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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初，全县先后只
有高邮、三垛、临泽三所完
中。1958年，经原扬州地区
教育处批准，在八桥、送桥各
设一所双轨三年制初中。接
到录取通知书，我便去看新学校，跟用小
木船送我们前去参加小升初考试见到的
三垛中学相比，这是个什么样的学校
啊！没有围墙、没有路道，满眼的水塘和
杂草。一幢大房子四个教室，两幢五间
小屋，一作食堂、保管室、会计室，一作校
长室、老师宿舍。两个未用的教室，用作
老师办公室和学生宿舍，后来住宿生又
借住在周边民房，直到第三年，才住进校
内师生自己动手脱砖坯、烧砖头新砌成
的宿舍。条件虽很简陋，我们这些农家
子弟却还是觉得十分庆幸赶上了好时
光，感激这样的学校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学校开办第一年，只分来两位大学
生新老师，一是金坛人，数学老师李贤
良；一是泰州人，教动物、植物、地理的女
老师黄文英。其他缺员则从小学老师中
选调、借用，直到第二年、第三年，才陆续
配齐了一至三年级各主要学科的高等师
范专科毕业教师。

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适逢困难时
期，印象深刻，一是劳动多、活动多，二是
学习苦、生活差。

劳动多。开学两周，全天劳动，平整
校园，筑路、填水塘，学生自己动手铺砖
路、铺走廊；后来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
一段一段挑挖护校沟；沟成，又组织我们
去砖瓦厂脱砖坯（学校离厂仅300米），
直到第一学期结束；第二学期，改为每周
四节劳动课，主要在学校试验田劳动；夏
收、秋收，军事化行动，集中下乡到生产
队支援“双抢”“四夏”“三秋”。平时还有
突击性的劳动——打砖坯、运砖头、下生
产队帮助准备现场会；突击性的活动
——全民除“四害”时，下午放学后去野
外挖洞捕鼠，冬日晚上，带了电筒、鱼叉、
布袋，分了组，由一老师带着，一行十多
里去捉麻雀。

学习苦。没有电，晚自
修点汽灯，后来四人一张煤
油罩子灯，再后来是各人自
备，用小墨水瓶做成“油老
鼠”灯。劳动多、活动多，势

必影响教和学的任务，所以常开“夜车”赶
进度：晚上上课，自修延长。冬日凌晨，我
们被催摸黑起床，来到校内操场上跑步
做操、早锻炼，虽苦，却使我养成了一辈子
不怕起早的习惯。现在想来，条件差、生
活苦，却能考验人、磨练人、成就人。

生活差。为了保证青少年长身体，
将我们的户口拨到粮站，与大、小队脱
钩，实行每月29斤大米的临时定销供
应。煤炭供应不足，那年冬天，学校组织
我们去绿洋湖割湖草，记得在一个风雨
雪天里，我们沿淤溪河、张叶沟河拉纤，
将所割湖草一船船运回学校。

三年初中的学习生活又是多姿多彩
的。

从初二起，每年召开学校春季体育
运动会，秋季，组队参加县中学生体育运
动会；平时还组织篮球队训练，派队前往
兄弟学校交流、比赛。

公社为开三级干部大会，在街上建
有一座竹架草顶、芦席为墙的大会堂。
每年，我们在这里有一次文娱演出，我也
代表班级参演过独幕小剧、相声、乐器小
合奏之类的小节目。回想当时初登舞
台，哪里是什么才艺表演，那真是胆量与
勇气的锻炼和考验。

毕业前，我们步行去县城参加“招
飞”体检；后来有10多个同学体检合格
应征入伍去了陆军、海军部队。参加中
考，第一届有10人被三垛高中录取。

学生主要来自八桥、伯勤、卸甲三公
社（后来还曾兼及车逻、汉留、沙埝、汤
庄），其中有人提前回去当了会计、电工、
大队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毕业生们
几乎全都派上了用场，有当耕读教师的，
有当文化站长的，有从工从商的，不少人
成了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或乡村管理的
佼佼者、领军人。

我的初中
□ 姜善海

1976年，我走上教学岗
位，做了名代课教师，教小学
三年级语文、音乐、体育等
课。1978年，校领导派我到
离家十多里路的管家学校教
语文、音乐、生物等课。从此，就一直留在初中学校
任教，语文课是我的“保留节目”，教了几十年的初
中语文，教材也积攒了几套，其中一套是人民教育
出版社几经修订后于1987年正式使用本。这套初
中教材，计6册，共收课文240篇。翻开这套老教
材，许多课文已经久违了，但再读课文，看到自己在
课文中的圈点勾画等痕迹，心中感慨良多。

第一册第一篇课文是《一件珍贵的衬衫》，几十
年后的今天，我又重新阅读它，不仅唤回了刚教它
的那份情愫，还读出了新意。工人刘秀新骑自行车
不留神插进了快行线，被一辆“红旗”轿车擦了一
下，衬衫破了，后背蹭破了点皮，周总理却以亲切的
目光注视着“我”，目光中充满关切，充满爱护，还用
另一辆轿车送“我”上医院检查。之后，周总理又打
来电话询问情况，又让工作人员送来新衬衫。一位
普通工人，骑车大意造成的过失，情况也不严重，却
让总理牵挂，让工作人员送来新衬衫。这一切不仅
当事人刘秀新、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是广大的
读者、教学中的师生都情不能禁，大爱让人铭记终
生。现在的一些官二代、三代又如何呢？飙车撞了
人，与之理论，他反而对受害人恐吓有加，“我爸是
李刚！”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两相一比较，我
才真正感到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

《挖荠菜》是张洁写的一篇散文，笔者曾教过多
遍。记得初次教这篇课文时，正好有位男生将只吃

了一口的馒头扔进垃圾桶，
被我发现了，我跟他“忆苦思
甜”。其实那时，一个十来岁
的孩子已无苦可忆，生在甜
水里或许他仍然感受不到生

活的甜美。我说，让你饿一天肚子，哪怕只饿一顿，
对待食品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课文作者小时候的饥饿感，或许就不会这样肆意地
处置你的食物了。他先是不以为然，后也为之动
容。现在的生活条件更好了，农家孩子生活上的浪
费更惊人了。重读这篇老课文，笔者觉得受益多
多，一是提醒我们这些上了一定岁数的人，继续保
持朴素的观念，要厉行节约，过俭朴生活；二是有利
于多向孩子们讲讲小时候缺吃少穿的故事，让他们
知道现在还有个“世界粮食日”，要珍惜粮食，爱惜
农民的劳动成果。

《一件小事》是鲁迅先生的一个短篇小说，是礼
赞普通劳动者的。人力车夫奔跑时，一个破衣烂衫
的老女人“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夫横截过来；车夫已
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
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老女人慢慢地倒
地了，估计并没有怎样受伤。但车夫扶那女人慢慢
起来，一步一步走向巡警分驻所，接受处理。在老
妇人的过失面前，人力车夫仍然勇于担当责任，可
亲、可敬，值得赞颂。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些凡人
小事，普通百姓中有最美中学生、最美教师、最美司
机、最美妈妈、最美乘客……

说不尽道不完那许多老课文……老课文品性
不老，文质兼美。当你闲暇时，也可以读读或者回
忆回忆学过的、教过的老课文，相信会有更多收获。

在老课文里徜徉
□ 秦一义

一、毫不吝啬地鼓励肯定幼儿
要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就要善于鼓励幼儿，“数

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激
励的条件下，其自身潜力的发挥是平时的2至 3
倍。教育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而在于唤醒与激
励。因此，对于幼儿的任何进步都要给予热烈的赞
扬。正确的表扬可以帮助幼儿树立自信心，减少心

理紧张。热爱每一个幼儿，善于发现幼
儿的优点。自信心较弱的幼儿在班里往
往比较沉默，不太表现自己的优点，也很
少引起老师的注意，但每个孩子都有自
己的优点，所以老师要特别注意这些沉
默的孩子，对于他们点点滴滴的进步，都
必须给予口头表扬或小红花的鼓励。一
些积极的鼓励不仅能满足孩子的心理需
求，也成功地为孩子建立自信，以达到更
好的教育效果。家长要懂得尊重自己的
孩子，发现孩子的长处，肯定孩子的进
步。

二、勇于为孩子创造机会
幼儿园阶段是幼儿能力发展的关

键时期，家长和老师一定要充分信任孩
子，帮助孩子形成对自己能力的正确认
识和评价。作为老师，在一日生活中，
要利用各种活动为孩子提供平台，培养
孩子的自信心。如：小小值日生、小气
象预报员、老师的小助手等，引导孩子
主动去分发玩具、餐具、书籍，这样在为
同伴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
优点和长处；评比故事大王，对于幼儿

能上台讲故事，特别是
胆怯的幼儿敢于上台
讲故事都应予以肯定
和鼓励，这种方式不仅
能提高幼儿的社会交

往能力，而且能帮助幼儿树立自信心……所有这
些都给幼儿提供了一个表现自己、表达自己想法
和意见的机会。对于能力实在较弱的幼儿实行强
弱搭配制，培养幼儿关心周围生活的良好品质，增
强其自信心。

三、调整成人对孩子的期望值
让孩子学会放手，让孩子学会独立完成任务。

幼儿的发展是离不开活动的，要多为幼儿提供方方
面面的机会和活动，并根据孩子的能力，从易到难，
增加难度，帮助孩子逐步完善自助服务和为集体服
务的能力。这不仅可以促进孩子各种能力的发展，
而且能使之产生对环境的控制感并获得成功的快
乐，从而增强自信。

四、增强幼儿的耐挫力
在教育过程中正确地分析孩子的情况，特别是

当孩子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应该努力去了解孩子，
帮助孩子正视自己的不足和失败，让孩子懂得做任
何事情都不可能一直顺顺利利的，但只要努力，就
一定能克服困难，只有克服困难的人才能进步。

五、家园共同配合教育
如果只有幼儿园教师的鼓励、表扬，而家长却

时常随意贬斥、否定幼儿，是无法实现培养和建立
幼儿自信心的。因此，教师要充分发挥家长这“幼
儿第一位教师”的作用，及时向家长宣传幼儿自信
心培养的重要性及正确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同时，
经常与缺乏自信幼儿的家长保持联系，了解家长的
教养态度以及幼儿在家情况等，并针对家庭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对家长进行指导，而且对一些好的教养
方法可以在其他家长中予以宣传，和家长朋友们共
同探讨。

略谈如何培养幼儿的自信心
□ 市宝塔小学附属幼儿园 陈启娟

老照片上的外公一下子
吸引了我。那照片虽已发黄
发旧，仍能看清外公年轻时
的模样。

照片上的外公正值青
年时期，乌黑浓密的头发，挺拔高挑的身材，
精致的五官，可如今，外公已年近八旬，他的
头发已经花白，背也开始微微弯曲，古铜色的
皮肤，饱经风霜的面庞，与当年的他已经判若
两人。

外公是他们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
写得一手好字。小时候外公常教我写字，
我的小手握住钢笔，他的大手握住我的小
手，带动我在纸上写下一个个工整的字。
外公的笔法刚劲有力，横平竖直，写出来的
字仿佛就是字帖上的一样。外公一直秉持

“活到老，学到老”的信念，除了每天练字
以外，常常能看见他戴着老花镜，坐在沙发
上，捧起当天的报纸，慢慢阅读。不过可能
年纪大了，有时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我和
外婆看见，便会把他叫醒。看他眨巴眨巴
眼睛继续读报的样子，既感觉有些好笑又
有点心疼。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外公打瞌
睡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有时看见了，便不舍
得将他叫醒。

外公还是一位“工匠”，各种废物利用，什

么废瓶子废罐子、没用的木
条，都能在他手里捣鼓成有
用的东西。他把一块木板
中间锯了一条不宽不细的
长条，刚好可以将手机放在

其间，于是他便把这东西叫做手机支架。他
每次看手机的时候，都把手机架在上面。虽
说笨重了一点，但用得还挺方便，他自己也乐
在其中。家里坏了的电器也常让他来修，十
有八九都能“妙手回春”。

外公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老头。作为老年
大学歌唱班的班长，唱歌自然不在话下。歌
唱时饱满的气息离不开强健的身体，外公还
热爱运动，柔力球、羽毛球、网球都游刃有余。

然而，再强健的身体在时间面前也不堪
一击。渐渐地，从前那个充满精气神的老头
一去不复返。外公没有抱怨岁月的流逝，只
觉得身子有些乏了，耳朵有些听不清了，思维
不是那么灵敏了。每每见他安静地坐在桌前
发呆，一坐就是好久，心中就有种说不出的滋
味。有时和他说话，他也听不太清，一句话要
重复好几遍。一家人坐一桌吃饭，他也是安
静地坐在餐桌前，面带笑容地听我们聊天，即
使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外公的眼神总是那
么温柔，都是对子女满满的爱。

指导老师孙朝霞

外公
□ 市汪曾祺学校九（6）班张嘉瑶

在我的抽屉深处，珍藏
着一枚黑色的发卡。每当我
拿起这枚颜色已经斑驳的发
卡时，一件往事便浮现在我
的眼前。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陪妈妈逛商
场。妈妈一眼看中了柜台里摆放着的一枚红
发卡，上面还点缀着一个小动物，便停下来对
我说：“这枚发卡不错，买这个吧！”我的目光
却落在了旁边的一个黑发卡上。我对妈妈
说：“我想要那个黑色的。”妈妈听了我的话后
吃了一惊，抬眼望了望我，说：“女孩子戴红发
卡才有精神呀！”

我小时候的每一件饰品都是妈妈精心挑
选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明亮的红
色，边角总有一些花朵、小动物什么的点缀
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是昔日那个幼
稚、天真的顽童，也不再把红色看成是唯一适
合女孩子的颜色。我发现了黑色的沉稳，紫
色的庄重，蓝色的深邃。望着镜中自己幼稚
的打扮，我要一个式样朴素的黑发卡的愿望
更加强烈了。

“我们还是买红的吧！”妈妈的声音打断
了我的思绪，她近乎乞求。接着，她又满怀希

望地盯着我，期待着我的决
定。我左右为难，一边是
妈妈的期待，另一边是黑
发卡的诱惑，更确切地说
是成长的诱惑。当时，我

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固执地摇了摇头，依然
说：“不，我喜欢黑色的。”说完，我分明看到
妈妈脸上的希望之光黯淡下去了。终于，她
叹了一口气，垂下眼帘，作出了让步：“好，
听你的，买黑的。”她的语调中分明流露出失
望和无奈。

走离柜台，妈妈把发卡轻轻地别在了我
的头上。就在这一瞬间，我第一次看清了妈
妈的眼角纹，第一次发现了妈妈原本乌黑的
秀发中刺眼的银丝，第一次发觉了妈妈明亮
的眼睛已显浑浊。 我忽然为刚才的固执而汗
颜，心存内疚。“妈，我们还是买红色的吧。”可
是，这句话终于没有说出口。我和妈妈默默
地走出了商场。我清楚，就算我今天没有选
择黑色，但明天，后天……总有一天，我会选
择，因为小女孩总要长大的。

许多日子过去了，每当我见到这枚黑发
卡，心中总会默念：妈，女儿已经长大。

指导老师陈万华

黑发卡
□ 市汪曾祺学校七（12）班陈佩绮

风光旖旎，云雾缥缈，天色
正好，红日冉冉升起。彳亍在江
南古巷里，一切都充满了诗情画
意。

江南的河是神奇的。下雨
时，它是灰蓝色的，如同一双忧郁的眼睛，含
满了泪水，马上就要流下来了，它就这样，深
深地注视着这座城市。雨水滴在水面上，荡
漾起阵阵涟漪，雨水打在柳树上，让那修长的
叶片婆娑着落下，顺着河流，流向远方……在
傍晚时，它是深红的，火红火红的落日含着余
晖，携着漫天的虹霓慢慢消散，鱼儿时常跳出
水面，河面波光粼粼，映着游人风尘仆仆的身
影，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在黑夜时，它是青黛
色的，夜很黑，很黑，但它不怕，月亮好似一艘
小船，飘荡在夜空长河之中，点点繁星缀满天
空，整个江南，都是闪烁着的。这，就是江南。

江南的雨亦是奇妙的。古巷忧郁，一帘
秋雨。高兴时，是毛毛细雨，不会沾湿衣衫，
亦不会让人伤心。在这时，你可以撑上一把

油纸伞，在古老的江南小巷，
感受着它的奇妙。雨下在脸
上，轻轻的，轻轻地，像在述说
着什么事情一般温柔。雨滴
落在油纸伞上，声音清脆悦

耳，如同弹奏着仙乐一样动听，让人感觉十分轻
松。远处，雾气弥漫，好一幅烟雨江南画图。伤
心时，会来得猝不及防，一瞬间便下起了瓢泼大
雨，天空不再是那么的碧蓝，而是被乌云遮住了
全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泥土的腥味。让人的
心情十分糟糕，莫名地烦躁起来。

江南到处皆是美景。小桥流水人家，无
数座精美的小桥横跨过水面，画出了一道道
江南独特的魅力。碧色的水面映着天空，白
云，小桥，给所有在此驻足的游人奉上了视觉
上的享受。水面波光粼粼，古老的房屋立在
水边。傍晚时分，乳白色的雾霭静静地笼罩
着这座城市，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这，就是真正江
南！

江南水乡
□ 市实验小学六（1）班 陈一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