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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店之行
小记者 林天祺

今天，黄老师带我们去官桥宝岛
眼镜店了解保护眼睛的知识和认识眼
睛的构造。

活动开始，我们了解了店里的“镇
店之宝”。“第一台是验光仪，可以快速
查出我们眼睛的状况，一般可以知道
这个人有没有远视，近视，散光。第二
台是生物测量仪。”这些仪器可真是医
生们的好帮手。

最后，老师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爱护眼睛课堂。胡医生拿出一个眼
球，老师说眼球的第一层是角膜，它不
能小于 500um，不然做不了激光手
术。第二层是虹膜，有黑也有蓝。第
三层是晶状体，第四层是玻璃体，如果
玻璃体增长一毫米眼睛的度数就会增
加300度，第五层次是视网膜，里面需
要很多叶黄素，近视的原因之一是缺
少叶黄素。那我们近视了要怎么办？
老师说：“握笔不能抱笔，坐姿要离书
桌一拳，眼睛也要要离书一尺，手要离
笔尖一寸，也要做一些适当的运动，营
养也要足够。”最后老师还说：“眼贴、
眼罩可以缓解疲劳。”老师送我们每人
一本本子和眼罩，最后合了个影。

今天的小记者活动很有意义，让我
学到了新知识，我喜欢当一名小记者。

爱眼收获
小记者 林琳

今天我们小记者又出发啦！我们
来到宝岛眼镜店，学习如何正确爱眼
护眼知识。店长胡医生还贴心地摆好
了椅子等候我们。

大家都到齐了，接下来，我们开始
体验。第一台机器叫作验光仪，它能快
速测出远视，近视，散光，但只是大概
的。第二台机器叫作生物测量仪，它也
是测眼睛的，不同的是它可以把眼睛里
的数据全部测出来，也可以知道是近视
还是没近视，大家都知道吧！眼睛近视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性近视，一种是
假性近视，如果生物测量仪和验光仪测
出来的一个是近视，一个是没近视，那
就是假性近视，通过休息、运动还是可
以恢复的。但是如果生物测量仪测出
来的是近视，那就真近视了。

接着胡医生讲解了眼球的结构。
他拿出了一个眼球模型，把第一层拔
了出来。“眼球的第一层叫角膜，角膜
的厚度，大家得注意一下，如果有人觉
得眼睛近视了，只要去做一下激光手
术就会好了，那是大错特错。如果角

膜的厚度小于了 500um，那是做不了
激光手术的。”接着他又把模型的第二
层拔了出来，解释道，这是虹膜，虹膜
是黑色的。他又把第三层拔了下来，
第三层叫作晶状体，假性近视是因为
晶状体坏掉了，如果把晶状体修复好
的话，假性近视就可以消除。他把第
四层拔了出来，第四层是一个圆形的
透明小球叫玻璃体，玻璃体如果变长
了会近视。每变长一毫米等于增加了
300度。

如果真的近视了也没有关系，只
要你能每天坚持用眼过后，在外远眺
5-10分钟。玩手机最多半小时，度数
是可以减下来的。注意握笔和坐姿，
有些人就是握笔姿势不对，习惯抱笔，
所以挡住了视力，歪头下来看，导致头
不正，视力下降。每个人都要遵守坐
姿要一拳一尺一寸，一拳是身体离桌
面的长度是自己的一个拳头。一尺是
眼睛离书本的长度，一尺大概 33cm，
最佳范围在 33-40cm。一寸大概是
3cm，是手到笔尖的长度。坚持每天
多运动，营养要到位，要多吃胡萝卜，
西兰花。还有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 ，
一定要睡好。

感谢胡医生以及他的团队，学习
了爱眼护眼知识，让我们的成长之路
又添了精彩的一笔。

来吧！和我一起看场布袋戏
小记者 傅为一 指导老师 刘莲角

“啪啪啪……”从实验小学的多媒
体教室里传出了一阵阵掌声，咦，这是
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传统戏曲进校
园”——南安石井菊江布袋戏来我们
学校演出了！怎么？你也迫不及待想
去看看，那赶紧跟我走吧。

表演开始了，伴随着一阵敲锣打
鼓声，一个头上扎着小辫子、身穿红肚
兜的小木偶上场了，这不就是哪吒
吗？再往后一瞧，一只狮子正偷偷地
尾随着。突然，它“嗷唔”一声，迅速向
前一扑，哪吒灵巧地躲开。狮子重整
旗鼓，哪吒猛地一跃，骑到了狮子背
上，冲狮子头上挥了几拳，狮子败下
阵。我激动得鼓起掌来！

最精彩的，要数绿衣人与黄衣人对
战了。瞧！绿衣人正扛着锄头，一脸轻
蔑地打量着一手持盾、一手握刀的黄衣
人。 黄衣人也不甘示弱，眯着眼睛瞥了
一眼，就冲过去与绿衣人打起来。只见
绿衣人举起锄头，用力地敲了下去，只听

“铛”的一声，黄衣人用盾挡住了绿衣人
的攻击。两个人你来我往，打了好一会
儿，黄衣人渐渐落了下风，干脆把盾直接
罩在身上，像只老乌龟趴在地上不动。
绿衣人见了，哈哈大笑，举起锄头“铛铛
铛”敲着“乌龟壳”。可那“老乌龟”还是
一动不动。绿衣人又用锄头勾住“龟
壳”，使劲拉，可黄衣人还是一动不动。

绿衣人气呼呼地准备再次朝“老乌龟”敲
去时，黄衣人悄悄伸出刀刺了一下他的
屁股，疼得他哇哇大叫，哈哈！这只“老
乌龟”还真的是诡计多端呢！

怎么样，这场布袋戏有趣吧？想
看的小伙伴们赶紧来吧！

一场精彩的演出
小记者 梁语宸 指导老师 陈玉琳

早上，林老师笑眯眯地走进教室，
向我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她说：为
丰富我们的校园文化生活，增长我们
的见识，传承和发展优秀民俗文化，石
井镇菊江布袋戏剧团，给我们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表演。

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多媒体教
室。看见教室中央搭着一小巧精致的
戏台，随着一阵阵“咚咚”的锣鼓声，演
出开始了。最先出场的是一只可爱的
狮子，只见它骄傲地摇摇脑袋，抖抖金
毛，晃晃屁股，时而张牙舞爪，时而扬
起后腿，时而快速奔跑，比真正舞狮表
演还精彩。生动的剧情，剧烈的打斗，
喧闹激昂的锣鼓声，让我们陶醉其中。

演出结束时，剧团工作人员还热
情地邀请我们上台互动，体验指掌间
的表演艺术。我们几位有幸被邀请到
台上的同学，兴趣盎然地套上各种各
样的木偶。在艺人的指导下，我们生
涩的表演，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木偶戏也称掌中戏，是一种古老
的民间艺术，也是乡土艺术的瑰宝。

今天，能在学校观赏这样一场精彩的
演出，太开心了。

有趣的布袋戏
小记者 苏泽楷 指导老师 刘莲角

早上天阴沉沉的，同学们却一个
个兴高采烈，劲头十足。为啥我们如
此激动？因为我们要去看布袋戏喽！

第一个节目是“戏舞狮”。先是一
个小布偶跳上台，在台上喊着：“戏舞狮
喽，戏舞狮喽”，紧接着一只红色的狮子
也跃上台，蹦蹦跳跳。狮子追着小布偶
跑，小布偶左跑右跑，一蹦蹦到狮子的
背上，“咿咿呀呀”唱起歌。那灵活的动
作，俏皮的表演，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第二个节目是“卖艺”。一个戴着
红头套的小布偶头上顶着一根很细的
竹子，竹子上有一个玻璃盘子。他一
摇一扭，小步走着，玻璃盘子也左晃右
晃，看得人心尖发颤，但就是不掉。突
然，一个调皮的小公子跑出来抱住卖
艺的，抢走了他头上的碗，卖艺的立马
追上去，二人为了盘子打了起来：“阿
大啊，看我的佛山无影脚！”“哎呀，看
我的少林龙爪手”……他俩你来我往，
打到最后都气喘吁吁，连说：“不打了，
不打了！”这耍赖的本事不比我差！

我们还观看了“武松打虎”“关羽
打赵云”，那惟妙惟肖的表演，配上铿
锵有力的乐鼓，让我看得热血沸腾。

活动结束了，同学们还沉浸在欢
乐的海洋中。

春天的早上，阳光照耀大地，给大地镀上了
一层金。花瓣上，几颗露珠悠闲地躺着，享受着
晨曦的沐浴，直到风儿拂过，它才无声地投入大
地妈妈的怀抱。

宁静的午后，天慢慢地暗沉下来。天空
中，有几朵云正聚在一块儿聊天，不久便引来
了更多的乌云。屋檐下，几只燕子低飞而
过。起风了，园子里，树叶沙沙作响。哦！看
来是要下雨啦！

不一会儿工夫，雨似从天上洒下的细丝，如
牛毛般地飘下来。它，是那么柔弱，风一吹，就
随意飘飞，如一位在雨中舞蹈的水精灵。

它，悄悄地，无声地滋润着万物。在花间，
在叶间，在丛林间，在枝叶间，它无处不在，为大
地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是的，春雨虽然细如
牛毛，如银丝，但每一场春雨对于万物来说，都
是宝贵的甘霖。每当春雨降临，万物总是贪婪
地吸吮着这甘露，花儿、草儿、树儿……铆足劲
儿往上蹿，张望着这个神奇的世界。

渐渐地，雨越下越大，窗外一片朦胧。雾
中，几座楼房若隐若现，星星点点的树木在雨中
摇曳，雨中的景物，如诗如画……

啊！春雨，你是万物的生机，是生命的源
泉，幸福的使者！我爱春天的雨。

冬日的晨风，没收了早晨的寂寞；临行的激
动，没收了我的睡意。今天，我们小记者要去水
头、石井一日游，下午还要参观东星奢石馆，那
里面有许许多多珍贵、美丽的石头。

上午的时间似乎格外漫长，终于，下午来了！
步入东兴奢石馆，一股古朴风扑面而来，在柔和的
灯光下，一块块价值连城的石头熠熠生辉。

在快要走到奢石馆中央的时候，我远远望
见了一桌满汉全席，感到万分奇怪，好好一个奢
石馆内，咋还有一桌丰盛的美食？难不成是为
我们准备的？我冲到满汉全席的近旁，凑近了
那桌菜，想闻闻那香喷喷的味道。一靠近，我才
发现，这不是满汉全席，而是石头全席，很像满
汉全席的石头全席，桌上所有的石头都天然形
成的，没有经过任何雕刻，有长沙臭豆腐，选取
的是两块方方正正的黑色石头；有烤羊腿，选取
的是一块红白相间的石头；有东坡肉，是一块上
面一小层红色的“皮”，下面是一白色的，还带些
褶皱的“肥肉”，层次分明，仿佛连猪油都在往外
冒。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又像孩童般调皮，整
了这么一桌香喷喷的石头，来逗吃货们流口水。

在玉石馆里，一条用玉石雕刻的龙，引起了我
的注意。这条龙是由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岫岩玉
雕刻而成的，中间是黑色的，颜色分别向左右两边
扩散，渐渐变淡，慢慢由浓绿到浅绿。中间黑色的
部分被雕刻成了一条龙，绿色的部分则是一座山，
前面还有个大水缸，水从龙口流向水缸。整座雕
塑是按照前靠水后靠山的中国风水雕刻而成。山
上有奇花异草，亭台楼阁，山顶的石柱向下垂伸。
啊！这美丽的玉石，大师的巧手啊！

望着奢石馆内那一块块美丽的石头，那颜
色、那形状、那纹路、脑中又浮现起刚刚老师介绍
的岩石的形成，奢石馆内一块块原石，都是经历
了沧海桑田，岁月一次次打磨，它的美丽才展现
在我们眼前。在选择合理的原石，雕刻合理的物
件，运用合理的雕刻技术，石头的价值又会翻上
几分翻。我们每个人都是块不错的料子，我们不
仅是别人来雕刻，更重要的是自我雕刻，我们要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用更好的技术来雕刻自
己，不怕吃苦，勤奋学习，实现自己的价值。

以前听爷爷说起感恩节，那时候我还疑惑
地摸了摸头，懵懵懂懂。爷爷说，家人对我们的
关心、朋友对我们的关心，还有在学校老师和同
学对我们的关心，都值得我们去感恩，我们要充
满感恩去对待每一个人。

那时的我还不懂感恩的含义。我记得有一
次，我起床起晚了，却埋怨爷爷没有早点喊我起
床，磨蹭地刷完牙，扒了几口饭，穿好衣服，匆匆
往学校赶。

路上寒风呼呼地吹着，我被冻得瑟瑟发
抖。爷爷见状，把他的大衣脱下来，给我披上。
为了不让我迟到，爷爷把车开得飞快。凛冽的
风“嗖嗖”地从我耳边吹过，像刀子一样，刮得我
的耳朵生疼。

到了学校，爷爷一路望着我，让我慢点跑。
但是为了避免迟到，我飞速向教室奔去，依然迟
到了。赶到教室，我已经气喘吁吁了。

中午放学回家，爸爸跟我说，爷爷因为早上
穿太少了，感冒了正在休息。我不禁热泪盈眶，
爷爷为了我不着凉，竟然让自己承受痛苦，这一
切都是为了我啊，都是因为爱呀！我跑到爷爷
床边，轻轻地、内疚地说了一声“对不起”。

从那时起，我仿佛瞬间成长了很多，学着帮
忙做家务，孝敬爷爷，并学会了感恩。

□小记者优秀习作选登

春雨
南安第一实验小学 陈奕然

指导老师 林凤凰

我与石头撞了个满怀
南安第一实验小学 谢俊松

指导教师 徐婷婷

南安第一实验小学 李紫嫣
指导老师 童宝安

我懂得了感恩

南安第一实验小学

小记者体验仪器测试。

内厝实验学校 学习护眼小妙招 爱眼护眼我先行

■黄小红 文/图

眼睛近视是如何引起
的，如何正确地爱眼、护
眼？带着这些疑问，近日，
内厝实验学校的 20 多名
小记者走进官桥宝岛眼镜
店，与胡医生零距离交流，
学习爱眼、护眼的知识。

看非遗曲艺 赏最美乡音

■陈丽红 文/图

为了让小记者能近距离了解和
感受布袋戏，也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
扬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文化遗产“活”
起来，12月1日上午，南安石井菊江
布袋戏来到第一实验小学演出。

石井菊江布袋戏剧团为大家表
演了布袋戏传统剧目《落花河》中的经
典片段，生动有趣的剧情，诙谐幽默的
语言，惟妙惟肖的表演，深深吸引了同
学们，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

演出结束，剧团工作人员还邀请
同学们上台互动。你听，“布袋木偶戏
的操纵是用手由下而上，以手掌作为
人偶躯干，食指托头，拇指和其他三指
分别撑着左右两臂。”“腿的动作基本
上也是靠手去操作。”你再听，“我们手
掌的腕就是木偶的腰部，现在一只脚
要动起来，走路就要这么一抬……”剧
团工作人员边示范，边耐心地向上台
体验的同学讲解布袋木偶戏的具体操
作，同学们学得可认真了。在学习的
过程中，同学们充分感受布袋戏艺人
在传承非遗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
受艺人们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崇高
精神。

小记者聆听护眼知识。

剧团工作人员介绍戏剧。

◀小记者体验布袋戏表演。

▲小记者观看布袋戏。

▲快速单眼合笔盖你行吗？

◀你们知道正常的视力是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