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验邮文化
! 市南海中学八（!）班 王骥

在高邮，邮文化已经有两千
年的历史了。6月21日下午，我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盂城
驿主题邮局。

我们首先参观主题邮局的
展厅。这个展厅有各种各样、五彩斑斓的图片和实
物，如古代骑马送信是雕塑，而现代邮政绿色的摩托
车却是真东西，还有历次中国邮文化节的盛况照片
和书籍，展示着古代邮驿文化和现代邮政文化、集邮
文化，看到了我们高邮一首邮之歌，从古唱到今，感
受到邮文化的魅力。

在二楼会议室里，邮文化研究专家与我们开了
一次会议，他们向我们讲述了许多有关邮文化的知
识，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讲完之

后，专家们还与我们进行互动，
让我们亲手制作一页邮集。首
先让我们选择主题，我选的是
“飞夺泸定桥”，于是负责辅导
的金老师便坐到了我的旁边，
开始教我做邮集。一开始，老师
递给了我一份介绍红军夺取泸
定桥的资料，开头是我们学过
的《七律长征》，下面详细介绍

了泸定桥和战斗过程。看完之
后，我更理解了飞夺泸定桥是长
征时期的一块里程碑。接着，老
师拿出了准备好的有关邮票和
明信片，要我根据这些邮品起草

说明词。先要确定标题，我自然用《飞夺泸
定桥》作为标题。在标题下要有前言，每一
件邮品都要有一句说明，稿子写好后，老师
作了修改，便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指导制作
邮集：先将邮票在贴片上摆布好，然后用双
面胶在贴片上固定邮票和明信片，再在每
枚邮票和明信片的旁边注上说明词，一幅
精美的邮集就完成了。我轻轻地拿起它，细
细地观赏着，邮票上的那些画面让我身临
其境，旁边的那些文字让我感慨万千。望着
这页亲手制作的邮集，我又一次亲身感受
到了邮文化的乐趣。

时间总是那样飞快地流逝，今天的活
动就要结束了，我们大家拿着自制的邮集
合了影。今天的活动是那么有意义，它让我
们了解了千年古文化———邮文化，更了解
了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我手中的邮
集便是见证。

我会算
! 市实验小学四（"）班 吴星仪

今天，姐姐说：“我来考考你数学
吧。”我拍着胸说：“放马过来吧！”

姐姐问：“125乘48等于多少？”
我自信地说：“等于 6000。”“那 250
乘24等于多少？”“还是6000。”“你
怎么知道的呀？”姐姐惊讶地问。我俏皮地说：“是没有学
到，但我有小妙招，用了它，你都可以心算的。”

算之前，我们要先记住：125乘 8等于 1000；25乘

4等于100。（你还可以在这几个数
后面加几个 0。）之后，我们来看
看，125乘 48可以换成 125乘 8
乘6，这样就好算了吧。如果是250
乘 24可以换成 250乘 4乘 6，也

挺简单吧。
怎么样，听了我的秘诀，你也会算两位数乘三位数

了吧！ 指导老师 戴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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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还是不用
! 市第一中学 朱德金

我校高三物理备课组进行
集体备课活动，专题分析几何光
学部分的知识点及习题安排。活
动中，大家对学案中一条题目的
选用，意见出现较大分歧。

这是一条 2015年的重庆高考试题，通过虹
与霓的形成区别，考查了光的反射与折射知识。我
们日常所说的彩虹，又可细分为虹与霓，常在雨后
初晴时出现，是阳光通过空气中的水珠产生色散，
形成一条由红渐变为紫的彩色光带。阳光如果只
在水珠内部进行一次反射就射出，彩色光带的红
色在上而紫色在下，这就是虹；而阳光在水珠内部
进行两次反射后再射出，彩色光带的颜色分布与
虹就正好相反，这就是霓。

用还是不用这条试题，大家各抒己见。
丁老师是我们组的“刷题”狂人，她首先发言：

“用学生身边的事例来引入知识点，这是教学的一
个基本原则，按理应该用这一题，但它太过于简
单，只是把虹与霓形成的原因用几何作图的形式
呈现在卷面上，让学生选择哪一边是红色哪一边
为紫色，细心的学生从试题所画的图中就可立即
得出答案，该题不能对知识点进行有针对性地复
习，在课堂上没有讨论的必要，建议不用！”

经验丰富的陈老师也建议不用，他说：“在一
般的教学与复习中，大家都倾向于回避这类问题，
因为我们身边存在的实际问题，虽然有时看起来
简单，可我们一旦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涉及的内容
或过程较多，不容易向学生讲清楚。就像彩虹这种
现象，它的作图与定量计算都较为繁琐，为了方
便，课堂上很少对这些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讲解。对
于这一题，我们不宜对其展开讨论，而且江苏不会
考这类问题，建议不要在学案中出现这种题目。”

沉着稳重的备课组长王老师则认为：“这个问
题不过是光的折射与反射的简单应用，这部分内
容属于考纲的一级要求，尽管江苏不会重复同样
的试题，但还是要引起重视。”她停顿了一下，接着
又说：“课堂应该和学生生活紧密联系，教学素材
应来源于生活。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一原则更多地
表现为一带而过的图片与视频展示，缺少对所展
示内容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实际事例确实较为复
杂，涉及的知识面也很多，我们能不能删繁就简抓

住主要矛盾，对这些实际事例进
行简化分析？具体到这一题，我
们能否对虹与霓的形成进行简
化，从而达到让学生更好地学
习、理解与应用知识的目的？既

然在高考中曾出现过这种试题，我想还是让学生
练习一下为好。”

讨论中，我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此与学生
生活紧密联系的题目，想找还不一定能找到，只要
出现一次，我们都不应放过！多少年后，学生可能
忘记我们上课所教的具体物理知识，但如果认真
讲一次虹与霓，不但对高考有作用，而且对学生的
将来也有影响，最起码，当他看到彩虹时，会思考：
‘这到底是虹还是霓？’”同事们会心地笑起来。

最后意见得到统一：选用这条试题！
在讨论该如何讲解这道题时，大家很快达成

共识：这种问题繁琐的原因在于光进入水珠时发
生一次色散，射出时又发生一次，而且第二次的色
散放大了第一次的效果，应用高中常用的控制变
量法，完全可以让学生先忽略第一次的色散。

没有欢声，没有笑语，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后
的轻松舒心，还有很多问题等着大家研究。但大家
对用还是不用这一题的讨论，却引起了我对课堂
价值的进一步思考。

高中物理的课堂，不仅要让学生知道彩虹的
发生过程及分类，还要让学生学会欣赏与鉴别这
种光与色的自然之美，从而激发学生探索自然的
好奇心与健康的审美情怀。就光学部分而言，这些
事例比比皆是，如摄像机镜头的神秘淡紫色、肥皂
泡的七彩斑斓，更不要说日出时的霞光万丈、日落
时的余晖犹存给我们带来的美学享受。课堂要以
生活为基础，它是知识学习的殿堂，同时也应是学
生发现美、认识美、欣赏美的圣地。

通过这一题的讨论，我还想到，应试
教育与情怀培养其实并不矛盾，应试只
是手段，情怀培养才是课堂真正的价值
所在。课堂不仅要让学生学到具体的知
识，更要让学生通过知识的学习，深刻理
解自然与社会，从而达到诗意栖居的目
的。物理课堂如此，我想，其它学科大体
也应如此吧。

教育无小事
! 市车逻镇小学 金蕾

上个星期三中午，学校
召集班主任临时开会，于是
我安排学生自习，并让班长
监督。都是六年级学生了，
还比较放心。可谁知回班的
时候却发生了这样一幕：

学生小马高高地举起了手，告诉我说
班长冤枉她了，她没讲话，名字却被记在了
黑板上。我随即问班长情况，其他学生也作
证，小马的确影响到了其他人。此时的小马
脸涨得通红，她说是坐她前排的小徐主动
先跟她讲话的，她只是发出了笑声，没有讲
话，错不在她。此时小徐怒气冲冲地，“噌”
地一下站了起来，说是小马先问他问题，他
才掉头讲话的。而小马却坚决不承认是自
己的错。你一言，我一语，两人唇枪舌剑、寸
步不让，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儿。我顿时怒火中烧：“就为了这么点芝麻
蒜皮的小事，也值得你们争吵？你们多大
啦？”说完呵斥他俩好好反省，后来我讲练
习题压根儿把这件小事给忘了。

回到办公室批改作业时，不知怎地，突
然想起前几天在新浪博客上看到的这么一
句话：教育无小事，处处皆育人。于是又不
自觉跟刚才在课堂上发生的一幕联系起
来。是啊，教育无小事。学生之间的争吵司
空见惯，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它也是一个
教育的契机啊！与其平时在晨会课、班会课
上苦口婆心地跟他们空谈大道理，还不如
抓住这个鲜活的事例呢！

下课后，我把这两个学生找到办公室，
询问他们具体情况。此时的他们也已冷静

下来，都垂着头，耐心地听
我讲话。我告诉他们：一个
巴掌拍不响，既然事情已经
发生了，两个人肯定都有
错。谁即便吵赢了，逞一时

口舌之快，却输了友谊，岂不是得不偿失？
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
空”……两个孩子诚恳地听着我的教导，不
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后来班长告诉我，回到教室后，小徐主
动向小马认错，而小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
不足。

孩子们互相认了错，而作为班主任的
我，也从这件小事中获得了一些思考。在班
级管理中，学生间发生类似这样平凡的小
事数不胜数。我们老师即便不能面面俱到，
也要有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要善
于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小事中，迅速捕捉富
有教育意义的育人素材和时机，这往往就
是打开学生心灵之门的钥匙。在上述事例
中，学生从中明白了宽容的重要性，并且主
动向对方认错。我想，也只有他们亲身经历
了这件事，他们的感受才会更加深刻。今后
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相信他们不会再这
么冲动，会懂得体谅和尊重对方。当然，我
也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轻视而深感羞愧。

虽已步入班主任岗位五年多了，但通
过这件事我认识到自己还很稚嫩，需要学
习的经验还有很多，这也算是给我好好上
了一课吧！今后，我要不断从琐碎的工作中
寻找教育的契机，让每一件平凡的小事都
能体现教育的价值。

相信岁月，相信种子
! 市实验小学 董大春

都说最美的教育，是
和孩子一起成长。造物主
在 2002年的那个春天赐
予我和爱人一件精灵般的
作品，于是她和我们便有
了一段共同的生命成长历程。

普通人，也起了个普普通通的名字，生年属
马，再取妈妈名字的一个“平”字，期许孩子人
生路“一马平川”。从天真烂漫的小学、同学少年
的初中，再到只争朝夕的高中，我们一起走过快
乐、忙碌与拼搏，个儿高了，知识多了，有个性想
法了，翻看过往的这一页一页，会真切地感受到
什么叫“岁月”。

没有过人的天资，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孩
子和我们一样都是平平凡凡。但我相信，只要成
长中播下一切美好的种子，平平凡凡也会迎来
苔花盛开的时候。感谢小学、初中、高中所有老
师和亲友对孩子的关爱。走进高中，孩子经过一
段迷惘的适应期，终于有了良好的冲刺状态。回
想老师的关爱润物无声，家庭的点滴或有滋养。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这句源自梭罗的

话，也是我们朴素的教育
信念。高中成长路上，我们
继续在她心田里播下善
良、孝道、快乐、勤奋、拼搏
的种子。他人有难，我们一

起捐款慰问。朋友生日，我们支持递上生日的礼
物。假期到了，孩子与我们随行看望病重的太
太。烦恼来了，我们朋友般地安慰“凡事向好处
想一想”。困难大了，我们与孩子昂起头踮起脚
一起走过。高三的词典里，勤奋、拼搏、崛起是我
们相互经常的激励……

相信种子，就是相信自己，相信无论什么样
的生命，都可能开出一朵花来，这是造物主安排
的神秘与神奇。相信岁月，就是要努力坚持，就
像种子必须穿越泥土一样。只有穿越岁月的风
霜，有足够的坚守，耐得住岁月的打磨，才会有
花开的美丽。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孩子的心
田里播下一颗颗种子，善良的种子、正直的种
子、坚强的种子、向上的种子……随着岁月的沉
淀，这些美好的种子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成长
为蓊蓊郁郁的美丽风景。

我的奶奶
! 市汪曾祺学校九（#$）班 汤菁钰

我是奶奶带大的。
在奶奶还年轻时，单位里

实行内退，奶奶是其中之一。
退休之后，她就去做月嫂，帮
人带小孩。当奶奶带完第二个
小孩时，我出生了。由于奶奶有丰富的育儿经
验，照顾我的担子就落在了她身上。

奶奶擅长厨艺，经常变着花样给我做好
吃的。家后面有一小块菜地，奶奶种满了小白
菜。每到傍晚，她就去摘一些白菜心，回家剁
馅儿给我做辅食，下面条给我吃。

奶奶会在河虾上市的时候，骑着自行车，
到天桥为我买虾，回来之后挤成虾仁，再剁成
虾肉泥，下锅汆成虾圆给我吃。

据爸爸回忆，每次我看到奶奶剁虾肉泥
时，都会开心得手舞足蹈，有时竟会把手中的
奶瓶丢掉。以至于我会说的第一个词不是“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而是———“虾圆”。每
次谈到我小时候坐在推车里，字正腔圆地说

“虾圆”的时候，全家人都会大笑不止。
当我长大些了，妈妈认为爷爷奶奶对我

溺爱不好，于是决定与爷爷
奶奶分开住。可是这并不能
阻止奶奶对我在饮食上的关
爱。从早饭我最爱吃的煎饼
到期末复习时加餐的鲫鱼

汤，以及我喜欢的奶奶亲手蒸的桂花糕、初冬
的柿饼，奶奶总能帮我准备好。食物仿佛是我
们祖孙之间的纽带。

有一次，我吃着奶奶做的桂花糕，咬了一
口发现竟是咸的，我连忙大叫：“奶奶，这桂花
糕怎么是咸的？”奶奶吃了一口，连忙抱歉道：
“奶奶糊涂了，把糖放成盐了，我现在重做！”
望着奶奶的脸，我不禁鼻头一酸。眼前已不是
记忆中那个奶奶了。记忆中，奶奶会踩着自行
车骑上高高的天桥去买湖虾，会弯着腰摘半
天的菜心，会因为天天抱着我而得了腱鞘炎、
颈椎病，也只字不提。而此时，这位头发花白，
弯着腰，为我洗桂花的人……我起身，抓住那
双为我操劳至今的手：“不用了，咸的一样好
吃！”

指导老师 王政华

我的弟弟
! 市实验小学东校区三（#）班 王芝渊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
的弟弟，他已经出生三个月
了。

他刚出生时，才长到一
只猫咪的大小，脸上、身上
还有一些黄色物质，难闻死了。多亏后来护士阿
姨带弟弟去婴儿专用洗澡间洗澡，把他身上洗
得一干二净。

他长到一个月的时候，哭声很大，可以去参
加全球婴儿海豚音大赛了。不但如此，只要我们
一把他放下他就哭，害得妈妈总是抱着他，可把
妈妈累坏了。

他长到两个月的时候，就
已经会笑了，有时笑得可开心
了。妈妈带他去母婴店洗澡，他
还能在小型游泳池里游上几个
来回呢。他喝奶速度很快，好像

有人在和他抢一样。他有一点是像我的，就是胃
口好，肚量大，特别爱吃。

他长到三个月的时候，喝奶能喝到 120毫
升。喝奶的时候特别特别安静，连一根针掉到地
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我爱我的弟弟，没有任何理由。
指导老师 秦玮我班的绘画高手

! 市实验小学六（%）班 高明玄

高挑的身材，配上一副
圆眼镜，透出了一份活力。她
就是我班的绘画高手———王
米佳。

你瞧，她正坐在那儿呢！
只见她用她那纤细而又灵活的手轻轻拿起
笔，微微地皱起眉头，似乎在考虑这幅画的
主题。不一会儿，也不知有什么魔力附在那
支笔上，这里一划，那里一勾，一个优美的圆
弧就出现了。一个圈，两个点，一条横线，就
勾勒出一只小兔子的轮廓。她又时不时拿起
橡皮，把不满意的地方擦掉……不知是我觉
得时间过得快，还是她画得太快，不一会儿
工夫，一只栩栩如生的兔子便跳跃到纸上。
王米佳就如导演一样，指挥着小白兔干什
么。正当我疑惑不解时，只见她充满信心地
拿出一支绿色的笔，轻轻一涂、一抹。立刻，
一幅兔子吃草图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了。哟！

只见那兔子撅着小尾巴，在
那儿香喷喷地吃着小草呢。
那兔子的眼睛，真是描绘得
活灵活现，那神态，那动作，
画得无可挑剔，使我身临其

境。我不禁暗暗赞叹！
上次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动漫，我抓

耳挠腮也想不出画什么，习惯性地把头往后
一掉，不禁嘴巴张成了 O型。一只憨态可掬
的小熊映入我的眼帘。可王米佳却觉得小熊
画歪了，拿起一块橡皮擦狠心地把小熊擦了
……我不禁惋惜地叹了口气，王米佳却对我
微微一笑，似乎在说：“画画也要精益求精的
呀！”过了一会儿，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哇！那
两只小熊真是越看越让人喜爱，胖乎乎的身
体，不知在那里嗅着什么……

这就是我班的绘画高手———王米佳。
指导老师 王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