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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园地

今日高邮APP

高邮实验小学特级教师徐宏臻工
作室去甘垛小学送教，徐特邀我同行，
调侃说，甘垛是你的地盘。我欣然同
意，想趁去甘垛之际，到插队的第二故
乡看看。

当年热闹非凡的甘垛中心小学，如
今成了原乡镇方圆十多里的“独家
店”。一到校，我便去找上次来时见到
的只有6个学生的六年级班，国俊老师
告诉我，那个班毕业了，便领我去看现
在的班。于是，我看到了如下的情景：
一年级班，有4个学生；二年级班，10
个；三年级班，4个；四年级班18个；五
年级班9个；六年级班，7个。六个年
级，共52名学生，16位老师。他告诉
我，一年级的4个同学中，正好有两个
孩子今天过生日，就刚才，全体师生还
在为两个孩子庆生呢。教室里挂着的
彩条和气球说明了刚刚的热闹。

学生以留守儿童为主体，父母亲在
外打工，老的和小的成了农村的主角，
小的还在减少，更多的孩子走进了城区
的学校，见到了更大的世界。城市更热
闹了，乡村更萧条了，乡村的学校当然
日渐衰微。偌大校园的一隅，停着的两
辆黄色校车，显得有些孤寂寥落。不知
明年秋季开学，还能招到几个学生？

孩子再少，老师却不能少，每一学
科都得有人去教，于是便有了这奢华无
比的师生比1：3.25。国俊老师告诉我，
一方面是富裕的师生比，一方面让外人
想不通的却是任课老师们忙得不可开
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语数外音体
美、科学、劳技、综合、道德与法治、计算
机，少先队活动，各学科的教学研究活
动，加之眼下的卫生防疫，送教上门，志

愿服务等等，作业量少了，备课量与课
务不少反多，且不能马虎。有位59岁
的老教师，去年在上海做了个大手术，
因没人代课，只休息了一个多月就上班
了。还有位近60岁的老教师，做了一
辈子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去年才改教全
校6个班的道德与法治课。

是这些可敬的老师们（现在乡镇小
学的老师，年轻人是主体）在俞士兵校
长的带领下，成了一群坚守原乡镇义务
教育的坚毅的士兵，当然还有那52个
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令人动容。在这
里，老师们已成为“小班化”教学的践行
者，祝老师们越教越好！

我当年插队的地点是甘垛公社沈团
大队第三生产队，距公社所在地甘垛小
镇三四里路。当时的甘垛小学在老镇区
的东南面，在一条东西向小街的尽头。

那时的甘垛，有很多学校，很多班，
很多老师，学校里很热闹。那是教育规
模扩张的时候，质量不怎么讲究，师生
数量却是最盛。农民子弟没有择校的
意识，哪里都可以读书。那时的讲台是
民办教师的天下。民办教师的工资是
公办教师一半的一半，但民办教师这个
群体坚守着三尺讲台，支撑着乡村教育
的蓬勃兴起。

我也成了民办教师这个庞大队伍
中的一员。我曾在甘垛小学代过一个
月的课。寒假前，要期末复习了，甘垛
小学的吴德林老师要我代一个四年级
班的算术和自然课。那时，我不会上
课，连计算题的脱式过程自己看了都不
知道对不对。硬着头皮上了一个月，考
试，放假。年后的新学期，又要我正式
代课，到本大队一个教学点，点上有幼

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大复式班，二
十多个孩子的全部课程。一学期后，我
调到一个戴帽子初中，包四年级的语、
数课，第二年转教初一数学，成了正式
民办教师。

后来知青回了城，外籍公办教师几乎
也都陆续返回原籍，学校更成了当地初、高
中毕业生为主体的民办教师的天下。

改革开放，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好
事多磨，民师转正，终成正果。好多学
校的围墙写上口号：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提高办学硬条件，迎
接各级验收检查，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和各级政府的重任之一。经费不足，各
种名目的教育附加费越收越多。有说
法曰，谁上学，谁负担。以农民为主体
的学生家长们，为国家支撑起了九年义
务教育的重任。国家的义务教育，成了
农民家长的义务教育。

经济发展，教育投资加大，小学增
设了电脑课、英语课，小学教师的合格
学历要求从中师提高到大专，又提高到
本科。教学设备的升级，后浪推前浪，
小黑板、幻灯投影、电化教学、电脑课
件、电子交互白板……鸟枪换了炮。

不曾想，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见了
效，没几年，学生数从高峰跌落下来。
随着乡村集镇化、人口老龄化，年轻人
带着孩子进城，成了大势。教学点撤
离，小校并入大校。当年为接受合格验
收而投入建设的校园成了一批废园。

活动结束回家，发了几张照片到朋
友圈，我的城里的朋友们（多为老师）大
为不解，乡下还有如此的袖珍学校？一
位从甘垛学校退休的朋友留言：说起
来，不信；听起来，担心；干起来，没劲；
看起来，堵心；想起来，震惊……当前农
村学校之现状。

以前，回不去了，今后怎样，难以预
料。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种无奈。
但愿一切越来越好！

坚 守
□ 汪泰

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
中的古诗词，不仅文字美，而
且思想美。这些古诗词大多
蕴含作者的思想、志趣，细致
品味，不仅能提升对古诗词
的审美品位，还能起到立德
树人的教育效果。以小学语
文四年级上册教材中《出塞》
一诗为例。作者是唐代诗人
王昌龄，历来被称为“诗家之
天子，七绝之圣手”，而他的
《出塞》更是被世人称为“唐
代七绝之首”。这样一首千
古流传的古诗精品，必然值
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其厚重的
思想之美。

在古诗教学中，教者都
会安排一个重要的环节，那
就是理解古诗的意思。其途
径不外乎借助课文旁的注释
理解；重点字词的理解可以
安排小组讨论等探究的方
式。我在本课的教学中发
现，开篇第一句“秦时明月汉
时关”学生在理解时就犯了
难。对于小学四年级学生来
说，这种古代文学中互文的
写法显然是他们不能领略
的，而按照字面意思机械地
理解为“秦时的明月汉时的
边关”，显然又不通顺。学生
疑惑之时，正是其思维勃发
而不得的要紧关口。于是，
我追问：“月亮一直是那个月
亮，而边关只要有国家它就
存在，这里为什么要强调‘秦
汉’这两个朝代呢？”学生面
面相觑，即便讨论也无果。
这时我用PPT出示了一段
话：“秦筑长城，胡人不敢南
下牧马；汉逐匈奴，单于内
附。”让学生好好地去读一
读，猜一猜其中的意思。学
生明白了，原来秦汉这两个
朝代都是强大的王朝，大秦
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胡人不
敢侵犯：大汉王朝更是主动
出兵大败匈奴。这就从根本
上理解了作者写这首诗的思
想意图，那就是渴望自己的
国家能够像秦汉两个王朝一
样强大，这样国家就能免受
战乱之苦，人民就能安居乐
业，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
情怀。如果仅仅让学生机械
地理解字面意思，那显然这

首诗更深层次的思想美学生
是领略不到的。

其次，在表达作者思想
主线的意图上，这首诗的第
三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也呼
应了第一句。在课堂上我组
织学生讨论这个话题：王昌
龄生活在唐代，距离汉代李
广将军的时代相去甚远，为
什么他不选择赞美当代的一
位将领而去缅怀汉代的李广
将军呢？这是一个有思想深
度的提问。为了让学生回答
得更自由、更个性化，我采用
了“猜一猜”的答题模式让学
生自由发挥，大胆猜测。这种
让学生我口说我心的发言方
式会让学生很放得开，答案也
格外精彩。他们说，“可能是
作者敬佩李广将军能打败强
悍的匈奴人。”“可能是唐朝的
将领驻守边关的表现不好，不
像李广将军那样英勇善战。”

“可能是朝廷没有把能打仗
的人安排去驻守边关，用人
不当。”“可能是驻守边关的将
领们没有把心思放在如何打
敌人这一块儿！”面对学生喷
发的思维状态，我又追问道：

“要是现在让你带兵驻守边
关，你会如何表现呢？”课堂立
即炸开了锅。学生说，“我一
定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一
来侵犯，立即出兵。”“我要选
精兵强将，像李广将军那样
主动向敌人打过去，把他们
打得落花流水。”“为了保卫国
家，我哪怕牺牲了也在所不
惜。”……就这样，通过对古
诗思想内容的深入理解，学
生对诗意的理解更透彻，爱
国的情感得到了激发，教育
的主体思想得到了升华。

所以说，在围绕部编版教
材展开古诗词教学时，教者不
应该局限于将教学的重点放
在对诗词的字面理解上，而
要将目标扩大化，精心设计
教学环节，积极引导学生深
入解读文本，促进学生全面
提升对古诗词的鉴赏力。在
领悟古诗词文字美、意境美
的基础上，进一步感悟其思
想美，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为学生
良好品质的培养奠基。

以《出塞》教学为例谈古诗教学中的思想美
□ 市实验小学 李红梅

我小时候性格像男孩子，很调皮，整
天只想着玩。太爷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也整天陪我一起“疯”。爸爸妈妈总是劝
他，年纪大了，多歇歇，他却说：“没关
系！我的时间不多了，就让我多陪陪孩
子吧!”爸爸妈妈很无奈，只得由着太爷。

太爷知道我喜欢小虫子，就编一些
装蛐蛐的小笼子，陪我去田野里抓蛐蛐
回来斗。记得太爷第一次编笼子，我疑
惑不解，就问他：“太爷太爷！这笼子究
竟是装什么的呀？这么小，也装不了什
么东西啊！”太爷笑着对我说：“别急，到
时候你就知道了！”等他编好了笼子，带
我去田野里抓蛐蛐，我才恍然大悟。在
田野里抓蛐蛐时，我总是抓不到，急得
都快哭了。太爷就先扮鬼脸哄我，等我
不哭了，再像变魔术一样，把蛐蛐从手

心中一下子“变”出来，对我说：“看看，
这是啥？”我一看，开心到飞起，在那儿
不停地咯咯笑。

太爷还和我一起捉蝴蝶。他特别厉
害，一捉就是一只。每次抓到后，他就把
蝴蝶放进一个瓶子里，在瓶盖上戳几个
洞，但到最后蝴蝶都死了。我看见蝴蝶都
死了，就很伤心，这时，太爷就会带我去钓
鱼，分散我的注意力。

太爷钓鱼时，我就在一边玩鱼饵，等
他钓到鱼了，我就又去玩桶里的鱼。有时
候还偷偷地把小鱼放进衣服口袋里。收

工回家时，太爷发现桶里的鱼少了两三
条，知道是我干的，却从来没有责备过我。

夏天的时候，太爷还带我去家旁边
的小河里抓鱼。一不小心，两人就跌在小
河里，身上沾满了淤泥，成了两个泥人。
我们都哈哈地笑。

后来，我去城里上学了，最期盼的就
是能回来看望太爷，却少有时间。我每次
回来，太爷总会把别人来看望他时买给他
的食品，拿给我吃。每次临走时，他总悄
悄地将五十块钞票放到我的口袋里，对我
说：“多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你看看你，
都瘦了……”

现在，再也不会有人带我去钓鱼、
抓蛐蛐，把钞票放到我的口袋里了……

太爷不在了，他变成了天上的一颗
星星。 指导老师 孙朝霞

太 爷
□ 市汪曾祺学校七（8）班 张梓涵

我的奶奶很烦人，至少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周末回
家，能听到的永远都是她无
穷无尽的唠叨。

我小时候，奶奶可不是
这样的。她有一双有力的
手，总能轻而易举地举起我；
她有一双柔软的手，总能给
我如沐春风的抚摸。那从菜
市场买回来的鱼肉蔬菜，也
总能很快在她那双手中，变
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渐渐地，我长大了，奶奶
也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
人。她整天絮絮叨叨，不再
牵着我的手陪我出去玩了，
不再把我举高高了，饭菜也
做得难吃起来——有时她会
放错盐与糖，会忘记加水。

我十分疑惑，奶奶怎么
了？

又放假了，我回到老家，
推开虚掩的门。奶奶坐在藤
椅上，细眯着眼睛看着我。
我走上前去，喊了声“奶奶”，
她伸出手，似乎要摸我的头，
却又缩了回去。她又开始为
我整理衣领，同时对我说：

“小时候就跟你说了，衣领上
的纽扣怎么总不扣呢？”试了
几次，她也没能将纽扣扣起
来。我仔细端详着奶奶的
手，吃了一惊——这是怎样
的一双手啊，枯瘦得好像深
秋的落叶，黑黄黑黄的，看不
见一点血色；轻飘飘的，皮肤
紧紧地贴着骨头。这还是那
双曾经拉着我的手，走过11
个寒暑的有力的手吗？

愈发严重的健忘，深沟
一般的皱纹，还有那双皮包
骨头的手……我忽而明白
——奶奶老了！

奶奶终于为我扣好了
纽扣，又唠叨了起来。我听
着听着，眼泪落下来。我多
么希望那双手能再摸摸我的
头，能再把我举高高，能永远
牵着我的手慢慢向前走……

指导老师 牛明强

奶奶老了
□ 市汪曾祺学校七

（4）班 吴佳奇

一次，主人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嘴饱
餐了一顿。主人睡觉了，嘴还在细细品
味着刚才那丰盛的筵席。鼻子在一旁，
瞧着嘴一张一合得意的样子，一股无名
之火油然升起。

“哼，有什么了不起？什么本事也没
有，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谁？是谁在说我没本事？”
“我，鼻子。你有什么本事？就会

吃、吃，还要我先帮你闻闻，你只会坐享
其成。”

“鼻子老弟，你这句话可说错了，要
是没有我，主人身体会这样健康，精力会

这样充沛？我可是主人最得力的助手！”
“你算了吧！主人一刻也离不开

我。看，主人已经睡了，还要靠我呼吸，
我的功劳比你大得多！”

两人越说越僵，最后嘴说：“以后没
有你，我照样能替主人做事，瞧着吧！”

就这样，鼻子和嘴分家了。
开始时，两人各自得意洋洋，满不在

乎，后来渐渐地感到不对头了。嘴离开了

鼻子的帮助，什么味道也闻不出来。一次
主人做鱼，鼻子不肯帮忙，主人把醋当作
酱油倒了进去，结果没法吃，只好饿了一
顿。胃可受不了了，向嘴提出了抗议。

没有嘴的帮助，鼻子倒了霉。一次，
主人患了感冒，嘴不肯吃药，弄得鼻子不
通气。

眼睛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便劝解
说：“你们各有各的用途，缺一不可，还是
和解吧！”鼻子和嘴觉得眼睛说的话有道
理，只有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为主人服
务。于是，他们俩和好了。

指导老师 胡建新

鼻子和嘴
□ 市外国语学校 孙在荣

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感觉被窝变
大了，身体凉凉的。怎么回事？哇！我竟
然变成了一片晶莹的小雪花。我兴奋地
打量着自己：浑身雪白，阳光照在身上闪
闪发光。瞧！我还会飞呢！我迫不及待
地飞出窗外，和同伴一起飞向远方……

我们飞啊飞，飞啊飞……终于来到
了小朋友的家门口，他们立刻笑着出门
堆雪人、打雪仗，还兴奋地大喊：“下雪
咯！下雪咯!”我被做成了雪人的大肚
子，又被做成了小雪球。看着小朋友们
咧开嘴笑的样子，我也情不自禁地笑了
起来，真想和他们再多玩一会儿……

这时，北方传来了风婆婆的呼啸

声，像是在责备我们：“雪娃娃，你们怎
么还在这儿啊？该去下一站了！”我们
顺着风婆婆手指的方向飘去，来到了田
野。看着光秃秃的田野，我们毫不犹豫
地趴在了土壤上，一层又一层，为田野
铺上了厚厚的棉被，非常漂亮。我仿佛
看见了来年肥沃的土壤，金灿灿的麦
田，饱满的谷粒……

我们在空中飘舞着，看见大街上
全是厚厚的雪，好多穿着防护服的医护

人员等正推着车向隔离区的居民运送
物资。他们口中大声喊道：“一——二
——三——走！”这时，一位医生滑倒
了，但是他不惧风寒，顶着风雪，一骨碌
爬起来继续前进。我看着护目镜中透
出的坚定的目光，心想：医护人员冒着
大雪还要救助病人，真辛苦！作为一片
雪花，一点儿小忙也帮不上，我真不忍
心飘到他们身上……

想着想着，“呼——”风婆婆一
吹，我又变回来了。刚才发生的事好像
一场梦，令我久久不能平静。这场雪花
之旅真有趣！

指导老师 郑晓红

我是一片小雪花
□ 市第一实验小学三（4）班 李佳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