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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的一天，我所有的作
业都做完了。刚到客厅就看见爸
爸妈妈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看电
视，我突然心血来潮——不如我
来当一回小老师吧，教爸爸妈妈
学做广播体操！这样既可以锻炼他们的身体，又可
以让我们之间更亲近，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征得他们同意后，我便成了爸爸妈妈的小老师。

刚开始选择练习场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争
执起来，爸爸要在过道上练习，妈妈要在阳台
上，最后还是我这个小老师定地方——在客厅
练习。因为这地方既宽敞，又方便我这个小老
师“施展拳脚”。

第一次教他们做操的时候，爸爸妈妈睁大
眼睛看着我，显出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即便
如此，轮到他们做的时候，他们还是做得乱七八
糟！妈妈一直扭屁股，爸爸则手忙脚乱，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气得我横眉竖眼，直摇头！

第二次教他们做时，我把他们俩分开，进
行一对一的教学。我教妈妈，爸爸观摩；我教爸
爸，妈妈观摩。尽管我这个老师教得费心费力，

但爸爸妈妈嘻嘻哈哈跟在我
后面练习，仍然没有任何长
进。我板着脸对他们进行了批
评教育：“你们平时都是怎么教
育我要好好听老师的话，认真

学习的？希望你们也能端正态度，认认真真
的！”爸爸妈妈立刻点头配合，立正站好。这招
果然有用，我心里暗暗高兴。

第三次教学时，他们终于有了一点进步。
虽然妈妈的手脚有点乱，不怎么协调，但简单
的动作还是能做好的。至于爸爸嘛！虽然动
作笨拙得有点像企鹅，但至少也能跟上我的节
奏了。几次练习后，爸爸就气喘吁吁地躺在沙
发上一动不动，怎么也不肯再练习了。经过我
和妈妈的苦苦劝说，他才同意继续努力。

回到队伍的爸爸妈妈经过多次努力，终于做
得有点模样了，我这个小老师也有了点成就感。

愉快的假期已经过去了，想想假期中给爸
妈当小老师的这一段经历，心中就快乐满满、
幸福满满，小小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指导老师 董仲春

我当小老师
□ 市三垛小学六（3）班 张季欣

如今，在独生子女家庭里，一切
以孩子为中心，孩子是家中的“小太
阳”，在“独”的家庭氛围里，生活在
富裕的物质环境中，要什么有什么，
得到的东西似乎是理所当然，难以
培养孩子“分享的观念”和“感恩的
心”。有的家庭吃饭时最好的菜让
孩子一人独吃；看电视遥控开关由
孩子主宰；家里来了小客人，孩子竟
不容许妈妈把食品送给客人分享。

从小培养孩子感恩分享，这不
仅是一种礼仪，也是一种健康的心
态，更是一种社会进步、现代文明的
体现。在家庭里父母、子女之爱不
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做子
女的不仅接受来自父母之爱，更应
懂得爱的反馈和回报。只有学会分
享，将来在学校里、社会上，才能更
好地与周围人相处和合作。因为将
来的社会不仅是竞争的社会，更是
合作的社会。

如何培养孩子“分享的观念”和
“感恩的心”呢？

一、父母以身作则。父亲与母
亲既各自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又共同分享家庭的利益。心中有他
人，在乎家中每一个人，尊重他人的
权益，关爱他人的需求。如常说

“行”“谢谢”“对不起”。
二、培养家庭责任感。根据孩

子年龄，指导孩子承担一定数量的
家务劳动，体验父母的辛劳，更加珍
惜家庭生活的幸福。参与社区服
务，如访问敬老院，感受为他人服务
的快乐。

三、生活处处实践“分享”。分
享不是口号，而应体现在家庭生活
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不随地乱抛纸
屑，因为整洁的环境属于大家；夜深
人静不要把电视声音开得太响，因
为安静的夜晚属于大家；地球是大
家的，大家有责任来保护它不受污
染……

四、与人交往不忘感恩。乐于
助人，关爱他人，不管是家人团聚，
伙伴交往，不称王称霸，不以“我”为
中心。说出自己最感谢的人或事，
学会赞美人与微笑，缩短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与大家分享，彼此互动，
来培养感恩之心。

教孩子学会分享与感恩
□ 市外国语学校 胡建新

凌晨四点，我和姐姐打
着手电筒登上光明顶。网
上攻略称，黄山的日出是从
黎明时分悄然铺开的一幕
大戏，每一个细节都不容错
过。

山顶上劲风呼啸，这时候，连喝杯热水都
成了奢望。

忽然，山道上传来了粗重的喘气声。一位
身材矮小的中年农妇，穿着洗得变了形的短袖
T恤，光脚穿着一双上世纪的解放球鞋，爬了
上来。她驮着一个巨大的背包，汗水浸透了头
发，顺着眉毛流进了眼睛。上到山顶，她一言
不发，找一块山石坐下，将背包拉开。顿时，所
有的游客都朝她聚拢来。

原来这农妇煮了一大包的新鲜玉米棒来
卖。负重走了几千级台阶，累得她整个人都似
乎矮了一截。背包做了保温的棉夹层，玉米棒
都是温热的，插着竹签，散发着软糯的清香。
十块钱一根，收钱时农妇不厌其烦地叮嘱每个
人：“玉米芯子别乱丢，等会儿丢到我这个袋子
里，我退你一块钱。”

天边的一线鱼肚白还没有变成橙黄色，趁
此机会，我和姐姐安安心心把早饭吃了。玉米
棒品种极好，可以把人的嘴唇粘起来。见大家
吃得香，农妇满足地笑了。

那她在黄山上卖了多少年煮玉米？25
年！头天晚上看天气预报，只要第二天不阴不
雨，晚上12点半她就起床煮玉米，凌晨1点半

出发将滚烫的玉米背到山
顶上来卖。靠着春天卖茶
卖笋干、夏秋卖煮玉米的
收入，农妇把两个儿子供到
大学毕业。

说话间已经有人来送还玉米芯子，农妇果
不食言，打开被汗水浸透的腰包，掏出硬币逐
一退给人。我好奇这玉米芯子能有什么用，农
妇说以前晒干了还能引火做饭，现在家家都用
煤气了，背回去也没有用。有人就笑话她自找
麻烦，农妇正色说：“我是少挣点钱多费点事，
但这样一来，光明顶就干净了。”

不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山的人，难以理解
土生土长的人对黄山的热爱。收完所有的玉
米芯子，日出的大幕刚巧拉开，山顶上一片快
门的咔嚓声。东方的天际瞬息万变，光影与云
海，与每一分钟都在变化的色彩在游戏，在躲
猫猫，而将出未出的太阳似一个赖床的小孩，
陷在云絮里，不想离开它的窝。约20分钟后，
太阳终于臣服于推动它的力量，向上跳了一
跳，离开了云霞的包围。山顶上响起一片欢呼
声。我这时才发现，背玉米来卖的农妇竟没有
忙着下山，她立于人群中，面朝东方，脸上的欣
喜与在此第一次看到日出的人一模一样。

下山途中我又遇见了她。农妇面带微笑，
说：“你们运气真好，下了十几天雨，今早才放
晴，不然也看不到日出；我的运气也不差，卖了
70根玉米棒，收回了68根玉米芯子。”

指导老师 郭连盛

光明顶上
□ 市汪曾祺学校九（14）班 王昕晨

哦！自然的母亲
请为我
披上六月的嫁衣
女儿欲远行
要细吻优雅的寒梅
温声借得二月的雪
作我的舟
好使弯弯的眼眸
溢满世间的清明

枕倚四月的风
捧着白鹅的新羽
无拘无束地漂泊
我，来了
湖的暮色
未因我泛起一波涟漪
池泽的兰草
羞羞地低下头去
轻声地唱啊

我的爱
坠陷于无边的沙漠里
便请掩埋我吧
热情地燃烧我吧
以希望的火焰
于真理的热浪中
温暖每一个人
每一条曲折的乡路
每一朵寂寞的花朵
于是温柔地说
我在人间
浪漫地旅行过

指导老师 林琳

在人间旅行
□ 高邮一中高一（3）班 刘宜平

前段时间，我有幸阅读了《祖国是我家》这
本书，我被书中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
贡献的时代楷模的事迹所震撼，更为祖国70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自豪！

在家乡高邮，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发
展带来的巨变。

世贸大厦、世贸金街，是高邮这座城市新的商
贸中心。走在世贸，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目不暇
接；走在世贸，香味扑鼻的美食，让我垂涎欲滴；走
在世贸，精彩纷呈的电影，让我回味无穷……

夜晚，华灯初上，漫步高邮的市河，眼前的
美景令我流连忘返！瞧！市河两岸，杨柳依
依，鲜花盛开；广场上，人们踏着音乐的节拍，
翩翩起舞；色彩变化多端的霓虹灯，倒影水中，

光影迷离……站在石桥上，放眼望
去，亭台楼阁，灯火辉煌，魅力四射。
游客们纷纷拍照，留下美好的记忆。
要知道，市河以前可是咱们高邮的

“龙须沟”呀！随着旧城改造的惠民
工程实施，“龙须沟”旧貌换新颜。

家乡的巨变，不正是祖国发展的缩影吗？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仁人志
士的精忠报国。钱学森，他放弃美国的荣华富
贵，冲破美国人的百般阻挠，毅然踏上归国之
路，为中国的导弹研制、发射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邓稼先，学成归国后，响应祖国的号召，隐
姓埋名30年，在茫茫大漠中，潜心研究。当蘑
菇云在大漠升起的时候，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原
子弹宣告成功！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
柱！我由衷地敬佩他们。

我要从小立志，勤奋学习，早日成为祖国
的栋梁，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指导老师 姜祖芳

读《祖国是我家》有感
□ 市第一实验小学六（7）班 徐一铭

人人都有自己的心爱之物，你们猜，我的
心爱之物是什么？布娃娃？No!公主裙？No!
猜不到吧，呵呵，我的心爱之物是一支蓝色的
笔。它穿着淡蓝色的外套，头戴水晶一样的
圆柱形帽子，脚穿五彩缤纷的绣花鞋。每当
我看着它时，它就好像撒娇似地说:“小主人，
我漂亮吧！”

我四年级的时候，曾有两个最要好的朋
友，一个是秦梓轩，一个是高漫妮。秦梓轩是

班上著名的女汉子，没有哪个人是她的对
手。高漫妮呢，很温柔，曾以爱笑而名满“江
湖”。当她们知道我要转学的时候，都很伤
心。下课时，她们拉着我的手问道：“果果，你
为什么要走？要去哪？你还会记得我们吗？”

面对她们的不舍，我心里五味杂陈。“我
奶奶病了，我要到外公那儿去上学了。我一
定会记得你们的。”我哽咽着说。

她们说：“那我们买三支笔，一模一样，一
人一支，来当做纪念吧！”

现在，我来到了周巷小学上学，这友谊之
笔一直陪伴着我。每当看到它，我就想起了
我的好朋友！

指导老师 徐加浩

友谊之笔
□ 市临泽镇周巷小学五（1）班 吕果果

《窗边的小豆豆》是日本作家、著名节目主持人黑柳
彻子的一部作品，是以作者小时候上学时的一段真实经
历为基础进行创作的。这本书不仅带给全世界无数读
者感动和笑声，更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今天，我再次和孩子们重读这本书，内心是充满激动和
喜悦的，为小豆豆能够拥有的那份美好的童年，也为小
豆豆的那份好运气。毕竟，这样的好运不是每个孩子都
能拥有的。

作品中的小豆豆是个刚刚上学的小姑娘，在别人看
来是那样怪怪的，总会干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
把文具盒打开再关上上百次；在教室里吸引宣传艺人立
足表演导致老师没法上课；上课时站窗台上跟燕子大声
说话……学校的规矩、纪律等等对她来说形同虚设，尽
管她是知道的。不服管教，行为怪异，最终小豆豆被原
来的学校退学了，因为班主任对小豆豆妈妈说：“您家的
姑娘在这上课的话，整个年级都会受到干扰。”妈妈只好
带着小豆豆不安地来到了一个叫巴学园的学校。这个
学校也是怪怪的，没有太多的约束，常常因为孩子们喜
欢而设置课程与教法。小豆豆还是那个怪怪的小姑娘，
行为习惯还是让人不可理解，可是巴学园的小林校长却
总是一有机会就对她说：“你真是个好孩子啊！”无论小
豆豆有多么奇怪的想法和举动，他都表示理解和支持。
他会耐心地跟小豆豆聊天，一聊就是老半天。会鼓励她
把没完成的事情做完，还约定只要有空再来跟她聊天。
他大部分时候态度和蔼、亲切，有时候还虚心地向小豆
豆求教，临走了还不忘再说一句，“你真是个好孩子啊！”
小豆豆也常常在想，这个校长怎么这样呢？是啊，小林
校长是那样地亲切与随和，那样地懂得包容与接纳，还
有耐心和体贴，这样的校长小豆豆怎么会不喜欢呢！

在日本，窗边族指的是被人们冷
落的那些孩子。他们不是有生理缺
陷就是有心理或性格上的缺陷，往往
被排斥在主流之外而受尽嘲讽与打
击。显然小豆豆原本就属于这一类，

她精力充沛又过于活泼，脑子里满是奇思妙想且又行为
冲动。只是后来的小豆豆幸运地走进了巴学园，慢慢转
变与成长，最终走向成功。

由小豆豆的经历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接受的教育
理论告诉我学生是千差万别的，要学会接受与认可，要
因材施教，要有耐心静待花开，而事实上却又常常因为
学生各方面表现的不足而焦躁、愤懑，甚至有时还会在
情绪上失去控制。不由得想起叶圣陶老先生的教育思
想——“爱的教育”，教师要公平、公正地善待每一个学
生，不能偏私。这就需要教师要有崇高而无私的爱心及
海洋般宽广的胸怀，容纳和理解学生所有的错误。这种
爱的教育是给予学生莫大的信任，在这样一种理想的教
育理念指引下的孩子无疑是最幸福的。

由于工作安排，今年我来到一所乡镇小学交流。学
校留守儿童不少，其中也不乏一些“窗边的小豆豆”。刚
接到这个班就被告知，班上有一个特殊儿童。她的情况
比小豆豆要严重得多，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也听不懂我
说话。面对这样一个孩子，我最初的想法是，只要她不干
扰我上课就行。可是后来，我慢慢接近她，经常给她好吃
的，别人欺负她的时候第一时间维护她，只要看到她我都
跟她笑一笑，渐渐地她理解了我的善意。现在只要一下
课，她就趴在办公室门口傻傻地对着我笑，有时还叫我

“妈妈”。更神奇的是，有一次班上有老师来听课，她竟然
一节课没下位走动，也没发出怪异的笑声。这在之前是
从没有过的！像这样一个小豆豆，在老师爱的感召下都
能有如此神奇的改变，不能不说“爱
的教育”潜力是巨大的。

真希望每一个窗边的小豆豆都
能健康、幸福地成长！

做每一个小豆豆的守护者
□ 市实验小学 李红梅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
这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坐校车。以前都是爷
爷接送我，现在爷爷年纪大了，三轮车很难踩
得动了，所以这学期我坐校车了。

开学第一天，我早早地就到我家附近的
校车停靠点等候了。时间快到了，我看见熟
悉的校车驶来。它一身黄色的衣服，亮闪闪
的，大概是要让人家一眼就看出它来。它面
前还伸出两个长长的反光镜，那是司机叔叔
的好帮手。车停稳后，车门慢慢打开，王校长

从车上快步走下来。我礼貌地说了一声：“王
校长早。”王校长在回应我的同时，随即拿出
坐校车人的名单，找到我的名字后，在上面飞
快地画了一个小小的勾。上车后我还没来得
及放下书包，王校长就亲切地说：“孩子，把安
全带系好。”我连忙按照吩咐，牢牢地系好安
全带。

校车一路开，一路带着快乐的同学们。
我看看身边的同学们，都安安静静的，可还是
看得出来大家和我一样很开心。坐在宽敞明
亮又安全的校车上，能不开心吗？ 我又看看
车外的景色：一亩亩绿油油的稻田，一排排翠
绿的柳树，一座座漂亮的房屋，鸟儿在空中自
由翱翔……真是美不胜收啊！我看得如痴如
醉，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指导老师 陈令骧

第一次坐校车
□ 市周山镇小学五（1）班 郑雨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