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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三分之一青少年日發百餘簡訊
The study’s authors also say that, unlike phone calls, 

text messaging can be quietly carried out under the noses 
of parents, teachers or other authority figures and, unlike 
computers, it can be done almost anywhere. 
這個研究的撰稿人說，簡訊與手機

通話不同，可在家長、老師或其他長
輩的眼下悄悄地進行，也與電腦不一
樣，任何場所均可使用。	

http://www.lemo.dk/sud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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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動動腦
大家來找碴
遊戲規則：請對照AB兩圖，找出5個不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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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將數字1-9填入每個小格裡，使

每一行，每一列的每一個方框裡都沒有重

複的數字。右為本期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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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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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乒乓球雖然沒
有打得很好，但這卻
是我最喜歡的運動。

乒乓球最早起源於
十九世紀末期的英國
，起初，人們用雪茄
盒的蓋子當作球拍，
拿香檳瓶的軟木當球
來打。後來，James Gibb
用一種名為「賽璐珞
」的合成樹脂，製成
了空心球，E.C. Goode則
發明了膠皮球拍，促
進乒乓球的發展。西
元一九八八年，奧林
匹克把乒乓球列為競

賽項目。
假如你對乒乓球感

興趣，你得先準備好
一張球桌、球拍和乒
乓球，然後找一個人
陪你打單打，或者找
三個人和你打雙打。
至於乒乓球的規則，
發球的人要讓球先碰
觸本方台區，然後越
過球網，觸及對手台
區。對手還擊時，要
直接讓球越過網子，
觸及對方台區。

兩 方 輪 流 擊 球 ，
直到一方犯下失誤。

大多數人喜歡玩一局
十一分或二十一分的
賽制，只要雙方在比
賽前說好，要採用哪
種計分方法都行。

記得第一次接觸乒
乓球，是在我小學二
年級時，我住的社區
有個活動中心，裡頭
有張乒乓球桌，假日
爸爸會帶妹妹和我去
那裡打乒乓球。那時
，我和妹妹連球都打
不到。沒想到兩年後
，我們進步神速，爸
爸便請了教練指導我
們。

不知不覺，我已經
打了四年的乒乓球了
。乒乓球打起來，不
但非常好玩，還很刺
激，我希望以後能夠
繼續打下去。

你能不能坐
在一個不擋
住我視線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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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蕭昊鵬（加州）青  青  園  地

孝順爸爸

爸爸回家，我拿拖鞋。
爸爸坐下，我來端茶。
爸爸喊累，我會捶背。
爸爸叫我小乖乖，
爸爸說我好小孩。

你 在 春 節 期
間有放鞭炮嗎？ 
我有，讓我來向
你分享吧！

去 年 春 節 ，
我們一家從美國
到北京姥姥的家
過年。到達北京
的隔天就是春節
了，我、姊姊和
表哥到院子裡放
鞭炮。我興奮極
了！表哥先點了
一個鞭炮，很快
就把它扔到地上
。只聽到「Boom
」一聲， 接著

就冒出一團小火
花。之後，姊姊
也放了一個鞭炮
，現在該輪到我
了！

我 從 來 都 沒
放過鞭炮，所以
感到非常害怕。
我先用打火機點
著鞭炮芯，接著
趕快把它扔到地
上，只怕炸到自
已。突然，我聽
到一聲「Boom」
的聲音，看到燦
爛的火花。耶！
我會放鞭炮了！

 文／曹英（加州）散  文  小  溪

我愛打乒乓球

A：聽說你去學開車啊？

B：剛考過筆試，考了一百

				分。

A：不錯嘛！開始練習開車了

					沒有？

B：開始了。

A：什麼麼時候路考？

B：下個月。

古有科舉考試，
今有學期考試，自
古至今，考試都與
讀書人息息相關。
可是，近年社會開
始注重「活學活用
」的觀念，一句「
求學不是求分數」
，鬧得滿城風雨。
究竟「求學」是否
「求分數」？考試
對學生到底是好是
壞呢？

身為一個學生，
我當然不「享受」
考試，但我卻不得
不承認，考試的確
能迫使我去複習。
如果沒有考試的話
，我相信絕大多數
學生都會把老師的
教導，拋諸腦後，
把課堂學到的知識

，忘得一乾二淨。
考試能成為一種推
力，叫學生用功，
讓學生真正理解所
學的內容。

透過考試，也能
訓練學生面對考試
壓力或成績不佳的
挫敗感，好讓學生
將來踏入社會後，
可以有能耐面對大
大小小的難關。當
他們遇到障礙和挫
折時，能緊咬著牙
關，一步一步地邁
向前方，而非灰心
氣餒。

考試更能讓老師
和學生看到學習成
果，從而作出檢討
和改善。

考試是一個實驗
，它可以證明教學

散  文  小  溪

考試的重要

 文／何卓思（加拿大）

方法和學習態度的
優劣，讓人努力，
讓人進步。

「求學」固然不
應只「求分數」，
但分數反映了學生
的吸收和應用能力
。考試無疑是「考
」驗和測「試」，
同時也可以鼓勵我
們思「考」和嘗「
試」。

是踏腳石還是絆
腳石？取決於你如
何面對和應付考試
了。	

小  詩  廊

 文／漁兒（台灣）

風兒偷偷地說他要來了
花兒滿面春風地笑嘻嘻
草兒靜悄悄地從土中鑽出來
樹兒急急忙忙地穿上綠襯衫
鳥兒吱吱喳喳地唱著迎春曲
蟲兒伸伸懶腰張開雙臂迎接
太陽不甘示弱地說我才是主角
雨兒淅瀝瀝地流下高興的眼淚
雲兒帶著溫柔的笑容自在翱翔
只因為美麗的春姑娘要甦醒了

春之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