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益智心得体会 益智课程心得体
会(优质6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
如何写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
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益智心得体会篇一

近年来，益智课程在教育界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学生
参与其中。在我个人的学习过程中，我也有幸接触到了各种
益智课程，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在这篇文章中，
我将分享我在益智课程学习中的心得体会，包括对它们的认
识、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首先，益智课程是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它以提升学生的思
维能力、创造力和逻辑思维为目标。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
益智课程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而不仅仅是死记硬
背知识点。通过参与这些课程，我深刻体验到了解决问题的
过程以及不同思维方式的重要性。这些课程往往通过一系列
趣味的活动和游戏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将知识点融入其中，
使学习过程更加有趣和有效。

其次，参与益智课程对个人成长有着积极的影响。首先，它
培养了我的团队合作能力。在益智课程中，我常常需要与其
他学生一起合作完成任务，这要求我们互相协作、分工合作，
并形成一个有效的团队。通过与他人合作，我学会了倾听和
尊重他人的观点，并懂得在团队中发挥个人的优势。其次，
益智课程培养了我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些课程
中，我们经常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独立思考并找
到解决方案。这激发了我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对培养我未
来职业发展所需的领导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展望未来，我相信益智课程将在教育领域发挥更大的
作用。首先，它可以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从而帮助他
们在未来面对各种挑战时更加从容应对。益智课程强调培养
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这是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需的
重要素质。其次，益智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发现和培养他们的
兴趣和才华。通过参与这些课程，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
的优势和潜力，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最重要的是，
益智课程将为教育的个性化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传统的教
育注重学生的统一性，而益智课程则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和
兴趣来设计课程，更好地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总结起来，通过参与益智课程，我深刻体会到了其对学生个
人成长的积极影响。它不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培
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激发了学生的创
造力和创新能力。展望未来，我相信益智课程将在教育领域
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并促进
教育的个性化发展。让我们一起期待益智课程的更好发展，
并为其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努力奋斗！

益智心得体会篇二

谜语是锻炼学生思维的一种有益方式。猜谜语，是广大人民
群众非常喜爱的一种益智、休闲、娱乐活动。不仅在书面上
广为传播，在口语中的'流传更为广泛，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
几个甚至几十个谜语。下面是小编整理关于小学生益智谜语，
欢迎大家参考!

181：叶子细小干儿瘦，结的果儿如葡萄，药用可以治蛔虫，
名字一听味不好。

(打一植物)



谜底：苦楝树

182：得天独厚艳而香，国色天香美名扬，不爱攀附献媚色，
何惧飘落到他乡。

(打一植物)

谜底：牡丹

183：干高杈多叶如爪，一到深秋穿红袄，球状果实刺儿多，
驱风祛湿有疗效。

(打一植物)

谜底：枫树

184：叶子茂盛价值大，养蚕硬是需要它，本来栽有千万棵，
又说两株冤枉大。

(打一植物)

谜底：桑树

185：身体圆圆没有毛，不是桔子不是桃，云里雾里过几夜，
脱去绿衣换红袍。

(打一植物)

谜底：柿子

186：小刺猬，毛外套，脱了外套露紫袍，袍里套着红绒袄，
袄里睡个小宝宝。

(打一植物)



谜底：栗子

187：把把绿伞土里插，条条紫藤地上爬，地上长叶不开花，
地下结串大甜瓜。

(打一植物)

谜底：红薯

188：小小伞兵随风飞，飞到东来飞到西，降落路边田野里，
安家落户扎根基。

(打一植物)

谜底：蒲公英

189：春穿绿衣秋黄袍，头儿弯弯垂珠宝，从幼到老难离水，
不洗澡来只泡脚。

(打一植物)

谜底：水稻

190：圆圆铜钱挂满身，青皮青骨园中生，本是高低不统一，
硬说长得一样齐。

(打一植物)

谜底：芥菜

191：味道甜甜营养多，谁说无花只结果，其实花开密又小，
切莫被名所迷惑。

(打一植物)



谜底：无花果

192：紫藤绿叶满棚爬，生来就开紫色花，紫花长出万把刀，
又作药用又吃它。

(打一植物)

谜底：扁豆

193：园林三月风兼雨，桃李飘零扫地空，唯有此花偏耐久，
绿枝又放数枝红。

(打一植物)

谜底：山茶花

194：东风融雪水明沙，烂漫芳菲满天涯，艳丽茂美枝强劲，
路上行人不忆家。

(打一植物)

谜底：桃花

195：壳儿硬，壳儿脆，四个姐妹隔床睡，从小到大背靠背，
盖着一床疙瘩被。

(打一植物)

谜底：核桃

196：叶儿长长牙齿多，树儿杈杈结刺果，果皮青青果内黑，
剥到心中雪雪白。

(打一植物)



谜底：板栗树

197：谁说石家穷，家里真不穷，推开金板壁，珠宝嵌屏风。

(打一植物)

谜底：石榴

198：个儿小小，头尾尖尖，初尝皱眉，再吃开颜。

(打一植物)

谜底：橄榄

199：体圆似球，色红如血，皮亮如珠，汁甜如蜜。

(打一植物)

谜底：樱桃

200：生在山里，死在锅里，藏在瓶里，活在杯里。

(打一植物)

谜底：茶叶

201：铜盆粗棵树，芝麻大点叶，任凭山岩坚，千年见苍翠。

(打一植物)

谜底：柏树

202：脱了红袍子，是个白胖子，去了白胖子，剩个黑丸子。

(打一植物)



谜底：荔枝

203：青皮包白肉，像个大枕头，莫听名字冷，热天菜场有。

(打一植物)

谜底：冬瓜

204：有叶不开花，开花不见叶，花开百花前，飘香傲风雪。

(打一植物)

谜底：梅花

205：说它是棵苗，为啥有知觉，轻轻一碰它，低头叶合了。

(打一植物)

谜底：含羞草

206：茎儿许多根，果子泥里存，没花也没叶，没枝也没根。

(打一植物)

谜底：荸荠

207：红线吊绿球，吊上树梢头，不怕风和雨，只怕贼来偷。

(打一植物)

谜底：猕猴桃

208：陶令最怜伊，山径细栽培，群芳冷落后，独自殿东篱。

(打一植物)



谜底：菊花

209：状如蘑菇一珍宝，当年白蛇将它盗，其实是味好草药，
滋补健身价值高。

(打一植物)

谜底：灵芝

210：一个婆婆园中站，身上挂满小鸡蛋，又有红来又有绿，
既好吃来又好看。

(打一植物)

谜底：枣树

211：皮儿薄，壳儿脆，四姐妹，隔墙睡，从小到大背靠背，
裹着一层疙瘩被。

(打一植物)

谜底：蓖麻

212：身子长，个不大，遍体长着小疙瘩，有人见了皱眉头，
有人见了乐开花。

(打一植物)

谜底：苦瓜

213：身材瘦瘦个儿高，叶儿细细披绿袍，别看样子像青蒿，
香气扑鼻味儿好。

(打一植物)



谜底：芹菜

214：粉妆玉琢新世界，傲霜斗雪花自开，岁寒为报春来早，
姐妹亲朋喜开怀。

(打一植物)

谜底：梅花

215：白天一到芬芳断，夜晚香味飘散远，飞虫闻味来传粉，
秘密皆在花瓣间。

(打一植物)

谜底：夜来香

216：一团幽香口难言，色如丹桂味如莲，真身已归西天去，
十指尖尖在人间。

(打一植物)

谜底：佛手

217：红嘴绿鹦哥，吃了营养多。

(打一植物)

谜底：菠菜

218：黄包袱，包黑豆，尝一口，甜水流。

(打一植物)

谜底：梨



219：紫色树，开紫花，紫色果里盛芝麻。

(打一植物)

谜底：茄子

220：白胖娃娃泥里卧，腰身细细心眼多。

(打一植物)

谜底：藕

221：俺家一个哥哥，讨个黑脸老婆。

(打一用具)

谜底：锅

222：八个蚂蚁抬棍棍，一个蚂蚁棍上昆。

打一字

谜底：六

223：白白一片似雪花，落下水里不见。

(打一物)

谜底：盐

224：白白胖胖。

(打一动物)

谜底：蚕



225：白胖娃娃泥里藏，腰身细细心眼多。

(打一植物)

谜底：藕

226：白床铺，黄帐子。

(打一植物)

谜底：桂圆

227：白糖梅子真稀奇。

(打一食物)

谜底：元宵

228：明又明，亮又亮，一团火球挂天上，冬天呆的时间短，
夏天呆的时间长。

(打一自然现象)

谜底：太阳

229：来到屋里，赶也赶不走，时间一到，不赶就会走。

(打一自然现象)

谜底：太阳光

230：有时候，圆又圆，有时候，弯又弯，有时晚上出来了，
有时晚上看不见。

(打一自然现象)



谜底：月亮

231：千条线，万条线，掉到水里看不见。

(打一自然现象)

谜底：雨

232：弯弯一座彩色桥，高高挂在半山腰，七色鲜艳真正好，
一会儿工夫不见了。

(打一自然现象)

谜底：彩虹

233：说象糖，它不甜，说象盐，又不咸，冬天有时一片，夏
天谁都不见。

(打一自然现象)

谜底：雪

234：小白花，飞满天，下到地上象白面，下到水里看不见。

(打一自然现象)

谜底：雪

现象)

谜底：风

236：从低到高，由浓到淡，忽左忽右，跟着风走。

(打一自然现象)



谜底：烟

237：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我来。

(打一自然物)

谜底：水

238：远看白光光，近看玻璃样，越冷越结实，一热水汪汪。

(打一自然物)

谜底：冰

239：没有身体倒会活，没有舌头会说话，谁也没有见过它，
倒都叫它说过话。

(打一自然现象)

谜底：回声

240：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家，衣服就扯破。

(打一植物)

谜底：蒜

241：好象苹果红又红，好象柿子没有盖，能当水果能当菜，
营养好来人人爱。

(打一植物)

谜底：西红柿

242：身体长又长，开花黄又黄，脸蛋儿象太阳，籽儿香又香。



(打一植物)

谜底：向日葵

243：紫色树，开紫花， 开过紫花结紫瓜，紫瓜里面装芝麻。

(打一植物)

211：皮儿薄，壳儿脆，四姐妹，隔墙睡，从小到大背靠背，
裹着一层疙瘩被。

(打一植物)

谜底：蓖麻

212：身子长，个不大，遍体长着小疙瘩，有人见了皱眉头，
有人见了乐开花。

(打一植物)

谜底：苦瓜

213：身材瘦瘦个儿高，叶儿细细披绿袍，别看样子像青蒿，
香气扑鼻味儿好。

(打一植物)

谜底：芹菜

214：粉妆玉琢新世界，傲霜斗雪花自开，岁寒为报春来早，
姐妹亲朋喜开怀。

(打一植物)

谜底：梅花



215：白天一到芬芳断，夜晚香味飘散远，飞虫闻味来传粉，
秘密皆在花瓣间。

(打一植物)

谜底：夜来香

216：一团幽香口难言，色如丹桂味如莲，真身已归西天去，
十指尖尖在人间。

(打一植物)

谜底：佛手

217：红嘴绿鹦哥，吃了营养多。

(打一植物)

谜底：菠菜

218：黄包袱，包黑豆，尝一口，甜水流。

(打一植物)

谜底：梨

219：紫色树，开紫花，紫色果里盛芝麻。

(打一植物)

谜底：茄子

220：白胖娃娃泥里卧，腰身细细心眼多。

(打一植物)



谜底：藕

221：俺家一个哥哥，讨个黑脸老婆。

(打一用具)

谜底：锅

222：八个蚂蚁抬棍棍，一个蚂蚁棍上昆。

打一字

谜底：六

223：白白一片似雪花，落下水里不见。

(打一物)

谜底：盐

224：白白胖胖。

(打一动物)

谜底：蚕

225：白胖娃娃泥里藏，腰身细细心眼多。

(打一植物)

谜底：藕

226：白床铺，黄帐子。

(打一植物)



谜底：桂圆

227：白糖梅子真稀奇。

益智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引言（200字）

幼儿益智游戏是一种能够激发孩子思维能力和智力发展的优
秀教育工具。通过参与各种益智游戏，幼儿能够提高自己的
观察力、注意力、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在参与幼
儿益智游戏的过程中收获了许多，下面我将详细分享我的心
得体会。

第二段：乐趣与启发（200字）

幼儿益智游戏不仅富有趣味性，还能够激发幼儿的主动参与
和积极探索的欲望。在玩中学，让孩子沉浸在愉快的氛围中，
会让他们学习更轻松、更有效。与传统的学习方式相比，幼
儿益智游戏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鼓励孩子尝
试各种方法来解决问题。通过这种游戏形式，我发现孩子们
更容易理解和记忆知识，也更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第三段：提升思维能力（200字）

益智游戏中经常需要幼儿进行观察、推理和思考，这种思维
训练对孩子的思维能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在游戏中，我
不断触发大脑进行思考和解决问题，这让我感受到自己的思
维能力在不断提升。通过观察和思考，我学会了寻找问题的
本质、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且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这种思维训练对我日后的学习和生活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



第四段：培养合作精神（200字）

益智游戏通常需要多人合作来完成，这培养了我的合作精神
和团队意识。在游戏中，我与队友共同思考问题、分工合作、
协调沟通，通过相互帮助和配合完成任务。这过程中，我体
会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学会了与他人合作，也培养了自
己的耐心和沟通能力。这些合作精神对于我今后的学习、工
作和人际交往都非常有帮助。

第五段：积极思维与自信心 (200字)

参与益智游戏让我逐渐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思维模式。游戏中
的挑战和困难会激发我积极思考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在
过程中充满着不断尝试、失败和反思，但这些并没有让我灰
心丧志，反而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不断摸索出更好的
办法。通过游戏的成功和挑战，我树立起了自信心，相信只
要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总结部分：

通过参与幼儿益智游戏，我从中收获了很多。通过这些游戏，
我培养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合作精神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我
相信，通过不断地参与各种益智游戏，幼儿们可以更好地发
展自己的智力和思维能力，为将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
基础。同时，家长和教师们也应该鼓励孩子们参与益智游戏，
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让孩子们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潜
力。

益智心得体会篇四

一个下雨天，王逸突然跑来告诉我，“老师，贺扬在踩雨，
他还把水溅到了我的身上。”我连忙跑出 去，发现贺扬还在
踩水塘，边上的小朋友看到了我，“贺扬，老师要批评你
啦”，可贺扬却一边看我，一边还在玩雨。看到小朋友对雨



这么感兴趣，我想到这一阶段 我们一直在围绕“春天的故
事”开展活动，就问幼儿，“春天里还有哪些故事，”有的
小朋友就说：“还有下雨天的故事。”看到孩子们这么有兴
趣，而且关于 “雨”也蕴含着许多教育价值，我们想应该及
时抓住孩子的兴趣点，根据纲要提出的“既贴近幼儿生活来
选择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
野”原则，充分挖掘教育的价值，于是，我们师生共同产生了
“雨”这一主题性区角活动，在活动中让幼儿自选区角、自
选合作伙伴玩有关雨的游戏，使幼儿已有零 星知识经验得到
提升和拓展。

活动目标：

1、能自选游戏内容和游戏伙伴进行区角游戏活动。

2、尝试运用多种材料、多种形式，感知雨、表现雨，培养幼
儿大胆表现的能力及创造能力。

3、与同伴分享参加区角活动的快乐，并在自我评价活动中感
受、体验创造活动带来的乐趣和成功感。

分区目标：

1．动手区（雨具加工厂）

三级目标：与同伴能友好合作、相互帮助，制作与众不同的
雨具，并结伴表演。

2．设计区（七彩染坊）（本周重点指导内容：扎染伞面）

一级目标：初步掌握用各色颜料扎染宣纸伞面的技能；

三级目标：乐于向同伴介绍自己的构思、设计过程及活动中
快乐的情感体验。



3．气象区（小小气象员）：

一级目标：学习做个小小气象员，向大家报告今天的天气预
报；

二级目标：会做气象记录，并能向同伴介绍自己做的气象记
录；

三级目标：了解下雨天动植物变化的一些情况，并能用响亮
的声音、用气象预报的形式介绍给观众。

4．语言区（娃娃读画和雨天的故事）

一级目标：能看图点字，认读有关“雨”的诗歌；

[page_break]

二级目标：能以拉线画方式表现下雨的情节，并尝试讲述。
将自制图片、字卡替换进诗歌，对诗歌进行创编，并有表情
地进行朗诵、表演，体验与同伴合作表演的乐趣。

三级目标：幼儿能大胆做小老师，会教同伴讲述自己和爸爸
妈妈编的图书，并尝试表演。

5．音乐区（小雨点在唱歌）

一级目标：会唱“春雨沙沙”“小小雨点”等歌曲；

三级目标：尝试用自己收集的废旧物品（蚌壳、酸奶瓶、易
拉罐等）制作打击乐器并进行演奏活动，体验创作、合作演
奏的乐趣。

6．科学区（小雨点旅行记）

一级目标：通过观察、讨论图片，了解小雨滴的形成过程；



二级目标：仔细观察、思考，尝试用各种工具测量并记录雨
量；

三级目标：尝试用绘画的方式来表现小雨滴旅行记，并向同
伴及老师介绍。

活动准备：

1、知识

准备：活动前让幼儿看雨、玩雨、感知雨、讨论雨等，在前
阶段系列活动中获得了一定知识经验。

2、环境创设：师生共同收集各种雨衣、雨伞、雨披等材料，
并将其布置在活动室内。

3、活动区域创设

（1）气象区：气象记录板、气象广播台，幼儿前阶段记录的
各种气象图及笔、记录纸、有关标记图、话筒。

（2）动手区：各种塑料袋、一次性桌布、包装纸、西装袋、
即时贴、彩笔、剪刀、胶带、丝带、塑料篓子等。

（3）语言区：拉线板、彩线、画报、图片、幼儿自制的图书
等。

（4）设计区：各种颜料水、宣纸、餐巾纸等。

（5）音乐区：节奏板、雨滴卡、茶叶筒、易拉罐、黄豆、沙
子、小石子等，打击乐器若干、话筒、录音机、磁带等。

（6）科学区：白纸、彩笔、有关水的三态图片、各种装雨水
的杯子、尺、小棒记录纸等。



1、活动流程

（1）自由选择（幼儿自由选择活动区域、游戏材料和合作伙
伴，到各个区角活动。）

（2）自主展开（幼儿自主活动，教师以观察者、引导者、合
作者的身份参与幼儿的活动，并给予适当指导。）

（3）自主交流（在活动中启发幼儿互相交流、互相合作；活
动结束时能对游戏情况进行自我评价，讲述今天自己在活动
中的感受、体会。）

a请幼儿向同伴介绍游戏情况，讲述自己在游戏中碰到哪些情
况，是如何解决的。

b引导幼儿讲述自己在游戏中快乐的情感体验。

2、观察重点：

（1）结合幼儿在动手区（雨具加工厂）内，制作的雨具同一
款式多的特点，观察幼儿今天是否能发挥想象，尝试运用多
种材料制作不同的雨具。

（2）引导幼儿在语言区，大胆、富有创造地创编并表演雨天
的故事。

（3）高晔菁小朋友做事情很快，但是缺乏创造性，每次活动
表现得较单一，做完后往往不能自主地到其他区角去活动，
常常会重复活动。在今天的活动中，教师将重点观察她在这
方面是否有进步。

3、指导重点：

（1）当幼儿在活动中出现兴趣下降的情况时，教师采取以下



措施：及时增加新的游戏材料丰富区角内容，吸引幼儿参加；
对幼儿提高游戏要求、难度；引导幼儿友好地与其他组小朋
友调换游戏内容。

（2）当有幼儿在制作中运用与昨天不同的材料时，及时予以
表扬，有意识地引起幼儿对多种材料的注意。

（3）针对部分幼儿只会操作，不善于交流的薄弱点，重点指
导他们讲述操作的内容和过程，帮助这些幼儿提高口语表达
能力。

益智心得体会篇五

近年来，随着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
班学生开始接触益智游戏。作为一名中班老师，我有幸亲眼
目睹了这些游戏给孩子们带来的乐趣和启发。在与孩子们的
互动中，我对中班益智游戏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和认识。

首先，中班益智游戏能够激发孩子的思维。在游戏过程中，
孩子们需要观察、分析、推理和判断，这些过程需要他们动
脑筋思考。最近，我们在班级中组织了一个智力拼图比赛，
让孩子们在一定时间内拼出给定形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孩
子们逐渐找到了拼图的规律，他们的思维也得到了锻炼。通
过这个游戏，我发现孩子们的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
到了有效提升。

其次，中班益智游戏能够提高孩子的注意力。中班孩子的特
点是好奇心强、注意力不够集中。通过与孩子们一起玩益智
游戏，我发现他们开始变得更加专注。比如，我们经常和孩
子们一起进行连连看游戏，要求他们记住图案位置，并在规
定时间内找到相同的图案。通过这个游戏，孩子们的注意力
得到了有效地训练，并且他们也开始慢慢培养了观察细节的
习惯。



第三，中班益智游戏能够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在游戏中，
有很多游戏都需要多人合作来完成，比如拼图游戏、合作搭
积木等。这些游戏能够让孩子们明确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图，
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同时也能够培养孩子们的相互合作和
分工合作的精神。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团队建设游戏，每个小
组需要共同组织一场小型表演，这需要孩子们合作，有时还
需要他们互相帮助。通过这个游戏，孩子们学会了相互支持
和依靠，培养了与人合作的重要性。

第四，中班益智游戏能够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在游
戏中，孩子们需要观察游戏规则、图案、规律等。比如我们
常常进行观察练习，要求孩子们仔细观察一幅图片，然后关
闭眼睛，问孩子们图片中出现了哪些物品。这样的练习能够
锻炼孩子们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并且能够提高孩子们对细节
的敏感度。

最后，中班益智游戏给孩子们带来了愉快的学习体验。在游
戏中，孩子们往往能够忽略“学习”的概念，他们会以一种
轻松的心态投入到游戏中。通过游戏，他们能够通过亲身体
验去学习知识，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种愉
快的学习体验不仅增加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还培养了他们
积极主动学习的态度。

综上所述，中班益智游戏在幼儿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通
过游戏，孩子们的思维、注意力、合作精神、观察力和记忆
力都得到了有效地培养和提高。同时，游戏给孩子们带来了
愉快的学习体验，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学习。作为一名中班老
师，我将继续推广益智游戏，为孩子们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
毕竟，幼儿教育应该是一种有趣且富有启发性的体验。

益智心得体会篇六

【】



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还有爱唱歌的鸟。

童年的时候，一天清晨，父亲带着我从一片树林边走过。

我并没有看见一只鸟，也没有听见一声鸟叫。

我只闻到浓浓的草木味道，没有闻到鸟的气味。

“鸟也有气味?”

我知道父亲这时也最快活。

我奇怪地问：“为什么?”

父亲说：“黎明时的鸟，翅膀潮湿，飞起来重。”

我真高兴，父亲不是猎人。

【】

星期日,刚吃过午饭,李丹就忙着打扮起来了。她穿上了漂亮
的花裙子,小辫子上扎了蝴蝶结。她和同学约好,要去敬老院
为爷爷奶奶们表演节目,她准备了一曲独唱。

李丹准备完毕,刚要出门,电话铃响起来了。

李丹问:“什么事这么急?”

是啊,李丹多想亲眼看看山羊拉车、小狗算算术、老虎钻火圈
哪!可是——李丹犹豫了。

“丹丹,时间快到了。你怎么了?”

“爸爸,我和同学约好,今天要去敬老院的。”



“必须去吗?”爸爸问。

【】

会啊!

总之，不管淘淘干什么，米粒都要学样。

淘淘有点烦了：“你怎么老学我呀?”

“你怎么老学我呀?”米粒又学了一句。“是你先学我!”淘
淘生气了，用手指着米粒。“是你先学我!”米粒假装生气，
也用手指着淘淘。“好了，我不跟你玩了!”淘淘气呼呼地转
身就走。

“好了，我不跟你玩了!”米粒还在学。

哎呀，淘淘真的不理米粒了，两个好朋友闹翻了!

米粒回到家里，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米粒，你怎么了?”爸爸问。

“没什么……”米粒的眼里含着泪水，“不玩就不玩，哼!”

妈妈喊米粒吃饭。米粒答应一声，却向卫生间里跑去。

“米粒，你要干什么?”妈妈问。

“淘淘每次吃饭前都要上一次卫生间。”米粒回答。“那你
记得要洗手啊!”妈妈叮嘱道。

吃饭的时候，米粒把骨头汤放到自己面前，还夹起一根大骨
头啃起来。



“咦，你不是不喜欢吃骨头吗?”爸爸好奇地问。

“淘淘喜欢，我也喜欢!”米粒啃起肉骨头来，有滋有味。

吃完饭，米粒想：“淘淘这会儿在干什么呢?对了，看动画
片!”

米粒赶紧跑到电视机前，打开电视看动画片。对了，淘淘还
喜欢一边看动画片一边吃爆米花。

米粒大声喊：“妈妈，我要爆米花!”

“看动画片就看动画片嘛，还要吃东西!”

“我就要!我就要……”

家里没有爆米花，爸爸给米粒找来了好吃的水果、花生……
还有草莓冰淇淋。

“不要，不要这些!淘淘看动画片时只吃爆米花!我也要爆米
花!”

“这孩子怎么了?”爸爸妈妈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