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
! 市阳光双语初级中学八（!）班 韩爱军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青春已在我身旁。我愿咀嚼
身旁的绿叶，愿享受阳光和
风雨带给我的多姿与多彩。

开始的我总用很遥远的
眼光仰视着自以为遥不可及的三楼，欢乐与烦
恼、自信与自悲把我推上二楼时，我触摸到了。
原来从一楼到三楼的距离只有三年。十六个春
秋便轻悄悄地走过。青春，我已与你“咬耳朵”。

我愿奔跑在足球场的每一处，绿色为我助
威。我会为了教练的指示拼命用摔倒来换回做
到，我会为了队友的加油拼命用汗水换回成功，
我站位，我走位，我阻拦，我抢球，并用不懈的努

力做出那空中 180度射门，
为了共同的欢呼。

轻轻旋转下笔帽，我愿
像那笔身令人舒适，我更愿
像那笔头写下美好。青春必

不能少掉多少次令我们汗水与泪水共流的考
试。考试也如战场。遍地狼烟四起，你是不愿屈
服于命运拿出笔刃去战斗，还是对硝烟漠不关
心去无视。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手
握千百锦囊，坐安四海之邦。

青春，只有一次。努力吧，为青春留下一份
光彩！

指导老师 侯玲

题字 方爱建

!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教育
园地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 勇

2017年1月19日 星期四
丙申年十二月廿二

今日高邮微信
高邮日报手机报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
! 市实验小学 王秀芳

孩子们一进入三年级，我就努力将他们
带出课堂，让他们置身于广阔的大自然中，
通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体验来获得
具体的素材和丰富的体验。从三年级下学期
开始，我要求孩子们试着将自己的所见、所
闻、所感，以田野观察日记的形式展示出来。

一、激发兴趣
为了激发学生写田野观察日记的兴趣，

我挑选出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特点的日记类
文章，推荐阅读；并利用晨会课、大课间、作
文课等时间，将同龄孩子的优秀习作大声阅
读，希望借助自己声情并茂的朗读来激发他
们的习作热情。三年级学生的观察能力差，
刚开始写田野观察日记时，难度相当大。针
对这种情况，我让学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来
进行田野观察日记的写作：孩子们事先准备
一张大白纸、钢笔、几支彩色铅笔……接着
就开始回忆，自己所见到的最喜欢的一株植
物的样子，然后在这张白纸上将这株植物画
（简单的儿童画）下来，再用彩色铅笔涂好
色，最后用语言进行描述。有话则长，无话则
短。只要能把自己看到、想到的详实地进行
记录，我都会给予鼓励。对于那些让人一见
就动心的好的观察日记，每一篇我都会拿来
出示在投影上，并请作者自己有感情地读给
同学听。以此让学生感受到，身边的同学能
写出这么好的日记，我一定也能写。

二、教给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我时刻提醒孩子们，无

论走到哪里，要竖起耳朵，瞪大双眼，像哨兵
似地警觉。对身边的事物仔细观察，一定可
以寻觅到许多好玩的东西：芝兰苑里的竹
子、教学楼前的桂花、公路边的香樟树……
连小河旁不起眼的小草，都能引起孩子们关
注的目光。只是孩子就是孩子，虽说刚刚已
经引导他们认真地观察了，可是描述起来还
是觉得无话可说。怎么办？这时，教会孩子观
察，就迫在眉睫了。

1、明确观察内容
我首先引导孩子明确观察对象。一

棵风中摇曳的小草、一朵阳光下微笑的
小花、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青菜叶上一
只散步的蜗牛、水稻田里飞快跳跃的青

蛙……都可以成为他们驻足观察的对象。有
时，我还会要求孩子们相对集中地观察某种
植物，以便于孩子们交流观察收获。

2、教给观察方法
田野观察日记，要求对田野中出现的一

景一人、一事一物做真实的刻画描写，看起
来易写，但要写得准确、细致，必须有正确的
方法，才能抓住事物的特点。这就要求孩子
们：（1）从不同角度观察。田野里的景物很
多，观察时可以采用由近到远或由远到近的
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2）运用多种
感官。一株植物，观察时，我们可以用眼睛
看、用鼻子闻、用耳朵听、用手去轻轻地去触
碰……动用自己的多个感官去感受。当然还
可以去查一查相关的资料，了解更多的知
识。（3）确定观察重点。每次观察前，我都会
提醒孩子们，先要选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然
后再去观察。观察时，也不用什么都看，要抓
住一个重点仔细观察。（4）融入自己的感
情。田野观察日记不仅仅要写看得见的田野
景物，更重要的是描述自己用心观察景
物时刹那间的感受，体会自己心情的变
化。

三、评价多样
为激发学生写作田野观察日记的

兴趣，呵护他们的写作热情，我努力创
设各种展示的舞台：每天的晨会、大课
间等，我会挤出时间来让孩子分享精彩
的瞬间。一段精彩的描写、一个新颖的
选材……都有机会走上展示的舞台。我
还发动家长把孩子满意的日记发表到
班级主页、班级Q群进行展示交流。黑
板报也专门开辟出习作展示台。小作者
的成功喜悦更成为激励其他同学实现
梦想的原动力。写田野观察日记，展示
自己优秀习作，成为孩子们的一大乐
事。他们在展示中收获着成功的喜悦，
在成功中体验着写作的快乐。

浅谈幼儿地方文化教育
! 市宝塔幼儿园 居卉 车逻幼儿园 陈梅红

一、游戏中的本土方言，激活
了幼儿爱家乡的情感

幼儿稍不注意就会悄悄地讲
方言。有一次，笔者听到好好小朋
友和果果小朋友非常开心地模仿
扬州电视台的方言节目，之后其他小朋友也
参与其中。于是决定开展“说家乡话”活动，满
足幼儿的兴趣。有几位家长反映，孩子回家说
方言。我们耐心地和家长交流，家乡是幼儿生
活、成长的地方，家乡发言也是幼儿教育不可
缺少的资源。

二、利用晨间谈话，说说地方文化
教师提出问题：“你们的家乡在哪儿？”请

幼儿说说家乡的环境，让幼儿谈谈家乡的特
产、名胜古迹等。组织幼儿看课件，欣赏家乡
特色，了解家乡文化，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
国的情感。通过交流，让孩子们深深体会到地
方文化的魅力，拓宽幼儿的视野。

三、将地方文化运用到美术活动中
教育要关注幼儿的生活世界，就应关注

地方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活动中将一些
能体现地方文化特点的内容作为教育资源，
如高邮盛产双黄鸭蛋，我们准备双黄鸭蛋让
幼儿欣赏。活动中，让幼儿用橡皮泥捏鸭蛋和
高邮麻鸭，在蛋壳上画画，让蛋壳变成了许多

可爱的小动物、水果等。
让幼儿在做中玩、玩中学，符合幼儿的兴

趣和年龄特点。通过欣赏、制作等多种活动，
引导幼儿充分感受高邮地方手工艺的特色，
提高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平时，我们组织亲子
游，家长和孩子一起去文游台玩，准备一些油
画棒、白纸让家长和孩子一起画文游台的风
景，使孩子进一步了解家乡。

四、音乐活动中，组织幼儿学唱民歌
高邮民歌曲调优美淳朴，节奏婉转轻盈，

有着浓郁的里下河水乡风格。民歌《数鸭蛋》，
旋律简单，场面欢快，适合幼儿唱。在一日活
动中，我们特别注意给孩子创设欣赏民歌的
氛围。组织幼儿学唱《数鸭蛋》，告诉幼儿这首
歌是我们家乡的民歌。

在日益倡导乡土教育的今天，我们充分
利用乡土资源，开展民间游戏，和幼儿讲风土
人情，教幼儿唱民歌、舞龙、走高跷等。在热烈
的气氛中，孩子们获得了丰富的感官体验和
生活经验，扩大了知识面，满足了求知欲。

手 艺
! 市赞化学校九（"）班 姜舒扬

偷是一门手艺，真的。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知

道，我绝对是拥有这门世界上最
伟大手艺的人之中手艺最好的
那一个。

我是一个神偷。
仿佛天生就是为了这门手艺而生的一般，

自打我涉及这门手艺以来，我便显现出了极为
惊人的天赋，多年以来，从未失手。

第一次，我偷了邻居家一只又肥又壮的老
母鸡。

第二次，我偷了大街上一位素不相识的“美
女”的钱包。

第三次，我偷了我妈藏得颇深、她最珍视的
金项链。

第四次，我……
我早已记不清我曾偷过多少奇珍异宝了，

但幸运的是，他们一次也没有发现过我。在一次
又一次的“行动”中，我终于明白：我是神偷。

于是，随着手艺的愈发精湛，小到一块五的
冰糖山楂球，大到上千万的法拉利跑车，都没能
逃过我的法眼。我敢打包票，只要我乐意，想要
超过那……那什么……中国首富，肯定没问题！

一天，天阴沉沉的，冷风如同暴怒的天公手
中的大刀，刮在人脸上，冻得人生疼。不一会儿，
大片大片的雪花便如同鹅毛一般纷纷而下。我
百无聊赖地彳亍在空旷的大街上，吹着口哨儿
四处搜寻着“猎物”。

什么鬼天气！四下里连个人影儿都没望着，
我来来回回晃了四五圈，口袋里却还是空空如
也。我心中窝着火，烦闷极了，望见路边的石头
子儿，冲上去便狠狠踢了一脚。

那石头子儿“咕噜噜”地滚了下去，很快便
没了踪影。忽然一阵哭声钻入我的耳朵，“嘤嘤
嘤……”

我双眼一亮，循着石头的轨迹便冲了下去。
转悠了一天，总算没把我这手艺给闲着！

循着那细弱的哭声，我终于找到了“猎物”，
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是一个小姑娘！

一个小毛孩身上有什么可偷的！我一下子
来了气，扭头便要走。

“等一下———”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明
显带着哭腔，“这东西，是你的吗？”我回过身，见
她手中拿着的，赫然是我刚刚踢开的小石子儿。

我摇摇头，准备继续往回走，身后的声音却
再次响起，“你不要，就给我吧！”

她要这石头作什么？我不禁对这个女孩产

生了好奇，这才正眼瞧瞧她———
呦，还是位小美女，尖尖的下巴，
大大的眼睛，看上去机灵极了。

“你刚刚为什么哭？”我问。
“妈妈说，每当遇到不开心

的事情时，就拾一块石头，这样，
石头便能将心填满了。”她显然答非所问，自顾
自地说着，“这次考试我考砸了，妈妈又生了重
病，我一直在找石头……”她说着，眼圈儿又红
了。

我不禁脱口而出：“这简单，我是神偷，帮你
改个好成绩便是了。”

女孩半信半疑地望了我一眼：“你？神偷？”
那当然，多年来我的手艺从没失误过！我瞪

了她一眼，气鼓鼓地说：“三天后来找我，告诉我
结果。”

半夜里，我偷偷溜进学校。一攀，一蹬，一
跃，便轻松地躲过了所有的摄像头。我取出早已
准备好的铁丝，轻轻伸进门锁中，一拨，一转，再
一拨，“当”，门便敞开了。浓浓夜色中，我如一阵
旋风飞快地翻出试卷，在女孩的姓名旁打上了
一个大大的“100”，又悄然离开。

三天后，我在原地等着那个小姑娘，却见她
红着眼圈向我走来。见到我，她嗫嚅道：“神偷，
我拿了 100分，老师却对我冷眼相待；妈妈表
扬我，可我的良心却极为不安。你这么做，真的
能给人带来幸福吗？”

幸福？小姑娘的疑问犹如当头一棒，竟让我
一时间无法回答。我忽然觉得，这门伴随了我多
年的手艺竟有些陌生，我近乎快认不出它了！我
想抬起头肯定地回答她，可是，仿佛有一股无形
的力量压着我，令我无法反驳。是啊，多年以来，
我一向深感自豪的“手艺”，又何曾为他人带来
幸福？

我沉默了许多，倏地抬头，低声道：“我明白
了。”

过去，这门手艺我未好好珍惜，现在，我已
领悟到其精髓之所在。

多年以后，世界上少了一个“神偷”，却多了
一个劫富济贫的“大侠”。人们敬我，爱我，赞扬
声不绝于耳。

我笑了。原来，这门手艺能为大家带来幸
福。

偷是一门手艺，真的。指导老师 马仁奎
【本文荣获“苏教国际杯”江苏省第十六届

中学生作文大赛（初中组）现场决赛特等奖】

我从这里走过
! 市外国语学校八（#）班 吴鑫悦

人的生命就像一次旅
程，我们会走过无数地方，
会经过无数次天气的变幻
莫测。

“我们曾跨过山河大
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朴树的《平凡之路》
里有这样一句话。人生中，我们避免不了
困难、阻碍和艰苦，我们只有跨过它们，才
会看到别样的精彩。经历过风雨，总会出
现彩虹。我们就像是刚刚播种下的种子，
要经历艰苦、要拥有永不放弃的精神才能
冒出土壤，之后还要经历风吹日晒才能长
成茁壮的树苗。我们经历过的风雨，会让
我们的生命更加顽强，更加出彩。

一枝蒲公英，借助风的力量四处飘
荡。一路上，它经历了风雨的拍打，落在一
座高山上，待到第二天清风吹来，又重新

起航，寻找下一个地方。它
随后飘到了大海，大海很
蓝很美，它想暂时停留，可
是海上的鱼儿却对它说：
“你快随风飘走吧，这里不

适合你，你生存不了。”它半信半疑地随风
继续飘，飘到了一片广袤的大草原上，上
面有许多的嫩草，却没有发现一个它的同
类。它继续随风飘。终于飘到了一片生机
勃勃又有同类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应该像一枝蒲公英，拥
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我们或许有时会遇到
错的路，切记一定要听听别人的劝告。我
们只要越过困难，就会看见明媚的阳光。
后来回想起曾经的那些地方，我们会欣慰
地说：“我从这里走过。”

指导老师 郑桂娟

童年趣事
! 市第一实验小学四（$）班 陶晓樊

“池塘边的榕树上，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
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
停在上面……”每当我唱
起这首歌，就会想起偷偷
地给爸爸扎小辫子的童年趣事。

寒假里的一天，我写完拼音练习作
业，准备喊爸爸与我一起做手工。可是我
喊了半天，怎么也不见爸爸的影子。“哎！
爸爸去哪里了呢？”

来到阳台上，只见他戴着耳机坐在椅
子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悠闲地听手机里
的音乐。在厨房洗碗的妈妈，听到我大喊
大叫的，也跑了过来。“小樊，爸爸正在
睡觉，可能是因为工作太累了，让他歇一
会，听到了没有？”

“听……到……啦！”我扮个鬼脸回答
道。听到我嗲声嗲气的回答，妈妈转身又
去洗碗。看着熟睡的爸爸，我突发奇想：为
什么爸爸没有像我一样的小辫子呢？要
不，我也给爸爸扎一个小辫。

心动不如行动，我立即去妈妈房间找
来一个大皮筋，可是又想到爸爸的头发太
少太短，这么大的皮筋恐怕扎不起来。怎么
办呢？这时，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

转。翻动抽屉，我终于看到
有一些有我小拇指宽的皮
筋，用这个来给爸爸扎头
发，岂不是正好吗？

我拿着一个小皮筋轻
手轻脚地来到爸爸坐的椅子后面，按照妈妈
平常给我扎辫子的方法———先轻轻地帮爸
爸把头发梳通，然后抓起一小把前面的头发，
正准备用皮筋扎，“走开，别烦我！”我一听立
刻松开手，撒腿就跑。过了好一会，我见外面
没有动静，便小心翼翼地把头伸到门外———
原来，爸爸刚才是在说梦话，虚惊一场！

妈妈在卫生间洗衣服了，我又悄悄地
去爸爸那边把最后一步完成。瞧，扎着小
辫子的爸爸模样更可爱了。这时，我看到
沙发上放着妈妈的手机，“有了！”我就用
妈妈的手机拍照留个纪念。“咔嚓———”一
声，照片拍好了。我看了照片忍不住笑了。
笑声引来了妈妈，当她看到照片里爸爸的
样子也忍不住笑了。笑声把爸爸给吵醒
了，“嗨！你们母女俩笑什么？”“你去照照
镜子就知道了！”妈妈笑着回答道。

爸爸照了镜子，知道是我恶作剧，准
备来找我算账，可是我早已逃之夭夭了。

指导老师 徐加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