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享“十个一”：充实与成长的假期

美好的假期总是显得短暂，在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里，同学们参考学校先前提供

的“十个一”计划，度过了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假期。新的学年迎风而至，假期虽已过去，

但那段与书、与运动、与风景等相伴的时光却已化为丰润的养料，滋养着同学们接下来的

学习与生活。让我们一起回顾他们精彩的假期故事吧！

一、体育锻炼

每天坚持适当的体育锻炼有助于强健体魄，增加自信，同时也能提高睡眠质量，帮助

我们养成健康的生活规律。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三年级的孙熙蓦同学选择与棒球为伴，在炙热的棒球场上挥洒汗

水。他参加了棒球夏令营，与来自全国五座城市的小球员一起训练、比赛，还参加了全国

青少年软式棒球锦标赛，队伍获得了优胜组冠军。

三年级周柯宇同学的暑假生活也多姿多彩，不仅在江西婺源参加了“天佑杯”2024年
全国青少年软式棒球锦标赛 U8 组比赛，还利用暑假学习了羽毛球和游泳，几乎每天都坚持

训练，可谓是小运动达人。



四年级的徐熙诺同学在暑假也沉浸在运动的海洋中，冲浪、滑板、轮滑、游泳等运动

让整个暑假生活都充满了色彩和活力。

二、旅行感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行可以拓宽眼界，更能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各位同学假期

都去了哪里，又有什么独特的感悟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我的古蜀国探秘之旅

五年级 李乐之

说起成都，大家一定会想到大熊猫，川剧变脸，“三国圣地”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的“窗含西岭千秋

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吧。这个暑假我来到成都，除了上面这些，还被古蜀国的神秘以及其文物的精致

与魅力震撼到了。“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古蜀文明到底有什么魅力呢？现在就请和我一起开始

一场古蜀国的探秘之旅吧！

今天我来到了位于广汉鸭子河畔的三星堆博物馆，是古蜀文明的重要展示地。进入园区，宽阔的大

道两侧布满了植物，高低不一，给人一种舒服开阔之感。大道最前方是三星堆博物馆旧馆，它有着螺旋

曲线的外墙和三角锥型的尖屋顶，非常的特别。不过我今天的主要目的地是新馆，新馆也是三个曲面建

筑，从外观看很像青铜面具的大眼睛。走进新馆就像走进古蜀人的眼内遨游一般。



进了展厅趁着刚开馆人少，我和妈妈反其道而行之直接奔向了二楼，去寻找我最感兴趣的镇馆之宝

青铜神树。来到神树面前，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凝视这颗“巨”树。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不仅是

因为树的“庞大“，更是因为其蕴含的强烈生命力与信仰，让我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敬畏与惊叹之

情。这颗神树不仅巨大而起精致。底座加树身共 3.96 米，就像一颗大榕树似得，纸条错综复杂。树干上

有三层树枝，每层又有三枝桠，上扬的枝桠上又长有一个果子，果子上立有一只神鸟。这样就有九只鸟

立在上面。考古学家们推测树干的正中央也有一只神鸟。这样和山海经中扶桑树的记载就十分的相似了。

3000 多年前的古蜀人是听了扶桑树的故事才设计出了这样的青铜神树，还是当时有人看到了这颗青铜神

树才流传开来，后又被记录在了山海经中呢？这就不得而知了。这也给三星堆又增添了一丝神秘感。

三星堆博物馆中其他令我印象深刻的展品要数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了。无论哪个面具上的脸都十分

的怪诞。鼓起的眼睛，尖尖的耳朵，咧的大大嘴巴。一眼望去很像精灵族与怪兽族的合体。据考古学家

所说，这种造型其实是三星堆人对古蜀第一代君王蚕丛的崇拜，把他的面部特征抽象创作而成。通过考

古发现蚕丛时期的古蜀人极有可能真的是鼓眼睛，这是因为当时古蜀人生活在山里，吃的都是劣质的盐

巴，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因为缺碘而患上甲状腺疾病。“艺术源于生活”还真是更古不变的道理。

青铜人像也是造型各异。有些头上戴着圆帽，头发编成辫子；有些戴着平平无奇的无纹方帽；还有

些戴着高大的头饰，头盔；甚至有些还贴上的金箔以示身份的显赫。这些头像也是可以让我们一览当时

人们的妆容。

走过一列列青铜头像，就能看到仿佛高耸入云的青铜大立人像啦。青铜大立人是三星堆博物馆的镇

馆之宝之一。人像有着标志性的大眼睛，头戴高冠，身上穿着有着精美纹饰的衣服，以龙纹为主，还有

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这和出土的其他动物文物一样体现了古蜀人对自然的尊崇以及世界万物的崇拜，

这么看古蜀人是有大爱，大格局的呀。考古学家推测青铜大立人是集神，巫，王三者为一体的形象，不

过他手中到底握的是什么东西呢，众说纷纭，至今还是一个谜呢。



三星堆文物里除了神圣庄重的祭祀用品，也有很多家用的器具。例如最早的“火锅”一个三足炊器，

中间一个圆环，还真和火锅有几分相似呢！还有和小猪存钱罐神似的可爱小猪！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三星

堆人的日常生活。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数量如此多，制作如此精致，让人目不暇接，赞叹不已。不过如此成熟的文明又

是如何消失的呢？至今也是一个大谜团，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就消失的无影无踪。目前，大多数学

者认为可能是一场特大洪水冲毁了三星堆，人们不得不去别处重建家园。那这样的话古蜀人又去了哪

里？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前的一天，金沙村正在修一个新小区，挖地基的时候却找到了答案——金沙

遗址横空出世。



于是，第二天我就去了金沙遗址博物馆。来看一看古蜀人接下来的生活。走进园区，我感觉就像进

入了一个大公园。这里绿草如茵，树木林立，还有几只小鹿！乌木林里，几千年前的树木重新扎在了大

地中。穿过乌木林，就来到了遗址馆。这里有真实的发掘现场，博物馆里的文物都是从这里出土的。一

眼看去，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一堆土格子里。原来考古可不是往地里随便挖坑，要先画出方格然后往下

挖。这样方便在坑之间移动，也整齐。跟随着人群慢慢参观时我发现出土最多的竟然是象牙与其他动物

的牙齿，（但由于象牙保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1 号坑的象牙就被原封不动的埋回去了）这也体现了当

时生态的多样性。我路过了太阳神鸟金饰的出土地，它是金沙的镇馆之宝之一。可惜的是太阳神鸟是挖

土机挖出来的，无法根据土层得知它埋葬时的具体年代了。

离开遗址馆，来到陈列馆。我首先看到的就是金沙的镇馆之宝——太阳神鸟金饰。它被放置在一个

旋转的展台上，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也太薄了吧！简直就是像剪纸一样啊！确实，这个金饰只有 0.02
厘米厚，但纯度却有 94.2%！这体现了当时加工金的技术就已经非常高超。它和三星堆的青铜太阳轮不

同，不是要控制住，禁锢太阳不让它继续毒辣辣的炙烤大地，而是一种溢于言表的喜爱之情，当时的气

候比较温和，看着它似乎都能感觉到一股温暖。而且，四只神鸟，十二道光芒代表的是不是四季，十二

个月呢？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古蜀人的历法就已经和现在相同了！这个图案甚至成为了中国文化遗

产的标志！

在金饰的旁边就是另一个镇馆之宝——金冠带。它也非常的薄，纯度很高。刚出土的时候，考古工

作者们还以为这是一个腰带，一看才发现这实在太短了，认为很有可能是冠带。不过它真正特殊的地方

在于上面的花纹和三星堆的金权杖上的一模一样。都很有可能是鱼凫的标志。这也增大了金沙是三星堆

的传承的可能性。另一件文物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备受重视，它就是青铜立人像。来到它的展柜面前，

一群人围在展柜周围，我想：它有三星堆大立人的一半高吗？结果，穿过人群看到它时我才发现青铜大

立人得有它的 20 倍！它头上戴了一个头冠，看上去就像戴了一个珊瑚帽。不过它们俩的造型的确非常

相像，手都是做空心握拳状，一上一下。这不仅代表了金沙是三星堆的传承，也对大立人手中握着什么

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这可能是一种宗教手势。因为小立人的比例，权杖，象牙都不合适，这让宗教手势



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发现金沙在加工玉器这个方面已经非常的娴熟。玉璧，玉璋，玉琮，玉戈，各种

各样的玉器琳琅满目。像戈，戟这样的兵器都被做成了玉饰。

金沙唯一可惜的就是它不像三星堆处于荒郊野外，它可是位于城区呀。旁边有很多高楼大厦，可不

是随便就可以把它们拆了的。因此金沙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还埋藏在土里，特别是建筑群到现在还没有发

掘出来。未来可能还会有发掘的机会，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在这次探秘之旅的最后，我想给大家推荐一套书-《给孩子讲三星堆》系列。作者是中国著名考古学

家刘兴诗。他亲自参与了三星堆与金沙的发掘。这套书虽然是儿童读物，内容却是有深度的。刘兴诗爷

爷以一个考古工作者的视角分析文物以及古蜀国的历史。他结合史书，发掘时的所见所闻，以及传说有

理有据的推断出了他自己对古蜀国历史的想法。书中也鼓励我们自己去有逻辑的分析。而且他的语言也

非常生动，简单易懂又逻辑清晰，让人很容易记住书中的知识。如果你想进一步探索古蜀国的历史，我

很推荐你看一看《给孩子讲三星堆》系列！

在蜀地这个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孕育了一个璀璨的文明。这里的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与想象力诠

释着自己周围的世界，给后人呈现出一幅怪诞又神秘的画卷。三星堆和金沙就如天空中的两颗星星，一

颗暗淡了，另一颗又冉冉升起。这里的探索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个惊喜吧！



湘西游记

六年级 刘畔酉

回顾 2024 年 8 月 3 号，我和亲爱的老妈一起乘坐 8 点 50 的飞机前往张家界,开启了为期一周的湘西

游。一路上，热辣辣的阳光照射在巨大的机翼上，反射出了夺目的光彩。我的心兴奋而又期待. 窗外，

棉花糖似的白云在自由自在地飞翔，我的心随着这可爱的白云也在空中翱翔---张家界我来了!

11 点 24 分，我们到达了机场。下飞机，取行李，和地接会合. 出了机场大厅,我就迫不及待地四处

张望. 外面的高山不规则的排列着，松树和竹子密密的覆盖了整座山，挨挨挤挤的，让我的眼前一亮，

无比舒适，眼睛和心情都得到了片刻的休息。

吃了午饭，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我们终于来到了芙蓉镇。办好房卡，在酒店稍作休息，6:00 便和

导游一起步行到达芙蓉镇，开启了湖南第一景点的游览 。

芙蓉镇原名王村，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是土家族土司王朝的起始都王府。因有一条瀑

布穿镇而过，又称“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１９８６年著名导演谢晋在此拍摄了电影《芙蓉镇》，该

电影由刘晓庆主演。电影播出非常成功，小镇也因该电影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随着旅游业的兴起，

２００７年王村正式更名为芙蓉镇。

这时已是夕阳西下，橙红色的太阳吸引着每一个人的注意，几朵

彩云遮住了夕阳的半张脸，天空被晕染成了粉色，橙黄色，淡蓝色，

可谓是美丽至极。

这里的夜景绝妙无比。天黑时，街道上的灯光橙黄橙黄的，照亮

了每一个人兴奋快乐的面庞，我也在这灯光的映照下，美滋滋地享受

着闲逛的悠闲。偶尔停下脚步，看一看某家店铺的产品及特色。我还

吃了一碗刘晓庆米豆腐，我觉得口感有些许奇怪，咸味或许比甜味好

一点。

在芙蓉镇，我感受到了土家族那热情淳朴的民风，欣赏着让人眼前一亮的风景，我想说：“芙蓉镇真

是个好地方！”不过，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欣赏的太匆忙了，太急了，没能仔细体会这块宝地。

“刷啦啦，刷啦啦”，我正沉浸在自己的美梦中，突然，妈妈冲起了马桶，巨大的冲水声促使我的美

梦崩塌了，我抱怨道：“妈妈！马桶的冲水声太响了吧！”但我也只好起来，开始洗漱并收拾行李，还瞄

了几眼行程表，我的心情顿时就高兴了，因为今天我们要去凤凰古城！

我和妈妈吃完早饭并找到导游，乘车前往今天的第一站，悬崖栈道。



我们走在悬崖边，周围的风景极为壮观，高峰耸立，一片片的绿色充满了我的眼睛，我惬意地走着，

偶尔停下脚步，与妈妈拍几张照片。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了玻璃栈道，脚底下就是万丈深渊，我美滋

滋的看着，并没有感到害怕，而有的是兴奋，因为我好久没有走在玻璃栈道上了。妈妈倒是放慢了脚步，

看上去内心有些忐忑。

走完了栈道，爬完了 400 多个。太阳无情的烤着大地，我和妈妈我们便来到了电梯门口，顺着楼梯

下降，我们便来到矮寨大桥。矮寨大桥甚为壮观。建在深三百多米米的德夯大峡谷之上，主桥全长１４

１４米。分为 2 层，上面一层是汽车行驶道，下面是行人观光道。我欣赏着脚底下的绿水青山，不仅感

叹中国建筑设计师们的伟大。哼着小曲，信步在大桥上，不知不觉一个来回就走完了。要离开了，还真

是有点恋恋不舍。

吃过午饭，便坐车前往今天的第二站，

凤凰古城。凤凰古城因背依的青山酷似一

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而得名。凤凰古城的文

化底蕴深厚.它的历史悠久,建筑风格独特,
保留了明清时期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以
青石板道和吊脚楼为主。古城四面环山，

青峰叠翠，清澈的沱江从西向东穿越而过。

到达古镇时，已是傍晚，又是欣赏夜

景的时刻。如同芙蓉镇的夜景，灯火辉煌。

虽是人挤人，但十分美丽。不过，我仍然

也就逛了一个多小时，匆匆忙忙就回酒店

休息了。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虽然很累，但收获满满！

6 点 45 分，我准时起床，洗漱完毕后，妈妈还在睡懒觉，等她起床后，我们就下楼吃早餐了。

上午的时间是多么的惬意啊！我走在铺满石板的小路上，耳边只有零零碎碎的说话声和水声，远远

望去，水面仿佛是一面由青绿色和蓝绿色组成的晶

莹的镜子，靠近水面，你会发现总有星星点点的小

水柱落入水中。哦！原来是小孩子们在玩水呢！他

们踏着水，玩着水枪，脸上红扑扑的，泛着浓浓的

笑意，他们的快乐是有感染力的，我不禁微微的笑

了。随着弯弯的小路往前走，你就会看到两个小瀑

布，泛着汩汩的白花，中间夹了一座小桥，桥面很

宽，仿佛是想让所有的游客都上前走一走。已经有

不少的人站在桥上拍照留念，我和妈妈也走上了桥，

低头看去，湍急的水流一涌而下，桥面偶尔还咯吱

咯吱响，仿佛马上就支撑不住来自水流的攻击。远

远朝瀑布望去，我竟在白花中间发现了一堆的塑料

瓶子！这让我大感不快，这也是美丽的风景线中丑陋的一角。



随着时间的流逝，太阳也越来越刺眼，在妈妈的催促下，我只好回到了酒店收拾行李。

下午，我们来到了 72 奇楼，这里灯火通明，人言嘈杂，但仍然能看出它的古朴与美丽。这里小吃

很多，但符合我胃口的很少，我只是仓促地吃了些，便不再去注意美食，反而去注意留下的时间，这使

我回忆起来时大感不快的。

今天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８月５号的旅游目的地是黄石寨。 “不到黄石寨，枉到张家界”，这让我特别好奇黄石寨到底有啥奇

特的？从酒店出发时天是阴的，天气预报说没雨。可刚走了二十多分钟，竟然下起了大暴雨。导游说我

们是幸运的，雨后的黄石寨会美 的 出

奇。下车后，大家各个都穿上雨 衣，雨

鞋，冒着大雨进入了景区。四处 望去，

只能看清朦朦胧胧的一片淡雅 的 绿

色。听导游所讲，这山林里有许 多 野

生的猕猴 ，如果你提了塑料袋 或 在

猴子面前拉开了书包拉链，它们 就 会

立即上前抢，还会抓伤人！这让 我 多

少有点忐忑。在上山的过程当中， 令 我

印象深刻的还得是坐缆车前往 山顶。

缆车的速度很快，短短几秒钟， 我 们

就离等车台很远了。低头向下看， 脚 下

就是万丈深渊，因为刚下完雨， 还 能

看见浓浓的，洁白的云雾聚集在山的夹角处，我急忙拿起手机，拍起了照。我不禁感叹，这里好美呀！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几分钟后，便到了山顶。随后就是大量的走路和拍照，在旅途中，发生了戏剧

性的一幕。一只猴子站在一个大塑料袋面前，正在不断的从里面掏出各种各样的零食，周围围了一大群

人，原来是猴子抢吃的呀！

一路走来,我们见到了许多大自然的奇观。如“南天一柱”，一石峰从深不可测的沟谷中冲天而立，上

下一般粗细，犹如镇山之卫士，超凡脱俗。如“天桥遗墩”，一组石峰群坐落于黄石寨与袁家界之间，各

个奇高无比，犹如冲天的利剑，守卫着大片大片的石峰。

上午的时光,我们就陶醉在这高山的美景里了。下午我们来到了宝峰湖。这里的水异常的清澈，环境

极为优美，顺着小船，山峰所形成的图案也千奇百怪，俗话说：“三分靠看，七分靠想象”我看到了单峰



的骆驼 ，开屏的孔雀 ，美丽的少女和半张脸的猪八戒。据导游所讲，这里还是西游记真假美猴王的拍

摄地点！当到了大巴的停靠站，我们来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娃娃鱼的所在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活

了 130 年的长寿娃娃鱼，它长约 1.5 米，行动起来极为笨拙，没有活力。看完了娃娃鱼，我们便喂起了

满满一池的鲤鱼，他们都饿坏了，争着抢着要吃，嘴巴张得仿佛能吞下一个西瓜。

这些景点逛完后，今天的旅程就算结束了。行程很满，脚感到无力，但心情是美的。

随后的几天，我们又游览了袁家界，天门山，观赏了天门洞。了解了天门洞的奇妙之处，如天门翻

水，天门转向等。

经过芙蓉镇和凤凰古城,我了解了土家族的一些风俗习惯，体会了他们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欣赏了

绝美的夜景; 走过森林公园,我感悟到了来自大自然的魅力；去到天门洞，我不禁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了解到天门洞的奇特之处。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如此的多姿多彩,壮丽宏伟。我深刻体会到了绿水青山的重

要性,它不仅装饰了大地,也丰富温润了人们的心灵!

云南之旅

九年级 张馨文

云南之行属于临时起意，总感觉这个假期应该来一次远行才完整，于是在出发前一周才确定下行程，

从而对云南便有了向往与期盼。转眼就到了出发的日子，看着凌晨四点的街道，城市本应都沉浸在安详

的睡意中，而我们则坐在了通往机场的车。没想到 5 点钟的机场却热闹非凡，人头涌动，候机、登机、

起飞、落地的时间转瞬即逝。

黑龙潭&丽江古城

历经三小时的飞行，我看到了丽江的蓝天白云。午后的丽江，炽热的太阳把蓝天照的更蓝，大朵大

朵的云缀满天际，能看到远处的雪山。黑龙潭公园两侧绿树郁郁葱葱，蝉鸣环绕，踏上青石堆砌而成的

石拱桥，欣赏着水中嬉戏的鱼儿，清澈的泉水中漂浮着长长的、翠绿的海草，像美人的秀发在水中摇摆、

舞动。远处连绵的青山环抱，漫山的绿植将山体覆盖，深吸一口气满满的负氧离子。沿着石板路，穿过

百年树木搭成的绿荫道，顺着水流的方向，走着走着便来到了丽江古城。

大水车是丽江古城的标志性建筑，汇聚了打卡拍照的游客。我们也混入人流中，走走看看。走过了

古城一座座桥，攀上古城一阶阶石阶，登上狮子山顶，眺望远方的雪山，艳阳下的雪山发出金色的光芒，

来到了桃花岛观景平台，俯瞰整个古城，此时的城，在蓝天白云下好安静，看不到她的喧嚣，殊不知她

正在酝酿夜晚的激情。太阳迟迟不肯下山，8 点钟天依旧没有黑，我们穿梭在古城的各个街巷，雨伞巷，

风铃街……每条街都有相似的韵味却各有不同的风格。日落时分四方街的篝火盛宴开启，人们围着篝火手

拉手跳着舞，游客跟着当地居民一起载歌载舞，感受着纳西族人的热情。而里三层外三层的游客也把四

方街围得水泄不通。喝过了香巴拉的牦牛奶茶，来到了网红餐厅“樱花餐厅”，饭店好似一个多肉植物园，

挤满了打卡拍照的游客，九点多还有 N 多的游客在排队等位。夜晚的丽江古城比白天更加喧闹，你能感

受到小商小贩的热情叫卖，能听到酒吧驻场歌手此起彼伏的歌声，更能体会到炎炎夏日人挤人的温度。

暖黄色的灯光笼罩着古城，给整个古城增添了浪漫且温馨的惬意感觉。

虎跳峡&普达措&土司宴



历经千辛万苦的堵车排队，终于来到振人心魄的虎跳峡观景台，近距离的感受金沙江的磅礴气势。

眼前的金沙江宛如一条巨龙，在群山间盘旋腾挪，浩浩汹涌的撞击两岸的悬崖，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水

花，又如老虎咆哮般，发出阵阵怒吼，轰轰作响。高耸入云的青山安静的守护着惊涛骇浪的峡谷，动静

之间演绎着大自然的壮美，相机无法记录它的美，我只能把震撼深深刻在心里。

走入香格里拉到达普达措时，天公不作美。绵绵的小雨打湿了衣襟，阴暗的天空让普达措增添了几

分神秘与深沉。山间雾气缭绕，树木被雨水滋润的格外青翠，漫步其中感受着大自然的原生态，会惊喜

地发现不怕人的小松鼠在树丛间窜上窜下，会停下脚步看着草坪上悠闲的牦牛与马儿，会驻足湖畔看那

清澈的湖水与枯树，似乎在讲述远古。晚餐的土司宴，我们接收了哈达的礼遇，这不仅是一次美食的盛

宴，更是一种文化的体验。我们围坐一起吃着火锅，欣赏着传统的藏族歌舞表演，感受着藏族文化与风

土人情，扎西德勒也是对他们美好的祝福。

独克宗&丽江千古情

换上特意挑选的民族服装，感觉自己真的像一个藏族少女，漫步在神秘色彩的独克宗古城，在大街

小巷中留下了许多美好镜头。世界上最大最重的转经筒，庄严而神圣的屹立于半山上，筒壁上端用浮雕

篆刻着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下端刻着佛家的八宝图，筒内藏有经咒、无字真言等共 124
万条和多种佛宝，竟有 16 吨之重。我和众多人一样满怀虔诚、带着心愿、用尽力气转动这个庞然大物，

转了三圈。在山下时，我以为转经筒是自动旋转的，其实有太多的人带着他们的虔诚与信仰在转动。

丽江千古情是丽江的一张文化名片，再现了纳西族历史的《木府辉煌》，描绘了摩梭人的走婚习俗，

反映了茶马古道的《马帮传奇》，不仅让观众有一种超震撼的歌舞视觉享受，更多的是跨时空的心灵触

动与情感共鸣。

束河古镇&荒野之国&玉龙雪山&蓝月湖

沐浴在清晨阳光中的束河古镇格外静谧，我们试图将它慢慢唤醒。许多商铺并未开张，反而彰显了

古镇的质朴，茶马古道额青石板路，小桥流水人家，处处显得宁静又安逸。溪水是如此的清澈，水草一

丝一丝的在水中摇摆纠缠，有些慵懒又随性。随处可见的三眼井，显示纳西先人的智慧与节俭。看到满

橱窗的瓦猫，琳琅满目形态各异，人们相信瓦猫可以保佑他们招财纳福，家宅平安。

喜欢宫崎骏电影里经典的天空、城堡、草垛，来到荒野之国，真的感觉宛如走进童话世界，据说这

是一个爸爸送给自己女儿的乐园，来此的每一个人都瞬间变成孩子般无忧无虑，感受的不仅仅是一份份

父爱，更是一份童真。民谣歌手乔小刀利用废旧物品亲手打造，每一处都是爱的体现。这里有庞大奇幻

的屋群，异形的交通工具与偶尔出没的灵怪，还有废铜烂铁制作的各种机械、交通工具、秋千，摇滚风

格的奇形怪状的房屋，让人们满心欢喜的拍照留念。涂鸦了许多励志、有趣、搞笑的文案——署名褀白

石，总会让人联想到齐白石。在荒野之国中探险求生，其乐无穷。

云南之行的重磅非玉龙雪山莫属，我们在海拔 3300 米处观看了《丽江印象》实景演出，以雪山为

背景，演员们是来自 11 个少数民族的当地居民。各色的民族服饰、质朴的歌声与舞蹈，展现了丰富的

民俗文化与独特的地域风情。其中长发翩翩的 C 位演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动作幅度特别大，表

演的特别投入，成为舞台的焦点。

经过漫长的人挤人的排队，我们坐上了通往 4506 的冰川大索道。到达 4506 界碑时已是 5:20 分，原

计划是 6 点钟下山索道排队，为了没有遗憾，我们打卡拍照后就直奔 4680。此时山上下起小雨，山顶云

雾缭绕若隐若现，我们都有一点缺氧的症状。我们每个人准备好氧气瓶，看着这 174 米的高度差，距离

并不远，但是高海拔徒步行走，真的有人会望而生畏，半途而废。我仗着自己身体素质好，走得很快，



但是零下的寒风迎面刮来，还是令我捂紧衣服，走一段也会停一停缓一下，爬台阶还是蛮费力气的，每

一次的上升感觉空气变得更加稀薄，温度也在随之降低。山上的护栏扶手那是透心凉，就连手里的氧气

瓶也失去了体温变得冰冷。灰冷的山体让人感到他的冷峻，4506 处没有看到雪，只有灰色的山石，但是

一步又一步，爬过一个又一个阶梯，我们看到了雪，我们知道距离 4680 不远了。我咬紧牙，加快了步

伐，但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沉重的喘息。还好做了充足的准备，及时补充了葡萄糖，短暂的休息后我继

续向上爬。终于我看到了 4680 石碑，上山前我听导游、家人说会有高反现象，我心中十分紧张，但当

到达山顶的那刻所有的疲惫、不适都被眼前壮丽的景色所消融，而我同时也战胜了自己对高反的恐惧，

我成功了！站在山顶，放眼望去，身旁便是布满冰川的山，蓝月湖在阳光的照射下像一颗蓝宝石嵌在山

脚下、熠熠发光，分外闪耀。爬上这一百多米的历程，只有体会过才知道他的艰辛，还好我没有放弃，

选择了坚持，才看到了那绚丽的冰川，玉龙雪山也不再令我望而生畏。我想学习也是如此，遇到困难不

放弃、坚持下去就会有更好的收获。有得有失，下山索道排队一百多分钟，下山已是 8 点钟。匆忙之后

赶到蓝月谷，看了眼暮色下的蓝月湖，坐着景区最后一班大巴告别了玉龙雪山。

喜洲古镇&洱海湾畔&大理古城

告别了丽江，来到了大理。大理的云特别美，喜洲古镇一座安逸的小镇，安静的体验白族扎染，先

在一块手帕大小的白棉布上用笔画出图案，接着穿针引线沿着图案的轮廓开始缝制，抽线、绑线，最后

将其放入盛满蓝染料的染缸里浸泡染色。在喜洲古城随处可见扎染的手工艺品，这是白族的文化遗产，

蓝白相间像极了大理的蓝天白云，有着旷野的淳朴与自然的质朴。扎染作品晾干的时候，我们逛了逛古

城，白族奶奶在卖着自家的无花果，果子很大很甜。带着我的扎染手帕离开了喜洲古镇。

大理是一个浪漫的城市，骑上自行车，感受着洱海 S 湾的景色，那湛蓝的天空，低低的白云像极了

一朵朵棉花糖，枯树在清澈湖水的倒影格外别致，时尚的咖啡馆静静地观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民。在阳光

下肆意骑行，感受身边的风，畅享着大自然的气息。

大理古城分成了好几个街区，在那里我攀登上了城楼看望了整个大理古城，一眼望去，人山人海，

小吃街的装饰也极其丰富，上面是吊着的灯笼，下面则是各种各样的风味小吃。下午六点的大理仿佛是

中午头一般，太阳光强射，十分炎热。晚上的大理古城才是最丰富的，在街上可以听到酒吧里驻唱歌手

的歌声，在街上可以看到许多小商小贩的手工艺品，在街上可以碰到小商小贩躲避城管熟练的姿势。

六天里，我们经历了春夏秋冬，翻越了四千多米的雪山，欣赏了咆哮的虎跳峡，打卡了卡哇伊的荒

野之国，漫步了柔美的普达措，土司宴欢快热烈的歌舞让我们兴奋，各大古城的悠久历史、建筑、美食、

民族风情让我们迷恋，体验了白族扎染，还有独克宗和洱海湾畔的旅拍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迹。我们

伴着大理的日出，告别了云南之行。

三、画出精彩假期

美好的假期里，同学们也经历了很多精彩的事情，他们选择用绘画将这些记忆留存。



四年级 朱柄臻

六年级 王奕晴

五年级 杜若铭



四年级 徐熙诺

四、学做家务

承担家务劳动来分担家人的辛苦，把对家人的爱装在心里。四年级的徐熙诺同学在假期积极承担起

家务责任，制作出美味的食物。

五、海洋节系列活动

我们成长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岛城，与海结缘，六年级的王奕晴同学为大家带来与海洋相关

的演讲——《我最喜欢的航海家郑和》，希望借此演讲提高大家关注海洋、保护海洋的意识。

“十个一”活动不局限于假期，同学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回忆回到了校园，也会在“十个一”计划的

引导下，通过体育锻炼、旅行感悟、绘画创作和家务劳动等，强健体魄，丰富心灵。这些经历如同宝贵

的财富，将伴随同学们继续成长，激发他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让我们期待在每一段时光里，他们能将

所学所感融入学习生活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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