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外面
的世界一片喧腾，色彩斑斓。
我在九年级繁忙的学习中，却
将这美好的春天遗忘了，直到
今天走进教室，满满的春意才
忽然在我面前绽放。

和往常一样，我拖着疲倦
的脚步来到班级门口，却看见
黑板前挤着一大群人。出于
好奇，我挤进去看了一眼，黑
板上这么写着：“现有一名同
学因车祸住院，今天来学校，
请同学们给予友好帮助。”后
面还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

我的心里猛地一阵暖，那
个笑脸深深印在了我的眼睛
里。看着那行字，我心里被繁
忙的学业所堵塞的一块地方
似乎被划破了一个口子，一束
束阳光被投放进去。

突然门口有个同学喊道：
“她上来了！”

班长急忙将那行字擦去，
将另一块黑板拉了出来，在我
眼前忽然绽放的不只是一行

字，而是整个春天。我一字一
字地看着：“没有谁的生活会
一直完美，但只要向着前方，
满怀希望就所向披靡。”

那个拄着拐杖的身影蹒
跚而来，在我的前、后、左、右，
每个人都围了上去。这个帮
她拿书包，那个扶着她坐下，
还有的把自己的笔记拿出来
给她。班长也笑着对她说：

“不用担心，你缺的课我会帮
你补好的。”她就一直在笑着，
眼里满是欣喜与感激。

外面的天气真的很好
呢。风很温柔，桃枝从窗外
伸进来，上面缀满粉红柔嫩
的花朵，像年少的心。不时
有鸟的啁啾，清脆，婉转。黑
板上的那行字，被我默默刻
进了心里……

黑板上的春天
□ 市南海中学九（11）班徐清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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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世界就像一块神奇的土地，深
深地吸引着小学生，影响着他们的生
话。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曾公布的《中
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显示，目前我
国网瘾青少年约占青少年网民的
13.2%，其中13—17岁的青少年网民中
网瘾比例高达17.1%，青少年沉溺网络
而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十分突出。一
个网瘾少年如不能迷途知返，就意味着
一个幸福家庭的毁灭。面对网瘾少年，
我们该做些什么？

开学没多久，我就发现雨辰同学每
隔一两天就要迟到一次，每次都有不同
的理由，后经调查发现他竟去了网吧。

那天下午他又迟到了。我拨通了
雨辰妈妈的电话，她风风火火地赶来，
直奔雨辰的座位。随着“啪，啪”两声脆
响，雨辰脸上泛起几道红红的印迹。妈
妈拽着他就往外跑，说不让他上学了。
我急忙拉开了他们母子，好言劝慰。

通过和雨辰妈妈交谈，得知雨辰自
从两年前迷上网络游戏后，成绩急剧下
降。有一次，他爸爸在网吧找到他后，
与网吧老板发生冲突，一怒之下竟砸坏
了东西，还赔了不少钱。听了雨辰妈妈
的讲述，我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作为人母，我对他们的做法表示理解，
但不赞成。今天的两巴掌，打掉了孩子
的自尊，也会让孩子从此向家长关上心
扉。

送走了雨辰妈妈，我陷入了沉思：

我该如何教育雨辰？是声色俱厉地训
斥，还是苦口婆心地劝说？经过反复思
考，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现：通过我
们这个班集体来教育他，让每个学生都
来做回“教育者”。

当天晚上，我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
业：回家翻阅资料或上网查询，了解网
络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找找青少
年沉迷网络从而对身心造成极大伤害
的案例，然后思考我们应该怎样正确面
对网络，最后给雨辰同学写一封信《醒
醒吧，雨辰》，要求有理有据，有真实情
感。第二天，46封信交到了我手上。
细细品读后发现，同学们确实都做了精
心的准备，想不到我的学生居然也会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是多么好的教育
资源啊!

周五，一堂别开生面的班会课开始
了。一位位同学捧着信陆续走上讲台，
声情并茂地朗读着。“雨辰，看到你被打
后脸上那红红的印迹，我想你的脸很
痛，心一定更痛。可你知道吗？你妈妈
比你还伤心。”“自从你玩游戏成绩退步
后，我妈妈就不许我和你在一起玩了。
雨辰，答应我，我们重新开始，一起学

习，一起游戏吧!”“雨辰，其实你很聪
明，只要肯花时间，你的成绩定会名列
前茅。“……”教室里静极了，不一会儿，
便听见雨辰轻轻的啜泣声。后来，他竟
趴在桌上呜呜地哭起来。这时，好多同
学也是眼含泪花，他们被自己感动了。

没有空洞的说教，有的是真诚的劝
说、心灵的沟通。这是极好的教育契
机，我不失时机地作了总结：“孩子们，
想不到你们的认识如此深刻，你们的感
情如此真挚，你们让老师很感动，相信
雨辰同学也很感动。雨辰同学，听了同
学们写给你的信，你定有很多话要对自
己说，能给自己写封信吗？”“能!”雨辰
重重地点了点头。

下一周的晨会课上，雨辰声泪俱下
地读了他写给自己的信。这其中，有对
过去的悔恨，有对父母的愧疚，有对老
师和同学的感激，更有痛改前非的誓
言。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
掌声。我知道，教育的目的达到了。我
当众交给雨辰一个任务，协助我做好班
级网页。接下来。我又和雨辰父母取
得联系，希望他们能抽时间陪孩子上网
冲浪，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可以让孩子
上绿色网站。

一学年过去了，我们的班级网页精
彩纷呈，毕业成绩雨辰名列前茅，自信
又写到了他的脸上。所以，请相信孩子
们，给予他们自主管理的空间，让他们
做一回自己的“管理者”。

自主管理，让学生也当回“教育者”
□ 市实验小学东校区 陈久琴

自从上小学后，我就再也
没去过城里的老澡堂了，就是
那种又小又脏又吵的澡堂。
上次家里的浴霸坏了，父母不
在家，自己也不愿出远门，于
是便到附近的澡堂将就。

果然，城里的老澡堂还
是没有什么变化：大厅里放
着两张沙发，一张茶几，正对
着大门的是长长的吧台，上
面横列着蓝色、红色的拖
鞋。更衣室里除了一墙的储
物柜，还有几张拼在一起的
木凳。令我最熟悉的就是打
开浴室门的那一刻，白汽弥
漫，不禁想起几年前我在浴
室门口滑倒的情景——脑袋
朝地撞了个包，后来吓得几
个星期都没敢去澡堂。

这样的澡堂十分简陋，
里面没有花洒，只有一根根
水管从墙里伸出，倾下水
柱。来洗澡的大多是老年
人，年轻人怎么还会看得上
这种地方呢！老太太们弯着
腰，手携着小孙女，或抱着出
生未久的娃娃。她们通常从
自家带来小凳子，架在“花
洒”下，坐在上面享受热水给
予的温暖，一边涨红着脸，一
边搓着身子，有时还会从包
里掏出一只苹果来啃上半
天。澡堂里最热闹的就是几
个互不认识的老太太操着一
口方言聊家常，小孩子们用
盆子泼水，到处嬉闹。

在上小学之前，我一直是
奶奶带的。对于奶奶家的记
忆，除了那种满菜的小园子，
还有差不多被我遗忘的小巷
子。奶奶家的旁边有一条小
巷子，青石铺的路，水泥砌的
墙，夏季一到雨天，那里便长
出了青苔，蛤蟆也会鼓着腮到

处乱跳。巷子里的居民许多
都是老人了，他们最大的快乐
莫过于到哪儿都拎着一张小
凳子，出门前口袋里抓一把早
已回软的瓜子，或从自家院里
的果树上薅一手枇杷。遇上
有人打牌、下象棋，就坐在一
旁围观，有时还会押上一角或
两角作赌注。大黄狗慵懒地
趴在地上，一趴就是半天。老
先生下班回家，骑着的老式自
行车“叮叮当当”发着响。巷
里的老房子至今还留着烟囱
呢。小时候，每到黄昏，炊烟
袅袅，一闻到饭菜的香味，便
一溜烟地往家跑。那里的老
房子隔音不好，家里要是有人
吵架或聚会，就能传遍整条巷
子。早晨，妇女们起床总是晒
衣服、被子。巷子很窄，两旁
的房子靠得也很近，女主人们
若是在阳台上相遇，总会热情
地隔空打招呼，再聊上几句，
笑声爽朗，新的一天便开始
了。

现在物价高涨。之前我
们家的胡椒一直是在药店里
买的，20元钱的量也就那样，
且一年比一年少。被我们遗
忘的老药店仍停留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老城区的街道
里藏着许多宝藏，尽管那些门
面又破又乱。我曾经路过一
家店，卖些花椒、盐、面粉等，
用20元从那买来的胡椒可以
装满比手掌还要大的袋子，那
味儿实在是浓。

指导老师 陈增美

被遗忘的
□ 市汪曾祺学校九（15）班张清芷

最近，笔者参加了一次学校组织的
课堂教学研讨活动，观摩了一些教师的
课堂教学。无论是个人素养还是驾驭
课堂的能力，老师们的表现都可圈可
点。课后在对学生进行跟踪调查时，结
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不少教师
还是一味地追求课堂容量，形式上的内
容多了一些，更多地关注于流程的顺
畅、环节的完成，而忽略了学生实际的
学习效果。那么，课堂容量如何准确把
控？笔者认为不妨做好以下两点：

一、课件的使用要合理
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给我们的

教育教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解放了教
师，活跃了氛围，课堂效率也提高了不
少。但我们也应知道，课件只是课堂教
学的一种辅助工具，跟其它任何一个教
学工具一样，教师切不可为了用而用，
更不能因此被课件所捆绑。笔者曾经
听过这样一节课，那节课上教者一共用
了三十几张ppt，课件也着实做得精
美。从教学的导入语开始，就用上了课
件，就连文本也被分成好几个ppt播
放。课堂上，学生看似专心听讲，殊不

知，早已被课件精美的图案、动感的画
面所吸引。一节课下来，不少教师只记
得课件做得好，对真正应该关注的师生
活动却印象不深。细想一下，听课老师
的关注点都被转移了，更何况自控能力
差、好奇心强的学生呢？一节看似课堂
容量大的课，教学效果却一般，我想这
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很多人佩服一些
大家、名家的课，一支粉笔、一本书、几
张PPT就能上出精彩纷呈的课，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懂得如何合理使
用课件，而不是秀课件。

二、环节的安排要科学
一节课40分钟，要通过不同的方

式将师生对文本的解读展示出来，确实
比较难，因此，在设计各个教学环节时
就必须科学。相信不少教师曾经感慨
过这样的课堂：教师在设计上可谓是容
量十足，小组讨论、自读感悟、拓展迁移

等一环紧扣一环，看似循序渐进、层层
深入，却华而不实。小组讨论只是几个
人简单地围坐在一起侃侃而谈，毫无目
的；自读感悟还没读几分钟就草草收
场，感悟何来；拓展迁移也只是几个优
秀学生的展示，迁移不够……这样流于
形式的课堂，学生又能学到什么呢？笔
者认为，与其设计这么多走形式的环
节，还不如更实在一点，紧扣一两个点
进行深度探究。如，小组讨论就多花点
时间让学生进行实实在在的交流，学生
在这样时间充裕的讨论中，一定会碰撞
出不一样的智慧火花，对文本的理解也
会更为透彻。个人很欣赏于永正老师
的课，为了让学生读通、读透一篇课文，
不惜在课堂上花大量时间进行阅读指
导。课堂容量看似很小，却让学生真真
切切地学到了东西。

课堂容量大不代表教学效果就好，
课堂容量的安排要充分尊重教材、尊重
学生。从备课到上课，以对学生知识的
形成、能力的开发为准绳，让课堂焕发
生命活力，让课堂产生学生思想，让课
堂展示教学个性。

关于课堂容量的一点思考
□ 市龙虬镇龙虬小学周志坚

油菜花又开了。
每逢清明节，田间的油菜花都开得很盛，黄灿灿的一

片，洋溢着春天独有的气息。但，此时我有些压抑。
几年前，太姥爷去世了。每个清明，我都会去油菜花

环绕的墓地看望他。
从记事起，我就很喜欢那个满头白发的爱笑的老头。

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每次都很开心。他就像个孩子
一样。一天，他带我去田间玩。“老头，那是什么？”那时我
总爱叫他老头。“叫太姥爷，没大没小的！”他斥责道，脸上
的笑容却出卖了他，说着还用手刮了下我的鼻子，“那些
啊，是油菜花。怎么样，小丫头，好看不？”我使劲地点着
头。的确，大片的油菜花很好看。

我们迎着太阳，继续往前走。就在不远处，有一片墓
地。由于我对这片土地不熟，便又问：“老头，那里是什
么？”他的神色黯淡下来，似乎想起什么事似的，“那是墓
地，是去世的人的家。唉！人老了……”

每次看望他，他都会带我去田间走走，走到墓地那儿就
原路返回。虽然返回了，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他路过墓地时的
失落和害怕。也许是人老了，害怕自己会回到另一个“家”。
于是，我总兴高采烈地哄他开心，并说：“我不喜欢这里，以后
我们不要来了！”他总是溺爱地看着我，轻轻地说：“好。”

后来他去世了，埋在了那片墓地。
他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我再次走在那条熟悉的通往

墓地的路上，依旧是一路菜花相伴。菜花是灿烂的，甚至
灿烂得有点刺眼，我不喜欢。

我抚摸着冰冷的墓碑上他那温暖人心的照片，悄悄说：
“老头，你家那边的油菜花开得好看吗？”指导老师王子瑛

油菜花开
□ 市汪曾祺学校八（13）班 顾梦源

日常生活中，我们无处不需要用眼。看书需要眼睛，
看电视需要眼睛，看风景更需要眼睛，目光所及，方能领略
这个世界的绚丽多姿与勃勃生机。俗语说“眼睛是心灵的
窗户”，这话一点都不假。

去年寒假的一天，我和爸爸去浴室洗澡。刚进浴室
门，爸爸的眼镜就蒙上了一层雾气。爸爸叹了一口气，从
衣兜里掏出眼镜布熟练而迅速地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
后，买了澡券，带着我进去。洗澡期间，爸爸也戴着眼镜，
我好奇地问：“老爸，你为什么不摘掉眼镜呢？”爸爸无奈地
回答：“我两只眼睛分别近视750度，一摘掉眼镜就看不清
了。”“我很羡慕你视力这么好。都怪我从小不注意爱护眼
睛，现在可遭罪了。你要好好保护眼睛，别把自己弄近视
了！”爸爸随即补充道。看着爸爸紧皱的眉头，我深深地点
了一下头，庆幸自己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春节前，家家户户忙清洁，我家也不例外，爸爸妈妈扫
地，奶奶擦窗户、抹柜子。突然，奶奶喊了一声：“不好了，
针掉下去了，我花眼看不清楚，你们一起来找找，不然容易
戳着脚！”爸妈闻声，停下了手中的活，凑了过去，顺着奶奶
指的方向，各自搜寻，可许久也没找到。没办法了，奶奶喊
我过去帮忙找，于是，我放下作业，在奶奶说的位置周围转
了一圈，猛然发现一根闪着银光的细小物件，弯下腰一看，
原来那根针正安静地躺在奶奶的身后。妈妈开心地说：

“还是你眼睛好。爸爸妈妈都是近视眼，奶奶是老花眼，你
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听了妈妈的话，我很开心。

现在，每当我看到戴眼镜的人，都会告诫自己，眼睛是
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改掉不良的用眼习惯，加
倍呵护好这心灵的窗户。 指导老师邱晓萍

爱护眼睛，光明一生
□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五（8）班 姜钰煊

中午，灿烂的阳光照在教
室南面的桌子上，那一张完美
无缺的桌子就是他——“虫大
象”的。他名叫从元祥，我为
什么叫他“虫大象”呢？因为
他的姓我念腻了，就用了读音
相近的字代替。“大象”，是因
为他长得有点胖。

正沉浸在英语作业中的
我，突然被一阵响声惊扰。我
找到了那声音的主人——

“虫大象”。只见他一手拿着
白纸在擦读书笔记，一手拿
着一支漏了油的黑笔。原来

“虫大象”把用完的黑笔放在
桌肚里的读书笔记上，可再
次拿东西时，一脸蒙圈——
黑笔漏油了！他手忙脚乱地

拿了一张草稿纸去擦拭，却越
擦越糟糕，本来只有橡皮大的
墨团变成了烧饼那么大，而

“虫大象”则一脸的可怜兮兮，
是不是害怕老师的白眼？我
倒是很想帮帮他，可我没有面
纸，爱莫能助啊！唉，只能袖
手旁观了。

有时，生活就是这样的猝
不及防，也正是生活中的那一
个个小插曲，让我的校园生活
活色生香。

指导老师尤兆梅

午间小插曲
□ 市秦邮实验小学三（1）班居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