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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
篇小说，它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北京的社会
底层，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悲惨命运。

祥子来自农村，善良淳朴、勤劳节俭、诚
实守信，一个农村人所应有的优良品质，他
完全具备。然而，随着生活境遇的变化，周
围的人和事，对他产生了诸多的不良影响，
使他从一个踏踏实实靠卖苦力过日子的人，
最终堕落成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末路鬼。首
先是军阀抢走了他经过多年积蓄买来的新
车。其次是“熟人”孙侦探把他辛辛苦苦攒
下来的买车钱给骗走了。他仍没有放弃自己
的理想——再次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拉车。
后来，他娶了车行老板的女儿虎妞为妻，并

“借用”她的钱买了一辆二手车。可命运再

一次让他遭遇不公——虎妞因难产身亡。祥
子不得不卖车为她安葬。之后，他的心上人
小福子不堪卖身养家的屈辱上吊身亡，又使
他遭受重大打击……就这样，祥子在恐怖的
旧社会里变得堕落。他渐渐悟出一个“道
理”：在那样一个人吃人的环境中，人仅仅老
老实实是不够的，似乎狡猾贪婪的人更适合
生存下去……

诚然，祥子最终没有战胜自己，而是由一
个体面的、要强的、有梦想的劳动者沦为一
个贪婪的、自私的人。这是他自己的悲哀，
又何尝不是旧社会的悲哀？小说揭露了解放
前那段黑暗的历史和可耻的一面。同时，我
通过阅读这篇小说，也明白了一些道理：我
们在新时代成长，这美好的幸福生活、良好
的学习环境是来之不易的。当前，我们的首
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将来做对社会、对国
家有用的人。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我们一
定要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不随波逐
流，永不言弃，保持一颗向上向善的初心。

读《骆驼祥子》有感
□ 市南海中学初一 张杨壹

袁老师是我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兼
英语老师，当年还是个民办教师。民
办教师家里一般都有田，袁老师就是，
他家有七八亩田。师娘是下放知青，
不能干农活，种田就靠他一个人。他
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也从不让他们下
田。但是，在我们班劳动课上，他有时会让我们
这些学生到他家田里劳动。他倒是真做得出，
也不怕人议论。

有一次，好像是中秋节前后，他让我们全班
男同学到他家田里搬稻把，有老师偷偷告到校
长那去，说他师德有问题。校长也不知是忌惮
袁老师脾气暴还是真觉得这本来就不算什么，
说袁老师家里再忙，也没耽误过工作，带的班级
一直是班风正、学风浓，教的英语学科成绩也一
直很好。再说，学生在哪劳动不是劳动？能锻
炼学生，培养学生劳动意识就行。说得那个老
师哑口无言。

袁老师脾气暴躁，学生都怕他，现在想来应
该是他带的班级学风好的最重要原因。他教英
语的方法并不高明，就一个字，严。他对学生严
得很，哪个学生单词不会默写或课文不会背，休
想蒙混过关。白天没过关的，必须下晚留下来一
个一个在他面前过堂，没有学生敢违抗。有的家
长不见小孩回来，就找到学校来，他也不予理睬，
家长也怕他。有家长提过意见，他对那家长眼睛
一瞪，恶声恶气地说，惯儿不惯学你不知道呀？
有的学生实在默写不出来或者背不出来，他就让
学生罚抄，罚抄十倍或二十倍。全乡都知道袁老
师严得过分，但家长还是愿意自己的孩子到他班
上上学，以至于他班上学生数老是爆满。

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一直是中等，属于
老实本分的那种学生，性格内向，名字也很普
通，这样的学生一般最不会引起老师注意。一
学期下来也常有老师叫不出我名字，我偶尔也

为此难过过。我做老师后也深有体
会，这样的学生记不得太正常，记得
倒不正常了。袁老师就属于不正常
的，他开学两三天就能叫出全班所有
同学的名字。他不在乎学生在路上跟

他碰面叫不叫他老师早老师好，还常常会主动
先叫学生。有次在路上我看见他走过来，想躲
开，他叫了我的名字，我有些扭捏，回了一声声
音不大，他脾气马上来了，斥责我像个大姑娘，
说小伙子应该要勇于开口，即使说错话，难道会
有人打你嘴？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的这话，估
计一辈子也忘不了。袁老师对他的学生到底有
过多少这样的训斥，训斥后有多少学生改了，我
不知道，虽然我怕开口的禀性一直没改，但可以
肯定是有学生被他骂改的。袁老师从不刻意教
我们应该怎样为理想而奋斗，也没有什么高深
的教育理论来说教，训我们的话也尽是些大白
话，道理简单朴素，现在想来这大概跟他当时的
文凭不高有关。不过，后来他通过自学考试拿
到了大专及本科学历，还被乡成人教育部门树
立成学习典型，这没有超过一般人的毅力是做
不到的。他后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转成了
公办教师，这跟他多年的努力有关，我们知道后
都暗暗为他高兴。

我们初中同学微信群里谈论起当年的老
师，对袁老师无不表示敬畏，虽然几乎每个人都
被他训斥过体罚过，但没有人怨恨，反而觉得是
一种温暖。有熟悉袁老师近况的同学，说袁老
师现在七十多岁了，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老
头。他现在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跑步，常年不
断，身体硬朗得很——想不到袁老师还是这么
有毅力。看来，人身上有的东西可以改，这应该
取决于你的决心和毅力。有的东西能保持不
改，这也取决于你的决心和毅力。这是袁老师
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启示。

袁老师
□ 高邮中专 吴忠

古诗文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在
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可
以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提升语文素养，同
时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一、利用传统文化有效激发学生古诗文
兴趣

受传统填鸭式教学的影响，大部分教师
在讲授古诗文的时候都只是简单地进行翻
译和讲解，没有深入地对古诗文进行拓展和
延伸。不仅没有融入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也
没有及时地引进生动有趣的教学方法，这就
使得学生对于枯燥乏味的古诗文学习产生
了严重的抵触和厌倦情绪。在这样的状况
下，教师必须要以学生的兴趣为切入点来开
展古诗文教学，在课堂当中增加一些情感元
素和传统文化元素。例如，在讲授《岳阳楼
记》时，教师就可以借助PPT向学生介绍作
者的生平，详细地对诗文写作的时代背景进
行分析。在学生对古诗文学习产生浓厚兴
趣之后，再让学生分别说一说与岳阳楼有关
的事件，这样能够加深学生对岳阳楼的了
解。然后，教师再进一步对文章进行讲解，
并引导学生对文章中的传世名句进行分析，
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
一句，学生在讨论过程中，就能够更好地体
会作者所要传达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济世情
怀。这样不仅能够使学生的身心都受到传
统文化的涤荡，也能够使他们形成忧国忧民
的天下情怀。

二、在古诗文朗读教学中有效渗透传统
文化

初中语文课本中的古诗文大多具有格
律工整和韵律优美的特点，教师在教学中，
不仅要为学生讲解文章的大意，还要对其中
的名句进行深入分析，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
作者在文章中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并且在朗
读的过程中，能够读出这种情感。例如，在
教学《出师表》一课时，教师可以先给学生讲
一讲与诸葛亮有关的历史故事，如三顾茅
庐、空城计、草船借箭等，再对诸葛亮的生平
进行详细的讲解，这样能够加深学生对诸葛
亮这一历史人物的了解。然后，再让学生朗
读全文，让学生通过抑扬顿挫的语调来表现
诸葛亮的赤诚之心。用循循善诱的语气来
朗读诸葛亮于危难之际提出的治国之策，然
后再用逐渐凄凉的语调来读出诸葛亮对刘
备的感激之情，用坚定的语气读出诸葛亮对

后主的忠心和出师的决心。这样才能使学
生更好地感受诸葛亮忠贞不二的爱国情怀，
从而达到有效利用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爱国
精神的目的。

三、以传统文化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古诗文
古诗文的创作方式和表达形式与现在

的文章有着较大的差异。在历史不断的变
迁和发展过程中，人们的语言习惯也在发生
着变化，教师在进行古诗文教学的过程当
中，必须要以古人的思维习惯来对古诗文进
行解读。教学中，教师要将传统文化作为古
诗文教学的切入点，在学生了解了古代的社
会环境和其他风俗习惯的基础上，由浅入深
地引导学生进行古诗文的学习。例如，在教
学《关雎》一课时，教师要先让学生了解诗歌
所要描述的故事，并快速地掌握诗歌所要传
达的四种感情。首先要对《诗经》进行概括
性的讲解，让学生知道《诗经》中包含了305
篇诗歌，根据不同的内容可以将其分为风、
雅、颂，诗歌多是以赋、比、兴的手法进行描
述的。然后，教师再通过简单明了的语言，
向学生讲述《关雎》所描绘的故事，并让学生
尝试根据事件的规律对其进行分类。以“关
关雎鸠，在河之洲”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对全
文进行学习，要求学生借助注释来理解重点
词句。在提升古诗文教学成效的同时，最大
限度地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四、构建古诗文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教学
情境

教师除了要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传统文
化和古诗文之外，还可以借助多媒体为学生
构建直观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情境当中
对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究。通过音像、视频、图
片所形成的视觉冲击来调动学生的感情，这
样能够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文章的内在精髓和
中心思想，进而和作者产生情感共鸣。例如，
在教学《观沧海》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事先收
集与沧海有关的图片或者视频资料，并将其
制作成微课视频，并对曹操的生平事迹和文
章的创作背景进行简单的讲解，或者让学生
说一说自己了解的与曹操有关的历史事件。
然后借助多媒体为学生播放事先制作好的微
课视频，使学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沧海壮阔
的景象，并进一步引导学生学习《观沧海》这篇
文章。这样能够使学生对文章中描写的沧海
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并对曹操的雄心壮志有
更加深刻的感悟。

在初中语文古诗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
□ 市外国语学校 赵桂珠

路过小巷口，不经意一瞥，
几个老人围在一起下围棋。我
饶有兴趣地走近，观战。

白方戴着顶黑色的鸭舌
帽，左手托着业已花白的脑袋，
聚精会神地思考着。黑方叼着根烟，也是目不
斜视。几个观棋的老人更是专注。总之，谁也
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

阳光懒散地照进小巷，照在老人们身上，照
在棋盘上，透出一股闲适。轮到白方走棋了，他
似乎拿捏不准该走哪一步，右手食指和中指夹
着圆圆的棋子，轻叩棋盘边缘，犹豫不决。棋子
与棋盘发出清脆的“哒哒”碰撞声，使我的心提
了起来。虽然我学棋时间不长，但我仍能看出
这是一步至关重要的棋。

许久，白方终于下定决心，“啪”地一声落下
棋子。黑方早已趁白方犹豫的时候研究了大盘，
并考虑了白方可能走的路数以及应对方法。只
见黑方微微一笑，一副运筹帷幄、胸有成竹的样
子。黑方落子，我不由低声喝彩：“好棋！”这着棋

困住了白方的一条大龙，使得
原来处于劣势的他转劣为优。
白方轻轻叹了口气，似在惋
惜。可谁料到，旋即他狡黠一
笑，又一手好棋不仅救活了大

龙，还顺便似一枚钉子契入黑方的地盘。不难想
象，他定是位高人。黑方慌了，接下来几步都是
臭棋，白方的优势越来越大。看来，白方赢定了。

夕阳逐渐西沉，天快黑了。我本以为白方
无论如何也要乘胜追击，一股作气赢得这场比
赛。可谁又能想到，白方不知是有意而是无意，
宽大的袖子轻轻扫过棋盘，棋盘上的棋子全乱
了。他起身看着棋盘，像是在对自己，又像在对
其他人说：“哎呀，棋子全乱了，天也晚了，回家
吧。”他又抬起头大声对黑方说：“明日老时间，
我们再来一决胜负，可好？”黑方爽朗地大笑道：

“一定奉陪，告辞了！”说完拱手行礼，转身
离去。观战的人见状，惋惜地感叹几句也
散开了，只留下我细细品味。

指导老师 牛明强

观棋
□ 市汪曾祺学校八（2）班 侯乐为

小时候，常常跟爷爷去
河边散步，爷爷高大的身影
在夕阳下被拉长。而我，则
依偎在他身旁，牵着手，嬉
笑着，惊起电线杆上的麻
雀，扔颗石子，荡起河面的涟漪。我永远忘不
了爷爷那时的模样，有点帅气，皮肤略黑。看
着我，他的笑容便如河面的涟漪，一圈圈地荡
漾开来，跟着的是我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

上次跟爷爷散步是过年的时候。风中夹
杂着冷意，太阳也被云朵遮住，我走在爷爷身
旁，个子已经快赶上他了，全然没有小时候的
依赖，却多了一份生疏。爷爷沙哑的声音在
耳畔响起：“学习，很苦吧？”“还行。”我应着。

“你小时候天天闹着要出来玩，有时候还让我
背呢!”说着,爷爷露出了慈爱的笑容。原来，
我们曾经这么亲密，而我又这么依赖爷爷的

吗？
一阵北风吹来，我不禁

捂紧衣服，爷爷见状一把将
我拉入怀里，好暖和。“这样
就不怎么冷了，小时候你总

这样，还一直拉着我的手，可人小哇，就只能拽
着我的一根手指。”爷爷望着我，仿佛在欣赏，
却又有些无奈。尽管他的眸子不再明亮，也还
是满含爱意。

我想找回小时候的记忆，想跨过生疏的门
槛，牵起熟悉的那双手。手缓缓伸出去，可又
有些胆怯，只捞得一阵风。爷爷又缓缓说道：

“你小时候爱捉虫子，跟它们交朋友……”“噗
嗤！”我没绷住，一下子笑了出来，爷爷也笑了，
脸上的沟壑更深了。我下意识地拉起爷爷的
手，朝前面跑去，手心传来一股温暖。

指导老师 赵静

拉起爷爷的手
□ 市汪曾祺学校八(14)班 杨进进

宿舍窗前是一堵高大
的墙。墙的背后是什么，
我却不知道。

星期五傍晚，我走在
放学回家的路上，邻居刘
星星跑过来对我说：“周琳，听旁人说，谁能翻
过那高大的墙谁就是高手，今晚一起来翻
吗？”“谁跟你说的？看来我就是首选了，好，
今天晚上不见不散。”说完，我们各奔各家。

夜幕降临，我和刘星星悄悄向墙角进
发。“嘘，小声点，别被保安发现了。”刘星星用
小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怕什么，翻
个墙又怎么了！”虽说气势逼人，但是高大冰
冷的墙，让我不禁畏惧起来。月光映照着墙，
墙的影子早已把我吞没，陈旧的砖块加上废
弃的沙子，正好做成了一排楼梯，但许多地方
还需要自己爬。我踩上陡峭的“楼梯”，恐惧

感油然而生：要是摔死了怎么
办？要是到了对面出不去怎么
办？要是那一边是一条河，掉下
去淹死怎么办？我的双脚不由
得往后退了退，这时刘星星已爬

上了“楼梯”。“还愣着干嘛，来帮个忙！”我慢
慢上前，顶着她上了墙顶。不一会儿，我也爬
了上去。墙外，路灯的光亮直刺着我，让我迟
迟睁不开眼。“一起跳？”“要不……我们还是
回去吧，我妈该回来了。”我不自觉地向后退
了一小步。“都到这儿了，你想做胆小鬼？”“什
么胆小鬼，我周琳怕过谁？跳就跳！”

“1，2，3！”我们一起跳了下去，“咚”的一
声，到达了墙外。我慢慢睁开了眼睛，原来是
好大一片田地。踩在大地上的感觉还真不
错，一切突然变得那么美好。

指导老师 徐红兰

翻墙
□ 市车逻镇小学六（1）班 周琳

双休日给我的不是轻松，而是加倍的忙碌。
星期五最后一节课，各科老师都上班来

布置假日作业。语文老师的作业正常是抄写
词语50个、每个4遍，再加日记两篇；外语老
师的作业量也不甘落后，要求背诵、默写单词
50个，完成大试卷一张；相对而言，数学老师
最友善，仅是两份高含金量的试卷而已。然
后，同学们背着书包唉声叹气地离开教室。

每到星期五，同学们就在内心祈祷：老师
发点慈悲吧，少布置点作业。可事与愿违，老
师与我们永远想不到一块儿去。

周六的早晨，我还在梦乡里与小鸟对话，
妈妈“快起床”的叫唤声，把那只美丽的小鸟
惊飞了。

吃完早饭，妈妈就把我摁上“雅迪”，往补
习班飞去。上午补习语文，下午补习数学、英
语。周周如此，从不例外。

晚上，我想自我释放一下，看看《神童王
恒屹的大能耐》。哪知屁股还没落上沙发，

“啪”，电视黑屏了。“那么多作业还没做，看什
么电视你？”没办法，我只能服从妈妈的指令，
投身于没完没了的作业堆中去。

我觉得我根本不是三年级的学生，而是
众罪在身的囚徒。我的身后有一大群监管在
紧盯着我。

唉，为什么要安排双休日？双休日不休
也罢！ 指导老师 路久盛

忙碌的双休日
□ 市第一实验小学 三（8）班 吴连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