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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参观了
著名的高等学府———上海交通大学。在
那里，我了解了交大的历史和校训，也听
闻了一代代交大学子的追梦故事。
来到交大，一座“庙门”映入眼帘。这

是上海交大最著名的风景线———紫气东
来门。讲解老师同时也介绍了另外了两
扇门：思源门和凯旋门。其中思源门还和
校训“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有关呢！
踏入校园的那一刻，我被其宁静而庄

重的氛围所吸引。校园里，古老的建筑与
现代化的设施交相辉映，彰显着这所学校
的深厚历史与不断进步的精神。漫步在
绿树成荫的小道上，我仿佛能够感受到每
一块砖、每一片叶都承载着无数的故事和
梦想。
我们来到李政道图书馆，这里讲述了

李政道先生的追梦故事。受社会动荡和
战争动乱等因素的影响，先生从未取得过

正式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本科毕业
文凭。1946年，受“种子计划”的派遣，经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
遴选和力荐，李政道先生获国家奖学金，
离沪赴美留学。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
期间，因没有大学文凭，只能先当非正式
生；但是追梦的路上，他从未停止脚步。
在选学量子力学时，因考试成绩突出成为
正式研究生后，不断钻研，最终和杨振宁
先生发现“宇称不守恒定理”，并成为首
获诺贝尔学奖的华裔科学家，开创了历史
之先河！
听完介绍后，我问负责导览的交大姐

姐:“追梦的交大学子最可贵的品质是什
么？”姐姐想了想说：“毅力！每个人追梦
的道路都是充满艰辛和困难的，但只要我
们有毅力，坚持不懈，勇往直前，就一定能
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追梦吧，少年！

我从书上看到一个喷泉小实
验，非常神奇。两根吸管明明没有
连接在一起，可是往一根吸管吹气，
水却会从另一根吸管里喷出来。我
迫不及待地开始实验。

我找来一个矿泉水瓶、两根吸
管和几张面巾纸。首先，将自来水装
入瓶子大约 3/4 的位置———可调皮
的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使
唤，不是多了就是少了，好不容易才
达到实验要求。接着，将两根吸管依
次插入瓶中，但注意：一根吸管要插
入水中，另一根不能碰到水，否则实
验就会失败。然后，将面巾纸打湿塞
住瓶口，固定住吸管。这时，我发现

无法一个人继续完成，于是向在一
旁跃跃欲试的妈妈发出了邀请。在
妈妈的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这一
步！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步———往没

碰到水的那根吸管里吹气，期待喷
泉从另一根吸管中喷出。我鼓起腮
帮，使劲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那
根吸管静静地站在那儿，毫无动静。
我又重新吹了好几次，都失败了。我
猜可能与吸管摆放的位置有关。可我
调整了好几次，还是不行。于是我又
进行了另一种猜想：是不是因为塞住
瓶口的面巾纸有点少，使瓶内的空气
能与外界的空气相连通呢？我增加了

一张面巾纸，这回瓶口被封得严严
实实的，再吹气时，果然成功了！水
真的像书上说的一样喷了出来，就
像大象的鼻子似的，十分有趣。

我和妈妈激动万分，相互击掌
祝贺。可这是为什么呢？妈妈进行了
大胆的猜测。她说：“这可能与大气
压力有关，你把空气吹进去后，瓶子
里的空气越来越多，由于大气压力
把瓶子里的水往下压，水无处可逃，
就从另一根吸管里喷了出来。”我
上网查阅了资料，果然真如此！

科学实验真是太神奇了，我以
后一定要多做小实验，增长科学知
识。

【小记者日常习作】

俗话说得好，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这不，我们班就出现了八个“打
虫仙人”。
一个秋风习习的午后，大家正

在课间休息。只听见倏的一声，一
只黑影从窗外闪电般地窜进了教
室。它低空盘旋了好一阵，最后停留
在了天花板上。大家惊魂未定，有
人捂着头，半张着嘴，像是在无声地
尖叫。
这黑影原来是一只大甲虫。它

像位常胜将军，头戴花翎，身披黑金
色锦衣，威风凛凛。它示威了半天，
并没有要飞走的意思，于是乎，八个
“打虫仙人”，自告奋勇来“捉拿”
甲虫。
小张第一个出场，大家生怕被

卷进“战争”，纷纷让出场地。他扬
言没有什么是他打不下来的。话音
刚落，他手中便攥好了一个纸团。
他瞄准了一下，胸有成竹地抛了出
去。谁知，纸团还没碰到天花板就
掉了下来。班级里顿时发出一阵
“嘘”声。

第二位出场的是郭同学，他在
大家的注视中走向“战场”，大家纷
纷让道。他不慌不忙地从手里“变”
出一架纸飞机，帅气地投了出去。
可惜没投准，纸飞机与甲虫擦肩而
过。甲虫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趴在
天花板上，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小陈这时展示出他精心制作的
秘密武器———沾满胶水的纸棒。他
将纸棒像飞镖一样掷了出去，纸棒
虽然碰到了甲虫，但却因粘性不足，
败下阵来。这倒给甲虫来了个下马
威，它一动都不敢动。大家对于这
位选手又敬佩又可惜。
第四位同学与前几位相比就相

形见绌了。他挥舞着棍子站在椅子
上跳上跳下，阵仗挺大，可怎么挥舞
都伤害不到甲虫分毫。甚至有几次
他还跳到了地板上，但甲虫仅仅动
了动触角。这时更多人都跃跃欲试，
叫着：“我来，我来！”
第五位同学是“虫道主义”者，

她拿了一张餐巾纸，站在椅子上，想
要把它扇走。甲虫一动不动，继续

挑衅。
第六位同学的方式令人捉摸不

透。他动用了自己满腹的才华，半
是认真，半是打趣地“劝”甲虫下
来，但甲虫只是扇了扇翅膀，不为所
动。周围的人倒是被此情景逗得阵
阵发笑。
第七位同学更是别出心裁。他

也是一个“文官”，用“嗡嗡”的虫
语相劝，甲虫又扇了扇翅膀，表示听
不懂。事实证明，谈判不管用，还是
只能动武。
这时，值日生正好刚拖完地。

他拿着拖把，在“战场”里走着圆场
步，瞅准时机直接抡起拖把，往甲虫
身上扫去。甲虫还没反应过来，就
被掀翻在地，“啪塔啪嗒”地在原地
旋转。
随着上课铃的响起，打虫大战

告一段落。“八仙”各出奇招，最终
战胜了甲虫这位“常胜将军”。但
“常胜将军”不愧为虫上虫，竟然毫
发无伤。最后，它被我们放到了窗
外，飞回了属于它的领地。

八仙打虫
晨报小记者 钱 如 （静安区闸北实验小学大宁校区 五年级）

春天的山茶花
晨报小记者 余芊乐 （上海市北郊学校 三年级）

早晨，我到公园散步，一进门就
闻到一阵花香，往道边一看，原来是
山茶花开了。我不禁想起一句古诗：
“山花山开春未归，春归正值花盛
时。”
山茶花的茎很细很细，在上面

长出了一片又一片嫩嫩的绿叶，在
这层层叠叠的绿叶之间，长出了一
朵朵可爱的小花。有的才刚刚开放，
像一个个可爱的粉红色小绣球：有
的全绽开了，花瓣一片叠着另一片，
火红火红的花像一个个火球，还像
一个又一个小太阳；有的则还是花

骨朵，它们含苞待放，鼓的像球儿，
看上去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金
色的花在阳光里熠熠生辉，粉色的
花在树枝间显得温暖，红色的花在
冬春时开得热烈。它芳香四溢，香
气迷人，一闻就让人感到心情愉悦。

在你们心中，山茶花应该是观
赏花吧？不过，你们可不要小瞧它
了。虽然山茶花是用来观赏的，但
是在花谢了之后，又会长出一颗颗
圆圆的褐色果子。如果你想问这些
果子是用来干嘛的，可以先看一看
厨房里的油。山茶花的果实不仅可

以食用，还可以榨油。在我家的厨
房里，还有山茶油呢！
不仅如此，山茶花的花和根都

可以入药，有止血、凉血、调胃等作
用。当然，山茶花开得那么漂亮，也
可以制成化妆品哦！
山茶花四季长青，花期很长，它

在冬春时节开放，从十一月起开到
次年的五月。白色的山茶花有洁白
无邪，生机盎然的寓意。
我喜欢山茶花，因为它不仅好

看，而且还有很多功用，更有美好的
寓意。

春天的公园
晨报小记者 骆昕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四年级）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我走在公
园的小路上。

春天的太阳不像夏天那般火
热，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很是舒服。
前几天还光秃秃的树枝上，不知道
什么时候已经冒出了绿芽。我仿佛
听见它们在欢乐地说：“春天来啦，
春天来啦！我们要快点长成大片的
树叶，在夏天为老人孩子遮阴。”

继续向前走，来到一片大草坪。

我蹲下身去，看地上的小草嫩绿嫩
绿的，像是从被子里探出来的尖尖
头。站起身来放眼望去，大草坪像是
一片绿色的海洋。草坪旁，伫立着几
棵大树，主干粗壮得连几个人都围
不住。这是什么时候种下去的呢？
穿过大草坪，来到一汪明镜的

湖水边。有几个孩子在钓鱼。那水
桶里鱼的扑腾声和小孩子们的欢笑
声夹杂在一起，是多么令人欢喜！

湖面上有一座桥，桥中央有一对天
鹅夫妇。只听见嘎嘎嘎的叫声，像
是它们在交流：“小宝贝什么时候
才能孵出来呢？”
穿过湖面，忽然闻到一阵绿树

的清香，往前一看，那不是公园里的
小森林吗？森林里不时传出几只鸟
的叫声，仿佛在交流：“为什么一年
四季是不一样的？”
春天的公园真是生机勃勃呀。

我做了一项小实验
晨报小记者 许正心 （上海市实验小学 三年级）

菁菁校园，莘莘学子，漫
步在梦想之校， 畅想无限未
来。 新学期， 新闻晨报学记
团推出 “高校一日研学营”，
带领中小学生参访沪上高

校，感受名校氛围，播下梦想
之种。

五一假期， 小记者首站
参访已有 128 年建校历史的
“百年学府”———上海交通大

学。
小记者们在李政道图书

馆里，破解李先生的那串“人
生密码”；在思源湖畔，听学
霸姐姐讲述自己从高二全年

级 700 名到高考第 4 名的逆
袭故事； 在航空航天科普讲
座中，学习各类飞行器知识：
在紫气东来门前， 留下一张
“小小学士”的合影……当小
记者们挥手作别校园时，上
海交大的校风学风已在他们

的脑海留下了一抹痕迹。

通过这次的研学活动，我不仅了解了这所百年名校的悠久历史，还感受到了
浓厚的学术氛围。 美丽的校园，精彩的讲解，浓厚的学术氛围等，都在我的心中种
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我要以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王希季先生和交大在读学霸姐姐为榜样，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好好学习，努力奋斗。

———晨报小记者 李昕泽 《我心中的榜样》（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 四年级）

会议室里，一个很漂亮的姐姐来到我们面前。 “你们可以叫我高姐姐，我很愿意
接受你们的提问！”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她长得胖胖的，还高高的，头发的颜色偏棕，
脸上满是笑容。 她先向我们介绍了她的读书经历，原来学霸也有学习不好的时候。
但是她没有气馁，而是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在坚定的信念中，终于考上了梦想的大学。 在得知高考分数的那一刻，她激动地在
大街上跳舞。 所有的努力与付出都是值得的！

———晨报小记者 徐梦哲 《与学霸的一次对话》 （上海市白玉兰小学 二年级）

我做梦也没想到，初一的我竟然能沉浸式游
览我的“梦中情校”———上海交通大学，并在这
里探寻到“求学问”的秘诀。

大巴抵达交大闵行校区，一下车，我就被坦
阔的校园惊呆了，这像一座城市，也像一座大花
园。一位交大学姐迎面走来，“欢迎来到上海交
通大学，我是你们今天的校园导游。”话语中，带
着和脸上一样青春亮丽的笑。
第一站是李政道图书馆。李政道，一个享誉

国际物理学界的名字，他将毕生积累和收藏的各
类科学文献、研究手稿、通讯信件，以及诺贝尔奖
章、证书等各类珍贵资料，全部捐赠给了上海交
大。2014 年，李政道图书馆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
落成，成为激励莘莘学子刻苦求学的又一处“精
神家园”。
展厅的一面墙上，写着李先生的一句话：求

学问，须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这是告诫我们，
要努力学习并发问，培养批判精神。只有自己提
出问题，再经过思考，探寻到答案，才能真正掌握
知识，学到精髓。

之后，我们在思源湖畔漫步，沐浴在阳光下，
听交大学姐讲述她的求学故事。她刚进高中时，成
绩并不理想，尤其是数学成绩，几乎垫底。但在进
入高二时，遇到了一位班主任。在班主任的激励
下，她渐渐找到了学习的动力。从此，她每天早起
去自习室学习，每天自主学习数学 4 小时，并且
一直坚持。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高考时，她从高
二时的年级700名左右，上升到了年级第4名，成
功考取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我沉默了。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照在我脸

上，我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惭愧地低下了头。
我是个不太自觉又有点懒惰的人，总会给自己找
些懈怠的理由，成绩也因此起伏不定。学霸姐姐
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任何时候努力都不为
晚，求学须付出才有收获。
傍晚，当我穿上“学士服”，在紫气东来校门

前合影留念时，我彷佛看到多年后的自己———头
戴学士帽，身穿学士服，挺直腰杆，灿烂地笑着
……我带着父母，再走一遍当年的轨迹，回忆中
学时代和这座校园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在五月生机勃勃的上海交大校园之中，我经
历了一场心灵之旅。
在去往交大之前，我困惑，紧张不安，懊恼。

我认为自己跟交大完全不沾边，跟交大的学子
有云泥之别。一个是夺人眼目的耀眼珍珠，而我
是那个外壳丑陋无比的蚌壳。
但这趟奇妙的旅程转变了我的观点。
在绿树成荫的草坪上，我和学霸姐姐席地而

坐，侃侃而谈，她是那么的阳光自信，是那么的优
秀。我痴迷于她的魅力，羡慕她的口才，更是嫉
妒她的美貌。我鼓起勇气，向她说出我这般幼稚
的想法。
她笑着，露出一口漂亮整洁的牙齿，随后向

我娓娓道来：
在高一结束时，她的成绩排名在 700 名左

右，而学校年级人数是 750人。当时她跟我的观
点一样，认为自己看不到光明的未来，想要放弃。

她的父母对她也不报希望，任由玩乐。直到进入
高二，她遇到了一位“宝藏”班主任，她才明白，
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我得拼一把！”随着她
的努力付出，成绩在一步步攀升，动力也愈发得
足。高考前两个月，她自己把手机锁在柜子里，在
学校的一处小阁楼里夜以继日地学习。别人中午
在休息，她在刷题；别人晚上睡觉了，她还在背单
词。这个地方也被越来越多的同学知道，也有人
过来学习，但能坚持下来的并不多。最终，她以
新疆地区第 23名的成绩被上海交大录取。
在谈话的最后，她笑着问我，她两年的时间

都能逆袭成功，那我还有三年的时间，为什么不
能改变自己的人生呢？
她的经历让我明白，蚌经过漫长的岁月，经

过自己的努力，也会结出耀眼的珍珠！那么我为
什么不能呢？告别时，一位同行的同学向学霸姐
姐索要签名，她说：“你们要做自己的偶像！”

夏阳，不像其他季节的阳光，总是躲在云层
后面，遮遮掩掩。它灿烂而明媚，透过树叶直射
大地。
望着车后渐渐远去的上海交大校园，心里难

免有些不舍，遂提笔写下今日的感想，留待往后
回忆。

今日回忆最深的是什么呢？脑海中乍现的
是阳光、湖面、草地、优秀的学姐、懵懂的我们
……思绪随着拂面的微风吹向了早上。
“我们到啦！”随着交大学姐清脆优美的声

音，我们到达了思源湖边。风如同流动的河水，
轻抚我的脸颊，宛如活泼的小狗用粉嫩的鼻头轻
轻蹭了蹭我，柔软得让人心里发痒。这就是梦中
的学府———上海交通大学！
草坪上轻轻坐下，分享开始了。我目不转睛

地盯着学姐，学姐笑语盈盈：“在开始之前，我先
给你们介绍一下交大吧。”随着话语，我望向了

周围，每一幢建筑里，都有着新旧故事，或是学术
大咖曾经到访，或是校园社团新秀崛起。浓厚的
学术氛围，多彩的校园生活，让我不禁心生向往，
羡慕至极。
更令我震惊的是，学姐说她的室友因为热爱

摄影，于是自发担任了学校各大活动的摄影师。
她本人就读于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却组织了一
个似乎与自己专业完全没有关系的社团。原来
交大学子可以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同时兼修多
门学科，能有自己爱好，且被学校所认可。这里
多元、创新的教学方式，让你的每个想法都能得
到尊重，并且去实践，即使它看起来略微有点无
厘头。

在交大校园，我不仅感受到浓浓的学术气
息，更为交大学子的创新精神所折服。敢于开创，
正是交大学子的作风，也是我想成为的模样。我
会朝着梦想努力前进，成为自己的夏阳！

上海交大之旅，是一次心灵的触动。走进这
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学府，我仿佛置身
于知识的海洋，感受到了无尽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遇见了一位学霸姐姐，她的故

事让我深受启发。她曾经也是一个普通学生，却
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一步步逆袭成
为了学霸。她的故事告诉我，成功并不是偶然，
而是需要付出汗水和努力的。

在李政道图书馆，我被一串“人生密码”所
吸引———“19262430311987915321”。其中，
1926年，李政道先生出生。24岁，先生获得博士
学位。30岁，与杨振宁先生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
理论。31岁，两位共获诺贝尔奖。321，先生一共
发表学术论文 321 篇。这串密码不仅是对李政
道先生一生的总结，更是对我们的启示：人生需
要不断追求和探索，才能不断超越自我，实现更
高的价值。
参访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交大严谨求实

的学习氛围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底蕴。这里的师
生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饮水思源，爱

国荣校”的校训。
交大之行，让我重新认识了这座学府，也让我

重新审视了自己。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
会不断努力学习，追求进步，为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努力奋斗。

和上海交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晨报小记者 王跃皓 （上海市三门中学 七年级）

做自己的偶像
晨报小记者 向泓怡 （上海市洋泾中学南校 六年级）

夏阳
晨报小记者 王梓安 （上海市奉贤区崇实中学 七年级）

上海交大之旅，一次心灵的触动
晨报小记者 马熙尊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实验小学 五年级）

新闻晨报学记团推出“高校一日研学营”

小记者访交大 思源湖畔探寻“学问”秘诀
追梦吧，少年！

晨报小记者 杨奕清 （上海市民办尚外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参访感想节选】

晨报学记团计划在 6 月
继续推出 “高校一日研学

营”，敬请关注。 如果不想错

过活动信息， 可添加上海升

学小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