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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分享

学记团小记者 聂尧（ 延安初中初二）

新学期伊始，延安初级中学八年

级的同学们就忙着做PPT，向大家汇

报寒假中健康调查的成果。通过调查

发现很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同学们

都提高了健康意识。

调查结果作展示
对延安初级中学八年级的同学

们来说，上学期的生命科学课中刚好

有一节关于健康的课程。学校为了增

加同学们在社会调查活动中的经验，

组织大家在寒假里开展了一次关于

个人健康方面的社会调查，了解市民

们对于健康的看法以及不同年龄段

人们的健康状态。

通过PPT展示、演讲等，各个调查

小组的组员们纷纷展示出了自己的

调查结果。在这次活动中，同学们都

对时下个人健康的状态有了了解，对

健康更加重视，知道了健康对每个人

来说都应该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若

是没有健康的身体，做什么事情都无

法达到最好状态。

拦住行人搞调查
由于每个小组都需要使用生命科

学书上的健康问卷来作为调查基准，

所以各组组员探讨之后对于问卷进行

了一番修改，将一些问题变得更为贴

近人们的生活，再交由有条件的组员

去打印。这样，调查的准备就完成了。

准备了问卷后，各个小组的调查

活动开始了。小记者所在的小组选择

在龙之梦开展调查活动，一开始，因

为适逢春节前夕，人们都忙着购置年

货而步履匆匆，所以大多数在龙之梦

购物的行人都不愿意接受同学们的

调查，但最终，同学们共同努力，一起

完成了所有的调查报告。

亚健康人群较多
据调查了解得知：大多数青少年

都无法达到基本的体锻标准，他们平

时基本没有什么锻炼身体的时间，有

时还会因为作业而熬夜，就连基本的

1 000米测试都有人无法通过。

一些成年人的健康状态也不尽如

人意，因为长期工作或是看着电脑屏

幕，再加上一些加班，休息、锻炼的机会

非常少，身体情况自然很难维持在良

好水准。反而是那些老年人，经常健身，

懂得保养身体，对健康状态最为重视。

通过整合资料，同学们发现其实

人们都是比较重视健康问题的，只不

过因为各种原因，比如繁重的学业、

工作的压力等，而无法顾及身体健

康，导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小记者也在这

里提醒各位同学：要注意多锻炼，少用

电子产品，保持一个良好的健康状态。

此次团日活动的主题是献爱心，

由师三实验学校某团支部唯一一名

团员总负责，成员是五名入团积极分

子。第一次体验共青团的生活，成员

们难免内心澎湃。经过开学第一周大

家的激烈讨论之后，便将活动内容定

为帮助西雅图社区居委会向各楼层

的居民分发报纸。

在发报纸之前，找到各叠报纸所

属的楼组就是个不小的难题。第一次

到西雅图社区的同学们如无头苍蝇

一般寻找着。

一个新的困惑又产生了。信报箱

在每栋楼的一层，然而每栋楼都有防

盗设施，没有门卡的同学们又如何进

入呢？正在大家焦头烂额之际，好心

的社区居民帮忙开了门，有居民主动

来关心大家的投递工作，还有居民主

动前来认领了自己的报纸。

接下来便是投递的工作了。原

以为发报纸就是把报纸塞到信箱口

就可以了，操作起来才发现没那么

简单。横着置入，信报箱的入口宽

度不够；竖着置入，信报箱的长度

又不够。

“ 刚开始，只有费力地将报纸弄

皱才能勉强塞入。”一名入团积极分

子回忆起她当“ 投递员”的经历时，

话语间流露出喜悦的情感。在不断的

摸索之后，她找到了一种既能完整地

将报纸投入，又保持报纸平坦如新的

方法：将报纸斜向塞入。

半个小时之后，在大家齐心协力

之下，送报纸的工作终于完成。共青

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参

与了团日活动之后，相信不管是团员

还是准团员，都会以更新的眼光看待

问题，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开展团日活动从小事入手

进社区当一回报纸“ 投递员”
上周，如果你路过西雅

图社区，也许你会看见几个
身着校服的中学生穿梭在楼
宇间，每人手中拿着厚厚一
叠的《 漕河泾社区报》。他们
是师三实验学校某团支部成
员，正在开展团日活动。

学记团小记者 徐源（ 师三实验
校八年级）

小时候，我喜欢堆沙，喜欢在太

阳底下享受沙粒的每一次新生。

在回忆的流转中，我找到了小时

候的自己。我笑了，原来那时候快乐

那么简单———一个熟悉的童声响起：

“ 爸，我出去玩啦。”说完便一溜烟地

撒腿就跑，想起那时的自己向来都是

先斩后奏，从来不管后方是否会不会

传来不同意的呐喊声，尽管结局总是

被狠狠地在肌肤上留下深刻印记。然

而不知不觉地，我便成了那一堆小孩

中的“ 孩子王”。

阳光下，黝黑、充满调皮气息的我

带着一堆小孩风尘仆仆地闯进沙的世

界：尽情享受着沙粒堆砌的融合、兴奋

地挥洒着创造“ 新生命”的汗水，努力

地构思着“ 新生命”的长相。

于是，层出不穷、歪七扭八却仿

佛充满灵性的“ 新生命”们就横空出

世啦。终于在夕阳的背景下我们心满

意足、欢蹦着离开了，光芒下我们的

背影被拉得好长好长。那时候我总幻

想着要快快长大，长得像脚下的影子

一般高大。

时间努力地帮我完成这一愿望

的同时，却向我无声地索取了代价，

让我防不胜防。

是的，就在我随着时间的脚步一

点一滴地成长着的时候，漫漫人生路

中岁月远、路途长，我不慎丢失了好多

好多。不知在多少天前、在多少年前，我

遗忘了那时最爱的“ 极乐世界”。

现在，我喜欢宅，喜欢在密闭空

间中享受手机里的每一条娱乐。

在现实的生活里，我再也找不到

那种最真挚的心情了。我剩下的只有

苦涩一笑和放不下的矫情。曾经我打

趣地问过从前的同伴：“ 你们还玩不

玩堆沙子啦？一起去玩吧！”当然，没

有谁露出赞同的眼神, 只赐予我一个

个无声的鄙视和尴尬，于是⋯⋯

有意无意间，我还是会路过那

里，看见一群群孩子们的天真、洒脱，

看着他们的影子拉伸得越来越长，最

后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中。

感慨弥漫了心间：我为什么不去

堆沙了？我一直在想这一问题，但是

没有答案。

干脆，我就拿了个瓶子，抓了一把

沙子一点点倒进去，倒进我的回忆里。

装满回忆的沙粒，装满童年的洒

脱，装满了我的问题......

学记团小记者 仇美琪（ 上海工
商信息学校）

星期五，我们在教室里举行了一

次游戏———画鼻子。老师让同学先在

黑板上画了一个娃娃，他有一双珍

珠似的黑眼睛，有一头光泽的头发，

有一个樱桃似的小嘴巴，还有两只

又大又圆的耳朵，真是太可爱了。可

是他却没有个鼻子，我们要为他画

上鼻子。

大家争先恐后，老师先让小明给

大家做示范。只见老师用红领巾给他

蒙住眼睛，让他原地转三圈，他晕头

转向，慢慢摸索着走近黑板，犹豫不

决，想了好一会儿才开始画。画完后，

大家哄堂大笑，原来小明把鼻子画在

娃娃的右眼的下面了，他自己也忍不

住笑了呢！

接着是小红。只见她摸索着走到

黑板面前，这时，已经有好多人笑了，

还有些人对小红说：“ 往左，往左！”

“ 往右，往右！”她不知听谁好，不小

心把鼻子画在了脸外面。全班顿时哈

哈大笑。“ 哈哈！哈哈！”她有点害羞。

这时，乐乐上来了。只见她没有

一点犹豫，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一

下子把鼻子画在脸上。“ 哗———”全

班响起热烈的掌声。乐乐把鼻子不偏

不倚地画到了娃娃的脸的正中央，真

是太厉害了！

画鼻子游戏真有趣，它使我们印

象深刻。

学记团小记者 张津融（ 上大附
属学校四年级）

精彩活动

堆满回忆的沙粒

画鼻子游戏真有趣

外婆的糖醋排条

街头：拦截行人做社会调查
课堂：相互交流均获益匪浅

自从我出生，手巧的外婆便戴上

了围裙，忙碌地出入于厨房。

在一岁的生日宴上，我用小手抓

住外婆的手指头，指着一桌好吃的，磕

磕绊绊地说“ a~ bu~ 肉！”，外婆先是被

我的“ 妙语”愣住，之后，反应过来的外

婆，更是欣喜地落下眼泪。牙牙学语的

那段时间里，我不仅爱上了外婆身上

甜甜的香味，更是爱上了这个让我充

满安全感、幸福感的称谓———外婆。

在我童年中最重要的一份记忆，

是这样一个场景：笑容可掬的外婆，

围着围裙，手拿锅铲，哪怕是燥热的

夏天，她依然开着油锅，站在灶前。

她将瘦肥相间的排条在油锅里

炸制，直到排条被炸得金黄，再用大

大的漏勺把炸好的排条捞出，同时，

在旁边的锅子中，用糖、米醋、酱油等

调味料，加上满满一勺的生粉，熬制

黏稠入味的汁水，然后把汤汁淋在排

条之上，还充满趣味的用酱汁把一盘

排条裱成笑脸的形状。

站在她身边那个小小的我，踮起

双脚，满足地看着她手中的那盘糖醋

排条，举起小手，从盘中取了一块排

骨，醮着酱汁，整块塞进小小的嘴中，

好吃得都说不出话来，外婆宠爱地看

着我，“ 囡囡，慢点吃，别噎着呀”，

“ 嗯，嗯。”我含糊不清地答应着，祖

孙俩在那一刻都是那么的幸福。

学记团小记者 孙艺文（ 上海市
实验学校初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