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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在上海打工，爸
爸、妈妈忙于上班，家里的活
儿全部落在了奶奶身上。奶
奶真的好辛苦。

凌晨，我还在梦乡里，奶
奶已经悄悄起床了。她天天都有一套必做的功
课：做饭、洗衣、拖地。当我们从睡梦中醒来
时，热气腾腾的早餐已经放在了餐桌上，衣服
晾上了晾衣架，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家人用完早餐，奶奶立即洗碗抹桌子，然
后，马不停蹄地帮我收拾书包，推出电动自行
车，送我去学校。从我读幼儿园到今天，无论
是骄阳似火的夏天，还是寒风彻骨的冬天，奶
奶都按时接送我上学。

农忙时，奶奶还要回界首老家种地，四亩多
地庄稼长势喜人，连年丰收。家前屋后的十边
地，一年四季，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
这些收获不仅节省了家庭开支，还吃得爽口，
吃得放心。

我是奶奶的心头肉。如果我有个头疼脑热
的，奶奶会在第一时间带我去看医生，为我倒

水喂药，不停地将腮帮贴在
我的额头。当我平安无事
时，她才睡得着觉。每到双
休日，她就像招待客人一样，
毫不吝啬地买这买那，给我做

好吃的。饭桌上，她总是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
恨不能将所有的好饭好菜一股脑儿揣进我的肚
里。告诉你，我奶奶的烹调手艺也是相当不错
的，她烧的饭菜，至今还没有人说不可口的。

奶奶似乎有一副钢筋铁骨，再重的活儿也
压不垮她。我们家的家务活儿已经够重的了，
可她瞒着我们与一家制衣公司签订了打包装的
钟点工合同，每天送我去学校后又赶着去上
班。

奶奶已接近六十岁了，见她日渐消瘦的面
孔，我心疼地对她说：“奶奶，您太辛苦了！”她
笑着说：“只要你认真读书，奶奶再苦再累也开
心。”

奶奶这样辛苦，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快
乐和幸福。我将以优秀的成绩报答奶奶。

指导老师 周启航

奶奶真辛苦
□ 市第一实验小学六（5）班 张清华

日前，以《优化课堂教学 提高复习实效》
为主题的高邮市初中化学复习研讨会暨钱海如
工作室活动在市外国语学校举行。全市初中化
学教师参加了教研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教学观摩、专家点评、经验分
享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教学观摩。首先由市外国语学
校青年教师王芳芳展示了题为《干燥剂的奥秘》
的复习课，师生共同经历了有趣味、有探究魅力
的教学过程。接着，钱海如工作室成员、临泽初
中杨辉老师展示了题为《善变有用的“钙”况
——常见的含钙物质复习》的复习课，杨老师用
独具匠心的智慧，凝练了初中常见的含钙物质
的性质、用途、制法等内容，将物质的检验、转化
和制法等融为一体。两位老师在课堂上都充分
落实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断激活学生的思维，
收到较好的复习效果，也让与会的专家和教师
感受了化学和生活、社会的紧密关系，以及在一
轮复习教学中，整合和发掘化学知识的巧妙方
法。

第二环节，专家点评。各片化学兼职教研
员作为本片代表，提出了本片对这两节课研磨
后的见解，市汪曾祺学校副校长朱国定就两节
课的优点作了肯定后，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追求科学，追求高效”，并对今后一轮复习
教学活动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市教研室高
翔主任从自身多年参与中考命题的角度，并结

合这两节复习课，指出了初中化学复习教学的
策略，强调了课堂上师生表达要严谨、规范，并
对复习课提出了“三合”要求：提升空间合理，思
维容量合适，训练内容合生。

第三环节，经验分享。首先是秦邮初中徐
乃华老师对第一次网上适应性练习分析和今后
的复习策略作了介绍，分享了该校化学教研组
的主要做法和一轮、二轮复习计划。然后是钱
海如工作室成员、车逻初中朱如琴老师以《教师
专业成长——基本功省赛的点滴感悟》为题，分
享了她荣获省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和省
初中化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的感悟，她从自己
的成长经历，总结了“四点”——勤奋：成长的起
点；协进——成长的支撑点；创新——成长的着
力点；反思——成长的发展点。

省特级教师、工作室领衔人钱海如作了
总结发言，首先就中考复习提出了“五宜”建
议：复习课切口宜小、实验宜整、思维宜引、训
练宜实、提升宜想，然后借鉴朱如琴老师的成
长经历，希望大家在初中化学教育和个人专
业发展两个方面争做有心人、用心人、好心
人。

最后，市名师工作总室曹农主任对本次活
动作了精彩点评。他指出，本次活动对全市初
中化学复习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引领作用，整
个活动体现在一个“实”字：教研活动实在、内容
实在、成果实在。

优化课堂教学 提高复习实效
——市初中化学复习研讨会暨钱海如工作室活动纪实

□ 市外国语学校 马迎高 闵凤林

前段时间，我在“亲读会”上
在线学习了邵龙霞老师的读写课
《我的傻瓜妈妈》，加上之后邵老
师与家长的互动交流，这节线上
课前后一共近七十分钟。我一气
呵成地学完，没有一丝疲倦，而是
充满期待。这主要是因为邵老师
执教了一节非常富有实效的读写课。

目前，从读到写、由读促写、读写结合
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可实际生活中，仍有不
少家长犯愁，不少孩子迷惑：读的书也不
少，为何作文还是没什么起色呢？邵老师
在这节课上就作了很好的解读，她让大家
明晰了一点：唯有读得进，方能写得出。

一、读得进生活，方能写出真情。提起
作文，许多孩子仍然抵触畏惧。为什么读
了不少书，写了不少文，到头来还是一头雾
水呢？邵老师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许多
孩子在读书时，不知道文章也好、故事也
罢，都是来源于生活，都与生活紧密相连
的，所以还在写些‘扶老奶奶过马路’‘公
交车上让座’‘捡到一元钱交给警察叔叔’
等老掉牙的事例。”邵老师首先在课上介绍
了朱建勋的文章《我的傻瓜妈妈》。文中小
女孩的文章之所以打动所有人，就是选择
了这样的事情：妈妈忙中出错，把没有挂在
竹竿的衣服丢在地上，都弄脏了；爸爸慌慌
忙忙出门去上班，才发现是星期天。事情
谈不上有意义，更谈不上轰轰烈烈，但有共
同之处，都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事例。小
女孩的爸爸妈妈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也看
不出什么高尚的品质，但却是可爱有趣的
人。这正如约瑟夫坎贝尔所言——完美的
人是无趣的，生命的不完美正是它的可爱
之处。

课上，邵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篇文章，李
娟的《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丢了》。文章
介绍了三十年来，妈妈因找不到、联系不上

“我”而到处寻找，结果是“全世界的人都
知道我丢了”。这篇文章同样是来源于真
实生活，流露了真情。

用这两篇文章给孩子以指导，让他们
明白读书时要联系生活，选材要来源于生

活，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邵老师展示的班
上孩子的习作《我的“抠门”爷爷》《我的

“倒霉熊”爸爸》等，都是在读完《我的傻瓜
妈妈》后写的，选取的是生活中真实事例，
写的是自己真实感受，所以，有活力，有意
思，让人眼前一亮。

二、读得进细节，方能写出特点。教学
中，我们也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有的孩子
所选的事例也来源于生活，也是真实的，写
出来的却是三言两句，干巴巴的。这是怎
么回事呢？课上，邵老师也帮大家消除了
这个困惑。她领着孩子们关注文中的细
节，《我的傻瓜妈妈》中傻瓜妈妈忙着灶上
的火，忘了没有挂上竹竿的衣服，结果两边
都是一塌糊涂，这个细节画面感十足；《全
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丢了》中妈妈找不到

“我”而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细节，也给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孩子们也会明白，
读书既要了解主要内容，也要关注细节描
写，这样的阅读才有实效。写作，也只有抓
住细节描写，才能写得出特点，才会写得生
动活泼。

三、读得进方法，方能写出精彩。邵老
师说：“写作是可以教的。”这里的教，主要
指写作的一些方法。邵老师指导的方法，
不高深，不玄乎，学生易懂易学。譬如，结
合推荐的文章，她介绍的故事七步法，即：
目标、阻碍、努力、结果、意外、转弯、结
局。学生以此为参照，学着写，就很容易把
事情写具体，写生动。再譬如，她提倡学生
在习作中多用几种标点，这样不仅让标点
变得丰富，还提升了文章的感染力。结合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她还提倡学生学着将
长句子改成短句子，使其变得明快起来，活
泼起来。这些方法对于切实提高学生谋篇
布局、锤炼语言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读得进，方能写得出
——简评邵龙霞老师读写课《我的傻瓜妈妈》

□ 市周山镇小学 陈令骧

“来来来……吃西瓜啦。”
“来啦——”我大声应着

跑过去。
“这次考得怎么样？”吃

着西瓜，老妈问。
“有些倒退，只占班内十多名。”我啃着西

瓜，不好意思地答道。这一阵子，我不想学习，
尽想玩，成绩倒退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

“唉，你说你怎么就学不好？看看咱对门
的那家孩子，人家跟你同一个班，同一个老师
教的，人家上课你也上课，老师又不是只教人
家不教你，我听说这次他又是第一名。你就不
能上点儿心，努点儿力？……”老妈又开始恨
铁不成钢地唠叨了。我扭头看着老爸想求救，
他竟然耸耸肩，一边儿去了。我只好把头深深
地埋进西瓜里。唉，被老妈唠叨也是自作自
受，谁让我确实没有好好学习呢！

老妈自顾唠叨下去，我不想听，岔开话
题：“妈，你说这瓜怎么不甜呀！比起昨天那
个，差多了。”“哦，这个瓜被太阳晒得少吧。
瓜被太阳晒得多才甜。那些躲在瓜叶阴影里
图凉快的西瓜，啥时也不甜。唉，我看你就是
那图凉快的西瓜吧，学习上怕受苦，想不学就
不学，成绩怎么会不倒退呢？你呀，现在不多
受点儿苦，未来也像这西瓜一样——不甜！
你说你，只要再吃三四年苦就彻底解放了，好

好学又不会掉一块肉……”
得，老妈三句话又转到我的
学习上了，而且，在她嘴里，
我成了个不甜的西瓜。我的
脸有些发烫，估计像西瓜瓤

一样红。
我扭头看向窗外，阳光点点洒在树叶

上。想想老妈的话，虽然不耐听，却也说到了
我的痛处，现在的我，还真是一个不
甜的西瓜。本来，阳光是公平的，它
一视同仁地照耀着万物，不甜的西瓜
因为怕晒，躲在阴影中，最终收获不
了生命的甜蜜。这就像我，与学习成
绩好的同学所受的教育是平等的，只
是我怕累、怕苦，才没能收获学业上
甜蜜的果实……

我放下西瓜，看着老妈：“妈，我决
定了——从今天起，我要做一个最甜
的西瓜！妈，我回屋做题去啦。”老妈
笑了，很灿烂，像窗外的阳光似的。

我坐在书桌旁，遨游进了题海
中。窗外，阳光点点洒在树叶上，映照
出一个个光斑，像一个个活泼灵动的
小精灵，那是在为想要做最甜的西瓜
的我加油吧。

指导老师 王政华

最甜的西瓜
□ 市汪曾祺学校九（11）班 吴承泽

雨似是累了，渐渐变小
了，可风立即替它接了岗，一
阵紧似一阵，香樟树叶随着风
上下摆动，甘雨亭在绵绵细雨
中别有一番诗情画意。

班级内举行全校书法比赛的初赛。
匆匆赶到，心神微定，提起毛笔，轻轻蘸了

蘸墨。顿时，一条黑龙自笔尖蜿蜒而下，我的
手不自觉地猛一抖，忙深呼一口气。

从窗子向外看去，天地已模糊一片。虽然
隔着两幢楼，我似乎仍感受到甘雨亭在风雨
中颤颤巍巍的样子。

向左落笔，折向右，中锋行笔，向左回锋，
一横写成了。我不假思索，接着写下一个笔
画。我写的是甘雨亭上的那句“红亭紫竹觅遗
踪”，但我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快写完时，
一看，竟把“亭”中那一横反客为主，写得比秃
宝盖还长，整个字一下子显得臃肿，难看极了。

雨滴恣意地打在窗上，似嘲讽，似挑衅，一
滴滴直击在我的心上。

心顿时仿佛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我努力回想着甘雨亭，努力回想着风雨中它
的样子，想着柱子上的那句“红亭紫竹觅遗
踪”，笔法遒劲、灵动，这是汪老最后一次回高
邮时所作。全诗我还依稀记得，最后一句是

“一堂济济坐春风”，这是汪
老对我们的期望呀。

我忽又充满了信心。重
新拿出一张宣纸，折好。这
次写“亭”字时，我很小心，可

结果仍不尽如人意，我始终协调不好横与秃
宝盖的长短。我不禁急了，笔杆越来越抖，额
头上的冷汗一滴接着一滴，字却是更加惨不
忍睹了。我沮丧极了。我已经如此尽力，却
依旧写不好，怕是没有天赋吧！

我又想起了汪老，“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
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作品平淡
质朴，如话家常。他平实地写着他的家乡高
邮，写端午节的咸鸭蛋，写茨菇咸菜汤，写大
淖……“亭”，《说文》如是说，“人所安定也”，
可安定的何止是人，还有人心。汪老远居北
京，可他的心始终在高邮，毕竟“此心安处是
吾乡”。

做任何事，都要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而
我太过于急功近利了。

雨又下大了，操场上的香樟翠色欲流，想
必甘雨亭四围的小池内此时也水波荡漾吧！

再次提笔写“亭”，一点，一横……天早已
昏暗，可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光。

指导老师 王子瑛

亭
□ 市汪曾祺学校七（3）班 杨显哲

去年寒假，真是好长啊。从冬天，一
直放到今年的春天、夏天。我由南京去高
邮度假，从高邮又急忙返回南京家里。该
死的新冠肺炎病毒，把我困在两地的家
里，真是烦人和无奈。

在我有些无聊的时候，天外来客啦，
一对斑鸠选择在我家厨房的防护窗里做
窝。有了新伙伴，我好开心哟，只要有一
点时间，我就轻轻来到厨房，观察我的天
使——斑鸠。上网课之余，斑鸠成了我的
最爱。餐桌上，斑鸠成了我家谈说的重
点，我定时播报它们的活动。

斑鸠选择我家做窝，真是选对了。我
们全家都爱护动物，保护鸟儿。防护窗朝
北，有雨棚，还有一只塑料筐。在这里做
窝，安全可靠，不怕风雨，不怕阳光，也不
怕小鸟跌落下去。斑鸠好眼力啊！

自来我们家之后，斑鸠就没有闲过。
从4月5日开始，它们衔树枝、草丝在塑料
筐里做巢，6天后，鸟巢做成啦。再过4
天，两只绿莹莹的斑鸠蛋卧在巢里，玛瑙
一样圆润可爱。接下来它俩轮流孵化生
命。孵蛋时还真有讲究，它们白天头朝
外，以防天敌侵犯，晚上有灯光，又将头朝

着厨房内，大概是怕我拿走它们的
爱情结晶。每天清晨交接班时，飞
回的总是在巢边咕咕地叫着，仿佛
在说：“咕咕、咕咕，你很辛苦。”“咕
咕、咕咕，我来留守。”换班时，斑鸠

有时将脖子相互缠绕，秀起恩爱。又过了
17天，在一个阳光初照的早晨，两只毛茸
茸的小家伙出壳了，斑鸠妈妈跳到塑料筐
边上，仔细欣赏自己的杰作。小斑鸠闭着
眼睛，朝天张着黄黄的小嘴，是想对爸妈
说些什么，还是要吃点什么？

刚孵出的斑鸠吃什么呢？我有些好
奇。我偷偷地观看，只见鸠妈或鸠爸反复
呕吐，把吐出的浓液对着小黄嘴一点点喂
下去。我惊呆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呕心沥血为后代啊。那浓液叫什么？我
百度搜索之后才知道，叫“鸽乳”。小斑鸠
出生后的7天内，都靠鸽乳维生，然后才能
吃些虫子什么的。在鸠爸鸠妈的精心照
料下，小斑鸠长得飞快，10多天后羽毛长
齐了，可以学着展翅了。

斑鸠忙筑巢，忙生蛋，忙育雏。我也
有点忙，在家读书、弹琴、吹号、练球，网课
上老师几次表扬我。我还抽空写了作文，
向校刊投稿。5月 11日，我要到校上课
了，没有时间观赏和照顾斑鸠了。我也知
道，斑鸠一家不久会离开我们。我是多么
不舍啊，但也没有办法，它们有自己的天
地。我期盼明年春天，斑鸠再到我家来。

斑鸠到我家
□ 南师大附属中小学江宁校区三（15）班 陆禹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