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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永远在路上。对于同学们
的写作提升而言，写好旅行日记就是

“磨练内功”最好的方式。旅途中的
风景、见闻都是你的素材积累，旅行
中的所思所想都是你的思想提升，无
论是简短记录，还是深刻感悟，都能
为你的写作开拓出与众不同的思考
方向，形成独属于你的特色风格。

如何写好旅行日记呢？注重细

节描写很重要。在旅行过程中，观察
周围的环境、人物和事件，记录下那
些让你心动的瞬间。用细腻的语言
描绘风景的色彩、气味和声音，让读
者仿佛身临其境。其次，旅行中的喜
怒哀乐都是宝贵的素材，将你的感受
融入文字中，让日记充满情感的温
度。此外可以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每
天的行程，也可以围绕某个主题展开

叙述，层次分明，便于阅读即可。
苗地期待你的作品！征集文章

与书法作品的渠道一直开通，欢迎同
学们投稿，主题不限，文体不限，投稿
邮箱为cdrb_miaodi@163.com。

温馨提示：投稿信息备注完整才能
被选中哟！具体信息包括作者姓名及学
校班级，指导老师姓名，作者联系方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赵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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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第
一次：第一次骑马、第一次坐热气球、第
一次采蘑菇……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
采蘑菇的经历。

我常听爸爸讲述他小时候在山林
间寻觅蘑菇的故事，那些关于宝藏般的
蘑菇隐藏在绿叶之下的描述，激起我无
尽的想象。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
晨，我跟着爸爸、妈妈走进增头羌寨，体
验第一次采蘑菇的奇妙旅程。

我们穿上了轻便的徒步装备，带上
竹篮，踏上崎岖而蜿蜒的林间小路。空
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清新气息，偶
尔传来鸟儿的歌唱，一切都显得那么和
谐。深入山林，周围的景色也变得更加
迷人，高大的树木遮挡住了大部分阳光，
只有斑驳的光影透过叶缝洒在地面上。

一边走，爸爸一边教我如何识别蘑
菇的踪迹：“蘑菇通常喜欢生长在潮湿
的土壤中，尤其是在树木的基部或是落
叶堆积的地方。”我们小心翼翼地搜索
着每一寸土地，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藏
着蘑菇的角落。爸爸特别强调区分可
食用蘑菇和有毒蘑菇的重要性，他提醒
我：“许多有毒蘑菇外表与美味的品种
相似，绝不能凭外貌判断！”爸爸还说，
蘑菇生长特点是“相依为命”，一般都是
成群成片地生长，所以在采蘑菇的时
候，不要连根拔起，留下根部，一场大雨
后，它又会生长出新蘑菇。

我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找蘑菇，眼睛像
探照灯一样扫视四周。可是，蘑菇像在和
我捉迷藏，怎么也不见踪影。我有些沮丧，
爸爸看到后，笑着对我说：“采蘑菇可不能

心急，要仔细观察那些潮湿、阴暗的角落。”
突然，我在一棵大树的根部发现一

个小巧玲珑的蘑菇躲藏在落叶中，它就
像一把小雨伞，白色的菌盖上面还带着
一些淡淡的褐色斑点，菌柄又细又长，
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香气。我屏住呼吸，
轻轻地弯下腰，用手轻轻拨开覆盖在蘑
菇上的叶片，生怕惊扰了这娇嫩的小生
灵。我小心翼翼地将它采下来，捧在手
心里，成就感油然而生。

有了第一次的发现，我更有信心了。
不一会儿，在一个树桩旁边又发现好几个
蘑菇。它们有的大，有的小，挨挨挤挤地
聚在一起，就像一个蘑菇家庭在开会。我
轻轻把它们一一采下，放进竹篮里。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这样的探索中度
过。爸爸不时地分享他的知识和经验，我
则兴奋地记录着每一次新发现。最终我们
采了满满三大袋的蘑菇，有牛肝菌、牛奶
菌、红菇等。这些蘑菇形状各异，有的像喇
叭，有的像圆盘，还有的像扇子；颜色也各
异，白色的、褐色的、灰色的，就像大自然打
翻了调色盘，把颜色洒在了蘑菇上。

天色渐暗，我们满载而归。夕阳的
余晖洒在回程路上，我不禁感慨万分，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采蘑菇活动，而是一
次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宝贵经历。通过
这次奇妙的活动，我学会了观察、耐心
和尊重自然界的每个生命。我相信，这
将成为我记忆中一段永恒的美好回忆。
…………………………………………

指导老师：程进
短评：详细记录了采蘑菇的奇妙经

历，充满童真童趣和对自然的热爱。

旅行日记旅行日记
在四川，有着属于古蜀国的历史；而甘

肃，也有曾经“边塞”的重要意义。兰州，我
是从汉武帝的“金城”之名认识它的。在假
期里，我来到了兰州，感受这座西北城市的
民俗风貌，也体会了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先民们的智慧。

甘肃省博物馆里，汇集了全省的经典
文物，它们都在这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首先吸引我的是，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铜
奔马。马儿造型矫健，作昂首嘶鸣状，好似
带着时间的车轮奔跑着。它昂扬的姿态，
象征着中华民族脚踏实地、积极进取的民
族精神。它全身都是由青铜铸造而成，在
两千多年前的东汉时期，能冶炼出纯铜制
作出这么精美的铜器，是一件何等困难的
事。而我们的古人，凭借智慧与勤劳，制作
出的这尊精美物件，令世人为之震撼。这
里还有，战国时期挂在车外防风防水、又能
收放自如的鼎形铜行灯；元代时期的莲花
托盏，蓝得那么纯粹。每一件国宝无不精
美绝伦，令人赞叹不已。

甘肃简牍博物馆，集聚了甘肃省出土的
大量竹简。这里展出的大多是汉代竹简。
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古人便使用木
简和竹简记录下生活的一切。在买卖家畜
的采买中、在宴请宾客的菜单上、在《论语》

《九九乘法表》里，我们可以看到两千多年
前，居延先民生活的点点滴滴。尽管时间将
它们腐蚀，有的甚至只剩一层薄薄的木衣，
但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可见。在简牍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多样的生活——官制、礼
仪、占卜、军事、贸易，甚至“六艺”，都在这一
条条竹简上，显得更加具象、生动。

随后，我又来到敦煌研究院——这个
浓缩了莫高窟精华的地方。在这里，我看
见了古人提取和制作颜料的方法。古人用
矿物和植物制作颜料描摹壁画，向世人传
播宗教故事。虽然经过时间的流逝，壁画
已经不那么清晰，但佛像神态依旧生动，令
世界震撼。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巡
游各个博物馆的历史陈列，就好像跋涉在
历史长河中，感受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
器时代留下的时光印记。中华民族历史
源远流长，历史的智慧取之不竭。我们要
学习历史文明，传承历史文化，让瑰宝永
远绽放光芒。
………………………………………………

指导老师：周鑫雨
短评：条理分明，生动的描写让文物跃然

纸上，深刻地传达出其蕴含的厚重历史感。

博物馆之旅
成都七中初中锦城校区初2027级 张芸溪

世界各地都有月亮，有倒映在
西湖水中的月亮，有照耀着法国卢
浮宫的月亮，可我最喜欢的还是乡
下泥土坑里的月亮。

城市的喧嚣、沉闷的空气让我
的心不能安宁，于是我来到乡下寻
找宁静。找了一天，思来想去也找
不到所谓的“宁静”。我蹲在泥土地
上静静地找，蹲着蹲着，看着看着，
宁静就来了——它化为了月亮的倒
影荡漾在坑洼的水中。这水中的月
亮，是思想的交织，我看着倒影想起
季羡林先生的《月是故乡明》，在坑
洼中的月亮永远是他的童年。而在
我的眼里，坑洼中的月亮便是宁静
的化身。

在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令人们
无暇顾及月亮；在乡下，小路边、石
桥上，抬头瞧去便是皎洁的月亮。
月亮缓缓升起与清风流水应和着，

被天空中的青烟缭绕着，青烟就像
仙女的丝带，月亮仿佛仙女一般在
黑夜中带来无穷的光明与宁静。

写月的诗篇不计其数，蕴含着
人们的各种思绪。人们惆怅、欢喜、
思念时，会把月写进诗篇。在月的
照耀下，风变得轻悄悄的，草也变得
软绵绵的。闭上眼，地上的小月亮
与天上的大月亮交相辉映，我的心
得到宁静，身体感到放松，可能月真
的能让人变得宁静吧。

朋友们，你们找到月了吗？傍
晚鸟儿呼朋引伴地卖弄起清脆的歌
喉，风平静了许多。慢慢地，慢慢
地，月就来了。
………………………………………

指导教师：肖巧林
短评：用词巧妙而富有诗意，表

达了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充满了诗
意与哲思。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
的缝隙，轻轻唤醒沉睡中的城市，我
和妈妈，以及好友徐语萱，踏上了前
往四川科技馆的探险之旅。

四川科技馆，这座现代建筑的
杰作，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
城市的中心。它的外观线条流畅，
充满了未来感，仿佛预示着我们将
要踏入的，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
科技世界。

一进入科技馆，我们就被“智慧
之光”展区深深吸引。这里陈列着
各种光学和力学实验装置，每一个
都充满了科学的奥秘。我亲自尝试
了“空中成像”实验，当我的手指在
空中划过，屏幕上便出现了清晰的
图像，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科学的神
奇与魅力。

接着，我们来到了彩虹儿童乐
园。这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孩子们
在搬“砖”游戏中体验了劳动的乐
趣，在消防车的模拟驾驶中了解了
消防知识。我们还参与了科普游
戏，亲身体验了当一名“消防员”的
荣耀与责任。

在宇航天地展区，我们仿佛置

身于浩渺的宇宙之中。模拟火箭发
射的过程让我们热血沸腾，对宇宙
的好奇心也愈发强烈。而机器人展
区的智能机器人更是让我们大开眼
界，它们不仅能够完成各种复杂的
工作，还能与游客进行互动，展现了
科技的力量与魅力。

最后，我们来到了生活展区。
一进门，一副巨大的牙齿模型便映
入眼帘，原来这是一把特制的椅子，
只有牙齿部分可以坐人。这种独特
的设计让我们不禁感叹科技在生活
中的巧妙应用。

这次四川科技馆的探险之旅，让
我们收获满满。我们不仅学到了许
多知识，还体验了科技的神奇与魅
力。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科学的乐
趣，也激发了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憧
憬。希望下一次，我们还能再次踏上
科技与知识的盛宴，继续探索这个充
满无限可能的科技世界。
………………………………………

指导教师：谢涛
短评：语句通顺，句意流畅，很

好地记录了旅程与感悟，多练笔继
续加油！

四川科技馆探险记
都江堰市玉堂小学四年级二班 詹雅雯

第一次采蘑菇
成都市石室联合成飞学校六年级五班 席雨馨

月下寻宁
成都石室天府中学初一九班 严藤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