣 情趣 高兴 兴奋
责备 指责 斥责 烂漫 浪漫 愚昧 愚顽 愚蠢 愚笨 聊天
无聊 傻事 傻笑 憨笑 憨直 失意 失望 内疚 负疚 愧疚
惭愧 扯淡 拉扯 瞎扯 瞎编 后悔 悔恨 纠缠 纠葛 粗野
虚荣 虚伪 撒泼 撒娇 想象 设想 执著 执意 固执 痛快
快活 诡辩 狡辩 狡猾 疑问 疑窦 疑团 忧虑 担忧 离谱
心满意足 心花怒放 心惊胆战 问心有愧 做贼心虚 口是心非
自作聪明 自以为是 自由自在 洋洋自得 暗自高兴 暗中得意
无中生有 不顾一切 不堪回首 不劳而获 不知所措 言不由衷
急不可待 忍俊不禁 紧追不舍 惊惶不已 朝思暮想 朝盼夕望
侧目而视 仗势欺人 尖声尖气 傻里傻气 忍气吞声 淘气作乱
悄无声息 指手画脚 蹑手蹑脚 游手好闲 顺手牵羊 甜言蜜语
花言巧语 装腔作势 装模作样 见机行事 相机而动 幸灾乐祸

★我悄悄凑了过去，猛地伸手去抢那条鱼，小狗却机警地用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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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鱼按住，示威地闷吼几声，便叼着鱼走开了。

★我停止了对小乌龟的挑逗，装出友好的态度来麻痹它，趁它不
注意，我把铁尺突然插到它的身底下，一翻，它就仰面朝天了。

★我朝小猴子晃了晃帽子，再戴在头上，反复了几次，就把帽子向
它扔了过去，还喊道:“猴儿哥，戴上帽子!”

★……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展现在眼前。

★他戴上爷爷的破帽子，拿着酒瓶儿当话筒，左手往后一背，腰一
弯，学着赵本山的样子，煞有介事地唱起《小草》来。

★“肃静! 肃静!”我瞪起眼睛，怒视着这群调皮捣蛋的“学生”，
使劲儿敲着“黑板”。

★我心里一阵兴奋，一阵紧张，轻轻地握了握手，慢慢拉起长绳，
猛地一拉，“哐当”一声，脸盆就把小鸟给扣住了。

★玩累了，我们纷纷从水里钻出来，抖掉身上的水珠儿，爬到岸上
懒懒地晒太阳。

★我鼓着腮帮子，使足全身的力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气往管里
吹。只觉耳朵里“嗡嗡”响起来，眼前金星乱冒，头重脚轻。

★我把鞋刷子在墨水里蘸了蘸，然后拿起爸爸的皮鞋，“刷刷刷”
越擦越欢，美滋滋地想，爸爸准会表扬我!

★我在“黑板”上写下一个歪歪扭扭的“王”字，然后用教鞭一指:
“这个字念‘王’，姓王的王。跟我读: w—ang———wánɡ。”下面响起
稀稀拉拉的声音: “w—ang———wánɡ。”声音刚落，燕燕“腾”地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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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嚷嚷开了: “不对，不对! 那个字念‘yù’，你看，里边还有一点儿
呢!”我转身一看黑板，一下就傻了眼: 可不，由于写字时紧张，竟在
“王”字里点了一个点儿。这时，课堂有点乱了，大家议论纷纷: “对，
是念‘yù’。”“哼，什么老师!”燕燕呢，竟一边撇嘴一边冷笑，我急了，
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叫:“肃静! 我是老师，我说念什么就是念什么! 再
说话，我……我可不跟你们好了!”

★看看妈妈还虎着脸，我知道不好再讨价还价了。于是，就识相
地拿起药片，把它放在舌头跟下，赶紧喝了口开水，学着妈妈以前吃药
的样子，把头往后一仰，我原以为药片能顺顺当当地滑进肚子，可是，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药片仿佛故意和我作对，它死死地赖在舌头下
面，不肯下去。开水已经咽了下去，由于药片被开水浸化了，苦得我把
药片吐了出来。

★我朝着猴子扔过去一根香蕉，还没等香蕉落地就被一只大猴子
接住了。只见它像人一样剥开皮儿，闻了闻，然后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旁边的几只小猴子见它吃得这样香，都用乞求的目光望着我，似乎在
说:“我也要。”看着它们那个馋样，我耸耸肩，一摊双手，做着鬼脸儿
说:“对不起，没了。”刚说完，我又想到兜里还有糖，于是抓了一把。
“猴哥，请吃糖。”我把大把糖天女散花般掷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我见
猴子挺爱模仿的，就捡起一个还在冒烟的烟头，假装吸了几口，然后扔
到一个猴子的面前。那猴子见了，连忙用毛茸茸的小手捡起来塞进嘴
里，紧接着尖叫一声丢掉烟头直蹭嘴。这一下周围的人都逗笑了，我
更是笑得流出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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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鱼

放暑假了，我到农村姥姥家去玩。一天中午，我去捉
鱼。来到河湾，只见湾里的水非常清澈，水面平得像一面
镜子，把我的影子也映在水里啦! ( 描写的手法运用恰当。)

过了一会儿，水面上冒出一串串小泡泡，一圈圈粼粼
的波纹荡漾开去，我知道鱼就在那个地方。于是，我从岸
边找来几块石头，把网放在水里，用两根棍儿支撑网上面
的两个角，然后用石头压住网的另一边。下好网，我便坐
在岸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得意得想: “我今天一定捉
它满满一盆鱼。”

过了 20分钟，我估计鱼进网了。我悄悄地把石头拿
掉，一把扯起网的两个角，一下子把网提了上来。“嗬!”
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鲫鱼! 我把鱼捧到手里正想好好儿看
看，可一不小心，只听“扑通”一声，鱼从我手里滑到河里
去了。( 描写作者当时的心情。)

真可惜，我好不容易捉到了一条大鲫鱼就这样跑了。
我重新把网放到水里，这时远处的水面上冒出一串串小
水泡，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我知道鱼因为受了惊吓
跑到远处去了。我连忙卷好裤腿，走进水里，从远处“哗
啦哗啦”地轰赶鱼群，让它们进网。一切就绪，我便上岸
休息，等到水清了，又悄悄地下去，把网收起来。嗬，这下
丰收了，一网打了三条大鲫鱼。这回我赶紧把鱼装到桶
里，灌了些清水，提出了河湾。坐在草地上，看着这几条
大鲫鱼，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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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再捉几条，突然想起姥姥的嘱咐: “可要早点
回来!”于是，我连忙收拾好渔具，提着水桶向家里走去。

暑假时到农村姥姥家去玩，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能到河边去
捉鱼，那就更让人高兴了。读了《捉鱼》一文，我们都有了身临其境的
感受，这主要是小作者写得很具体。

把捉鱼的准备工具交代清楚。习作是要给读者看的，不要以为自
己清楚的事情，别人也清楚，还应该把自己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一一
展示给读者，如找石头、支网、压网……这些都是捉鱼前的准备工作，
交代清楚，会使读者一目了然。

分层次把捉鱼过程写具体。作者先写由于不慎让第一条大鱼跑
了，很惋惜; 再写下水轰赶鱼群; 然后写收网捉鱼; 最后写把鱼装桶灌
水，向家走去。

这样写就做到了层次清楚，内容具体。

童年

童年里发生的事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不计其数。
虽然有的像流星，划过长空，没过多久就消失了，记不全
它的形状、颜色和轨迹，只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可人们
还是会为它曾经在天空中的存在，以及滑落时的美丽而
惊叹。当然，镶嵌在天空中，最明、最亮的那几颗星星，得
算是童年生活中的趣事了。它们在空中眨着眼睛，不时
地惹你打开思绪的闸门……

9



鸟儿在枝头卖弄歌喉，唱出婉转的歌曲;鱼儿在池塘
里游来游去; 校园里的广播也唱着轻快的歌曲。我的童
年就像鱼儿和鸟儿一样快乐……
“爸爸，爸爸，小鸡是怎么出生的?”小时候的我带着

这个幼稚的问题不停地追问爸爸，想寻求到答案。“当
然是鸡妈妈把它们从鸡蛋里孵出来的啦。”爸爸显然经
受不住我的追问了，揭晓了答案。“哦，是这样呀。”我很
兴奋，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跑开了。呵呵，我灵机一动，又
有新花样玩了。

我把冰箱门打开，在里面精选了一个鸡蛋，然后做贼
似的飞快地逃离“现场”，躺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把蛋
抱在我的胸前，希望能孵出小鸡来。我孵出的小鸡一定
很可爱:淡黄色的茸毛，黑黑的小眼睛，尖尖的小嘴，围着
我一边转圈，一边欢快地叫着。我将是世界上第一个想
出人工孵小鸡的人，我最伟大! 小鸡真的被我给孵出来
了! 呀，比我想象的还要可爱，我和小鸡在一起快乐地玩
耍着。哈哈哈哈……呼! 什么声音? 我从遐想中回过神
来，条件反射地看了一眼衣服的口袋。咦，小鸡怎么不见
了。口袋里那黄色的是什么东西? 哇的一下，我哭出了
声音: “鸡蛋碎了，我的小鸡不见了!”( 动作描写、小鸡的外
貌描写十分细致。)

还有一次，我看到窗台上那盆仙人掌绿绿的，真可
爱。不是我吹牛，那青翠肥厚的叶片在阳光下翠绿欲滴，
更迷人的是仙人掌顶部开出一朵红色的花，很娇艳。我
情不自禁地伸过手去，想抚摸一下。
“哎呀!”我还没碰到花，就被仙人掌身上的刺给扎

伤了手。唉，忘了介绍仙人掌最大的缺点，也是我最不喜
欢的地方，那就是它全身长满了刺，人一不小心就会被它
扎伤。针对这一点，我已经想出了解决的办法———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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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刺拔掉。今天，就看我大显身手吧。 ( 开门见山式
点题。)

我把仙人掌盆放在桌上，拿来一把小钳子，伟大的给
仙人掌做的“美容手术”就开始了。

我小心翼翼地用钳子把仙人掌身上的刺一根一根拔
下来。一边拔，还一边数着被拔下来刺的根数: “一，二，
三……”

我越拔越带劲，也越来越熟练，一心想着仙人掌没刺
后的样子，仿佛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让我觉得成功就在眼
前了。我高兴得笑出声，为自己的“伟大”想法，也可能
是为马上展现在眼前的没有刺的仙人掌而兴奋吧。

不多一会儿，大功告成了，仙人掌身上的刺被全部拔
了下来。看着自己的杰作，看着光滑的仙人掌，我觉得真
是太欣慰了。

晚上，当爸爸、妈妈知道这件事后，先是一阵大笑。
我自以为连他们也在佩服我，更得意了。没想到笑过以
后，爸爸、妈妈竟说我不动脑筋，知识太少了! 后来他们
还说了些什么，我都没注意听，只知道脑子里有一个大问
号:难道又是我错了?

我的童年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快乐。无忧无虑中，
夹杂着各种各样的笑话，值得我去回味……

本文小作者借“人工孵小鸡”、“为仙人掌拔刺”这两件事，写出了
自己的童年时代的趣事。叙事思路清晰，文中关于动作细节的描写，
以及自己真实的心理活动刻画，生动地展现了作者无忧无虑的快乐童
年生活。如果能在文章结尾处写写自己由这两件趣事而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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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受到的启发( 例如，可以写写从此之后自己对科学知识的向往) ，
文章会更加精彩。

有趣的军事游戏

星期四下午，天气晴朗，我们三( 一) 班和三( 二) 班
同学们一起玩军事游戏。

出发了，同学们都非常高兴，我们班分路进攻，突破
“敌人”的埋伏圈。

战斗开始了，“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我们一下
就把他们打退了。当“敌人”第二次对我们发起进攻时，
我们用计甩脱了他们。(“军事游戏”的叙述过程过于简单。)

这次活动真有趣。

这篇文章的作者选择了“军事游戏”这样一个内容，选材好，但对
于文章的重要部分———做游戏的过程，三言两语一带而过，写的不具
体，文章的重点也不突出。

2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