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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阳光在窗台上跳跃，透
过玻璃，不远处的油菜花正泼剌剌
地绕在人家的房前屋后，望着面前
摊开的作文本，一行文字跳到眼前：

“外婆侍弄土地，就像她在鞋面
上绣花一样，一针下去，绿的是叶，
再一针下去，黄的是花……”

多美的文字，又轻声朗读了一
段。合起作文，看了封面，知道是宇
豪写的。对身旁的先生炫耀起来，

“瞧瞧，咱班的孩子，这语言功底绝
对有作家的天赋。”说着把本子摊到
他跟前。

分分钟后，先生抬头瞅着我：
“是吗？是你们孩子写的吗？挺眼
熟的哦。”

“眼熟？”忍不住埋头于这篇习
作，细细读完。语言优美，情感细
腻，只是这样的文字的确不像小学
生的文笔，而且文字所表达的情感
过于深刻，细一分析，这篇习作真有
抄袭嫌疑。眼前便有了宇豪的样
子，文文静静，平日里捧着个书本，
与他交流未语先微笑，一副可爱小
男生的模样。这篇习作是我布置的
一篇征文，关于亲情的，而且特意强
调不能抄袭。

先生见着我的不悦，笑笑道：
“这篇习作是抄来的，好像是丁立梅
的《祖母的葵花》。不过，之于孩子
不必过于较真，会欣赏也很不错
的。”话音刚落，我立马起身到书房
准备去找这篇文章，很是有些气愤：
不行，得将证据找出来。我要汇报
他父母，小小年纪，竟敢这样急功近
利。先生一把拉过我：“干嘛呀，这
是！你把他揪出来起什么作用？你
是做警察，还是做教师啊？”

先生的一句话让我愣在那里。
是啊，我是教师，是做教育的，不是

抓小偷、审判犯人的警察。查出一
个结果就那么重要吗？就算我查证
属实又能怎样呢？难不成让他的家
长也一起生气，然后狠狠地揍孩子
一顿让他长个记性？或是让他父母
当着全班学生的面狠狠地批评他以
杀鸡儆猴？那么，要我这个做老师
的干什么呢？

“你是做警察，还是做教师啊？”
先生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决定向
大师请教。翻开最近读过的《教育
的情调》一书，马克斯·范梅南提醒
我们：老师绝不能像一个过路人、一
个警察或一个朋友那样看待孩子，
老师必须以教育学的眼光看孩子。

怎么办呢？听之任之，还是直
接指出他抄袭行为的错误？

范梅南还说，作为教育者，无论
我们的举动多么充满善意，我们的
言语和行动所表达的情境仍然可能
与孩子体验到的那种情境根本就对
不上号。

是的，这是一个教育契机，得先
弄清楚动机再说。

窗外的阳光依旧灿烂，油菜花
在眼前轻轻摇动，一旁的先生沉迷
在他的手机中。烦躁的我此刻无心
继续眼前的作文本，捧起手机，打开
微信，看着宇豪的头像，好久。

终没按住心头的疑惑：在吗？
老师看了你的征文哦！

很快，手捂脸的表情包出现在
屏幕上。见状，我立刻回道：咋啦？
这篇文章非常出色，只是……

沉默，还是沉默，差不多有五分
钟。我仿佛看到他捧着手机，白净
的小脸羞得红通通的了，肯定也如
我一样，再也看不进他最爱的课外
书了，肯定会忐忑地不知该怎样接
我的这个话题了……

还好，屏幕终于出现他的话语：
对不起老师，这篇习作不是我写的，
我今晚重新写一篇，行吗？

“行呀！只是老师想知道其中
原因，老师相信你的诚实和优秀。”
我也立刻回复道。

等了很久也没收到他的回复。
心中一直郁郁着，想着有时还

真的不能小看了这些小不点的心
思，明天得找个机会与他好好聊
聊。我信，爱读书的孩子不会坏。

晚间临睡下时，还是收到了宇
豪的回复，还有他的习作。虽未说
出抄袭原因，但也保证了今后不会
再有这样的行为。

孩子们的心灵是柔软的，我又
怎能用坚硬的物件去触碰呢？听宇
豪这么一说，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下
来。不过我得以软制软。我想这个
时候这孩子应该听得进道理的。

“下次别这样了。早点休息
吧。记住，以后哪天作业不能按时
交，同老师悄悄说一下。学习，成
长，就像建高楼一样，怎么能从中省
去一块砖一片瓦呢？要是人生大厦
偷工减料，一定会坏大事的！”

“我记住了，谢谢老师！”这八个
字很快跳入我眼帘。

此刻，窗外金黄的油菜花在路
灯的照射下虽不似阳光下泼泼洒
洒，但以路灯为圆心，那一方菜花仍
泛着别样的光芒。我仿佛看到一个
欢快的孩子，安静地微笑着躺回床
上。

“你是做警察，还是做教师啊？”
今后的日子，我会把先生的这句话
当作一面镜子，悬在我眼前。相信
在这面镜子里，我能看到自己的童
年，看到曾经也是孩子的我在上学
期间也犯过类似的小错误。有了这
一面镜子，我以后在面对学生的时
候，想必会多一些教育学的视角，不
会那么严苛，不会那么冷漠，留一些
弹性的空间给成长中的孩子。

丢下手机，黑暗中，我默默对自
己说：做教师，不做警察。

做教师，不做警察
□ 市临泽小学 陈惠萍

幼儿园班级环境历来被誉为
班级的“隐形老师”，在幼儿园课程
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也对幼
儿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幼儿来说，老师将自己的作品展
示出来，是对自己创作的最大肯
定，也是对自己最大的激励。

幼儿作品展示的模式如下：
一、情境化的呈现
这是指根据其内容和特点，

丰富其背景，让背景烘托于幼儿
的作品。大班有一节美术活动
《海底世界》，在这个活动中，我们
设计了一幅很大的海底世界图，
有蓝绿色的大海、有各种各样彩
色的鱼，还有在大海里舞动的水
草。有了这样赋予情境的背景，
幼儿对于绘画和欣赏更加感兴
趣，而且会通过自己丰富的想象，
赋予画面新的生命力。

二、情趣化的呈现
这个方式特别适应于小班幼

儿。比如，小班手工活动《棒棒糖》
中，我们设计了“棒棒糖专卖店”，
准备一个小货架，在货架上有许多
真实的棒棒糖，还有教师的范例，
我们插上了孩子们制作的棒棒
糖。这样的呈现形式，幼儿看了流
连忘返，很吸引他们的目光。

三、立体化的呈现
这里的立体化是指通过一些

辅助材料，将幼儿美术作品富有立
体化的呈现。比如，美工活动《爸
爸的胡子》，引导幼儿用纸片通过
撕、贴的方式做出爸爸的胡子。幼
儿作品完成后，运用长方形废旧纸
巾盒，上半部分粘贴孩子的作品

——爸爸的胡子，下半部分作为延
伸活动，请幼儿用各种方式，帮助
爸爸设计服饰。幼儿完成后，看到
立体的“爸爸”非常激动，引起他们
极大的兴趣。

四、悬挂式的呈现
班级的空间是有限的，活动室

的墙面不多，有时候为了节省空间
以及美观的需要，我们会采用一些
悬挂的方式将幼儿的作品展示出
来。同时，这种悬挂式的呈现还可
以作为班级区域的隔断，可谓两全
其美了。

五、组合模式的呈现
1.小组模式
班级活动很多时候都是以小

组为单位的，因此，我们在呈现作
品时基本会选用小组组合的模式，
也就是以小组为单位。这样既可
以使每个孩子被关注，又让每一组
的幼儿都有展示的机会。

2.混搭模式
这种混搭包括作品混搭和结

构混搭。作品混搭：就是将幼儿创
造出来的作品，如：绘画、纸工、泥
工、彩绘、创意作品等，两种或以上
类型的作品混搭在一起，呈现在环
境中的效果比单独的个体展示，不
管是从吸引人的目光还是立体效
果及颜色的对比上都要强很多。
结构混搭：我们通过平面展台立体
化，或是将立体的平面进行创造性
地利用，将幼儿的立体作品展示在
平面的平台上，或者是将平面的作
品立体化地展示。这样的结构混
搭对整个班级的环境布置都会有
提升。

班级环境创设中幼儿作品的展示策略
□ 市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时宏宇

奶奶最经典的衣着搭配，莫过
于大红格子黑条纹衬衫，腰间别着
一条似乎翠绿得能滴下来的帕子。
如果到了四五月份，还会有朵香得
热烈的栀子花，开在她烫得卷卷的
头发上。

奶奶好笑极了，我从小到大都
这么想。她的性格亦如那红格衫、
绿手帕一般泼泼洒洒。每次去公交
站台接她，她都是车厢里最惹眼的：
背后一个鼓鼓的背包，身前挎着蓝
布包，膀子上一个小花包，手里拎着
一只鼓鼓的蛇皮袋，俨然是一个被
包挟持的“犯人”啊！这个“犯人”居
然对我嚷起来：“愣在那里做什么
呢？快来帮我拿啊!”

奶奶来我家以后，我便立马沦
为她可怜的跑腿小兵了。“把菜择
了！把被单晒出去！把花浇了！把
垃圾倒了！”她叉着腰，扯着绿手帕
擦头上的汗，“叫你做点事真费劲！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爸爸告诉我，奶奶年轻时，一个

人能顶三个人呢。我想象着，一个
红格衫、绿帕子，烫着头发的年轻女
人，在田间辛勤劳作，在袅袅炊烟下
把两个流鼻涕的小孩子拉扯大，在
鸡毛蒜皮中成为女中豪杰……我不
由得敬佩起奶奶来。

我的奶奶啊，现在似一片孤零
零的叶。她这次是偷偷来的，什么
也没带。她说她在厨房做饭时崴了
脚，腰也好疼好疼。她说丁爹爹的
肺里长了好大一个瘤，没人跟她斗
嘴了。她说广场舞队换了队长，人
家不让她参加，因为她太老了。她
说她不打牌了，她老看错花色……

我忙说：“没事的！奶奶没事
的，我带你去吃拉面！”

奶奶的手缩在红格衫里，沉默了

许久才问道：“拉面馆在哪里来着？”
怎么会没事呢？那家拉面馆，

在我的童年，奶奶带我去了无数次
啊。为什么忽然之间，她就犯糊涂
想不起来了呢？

奶奶终于闲了下来，一个人坐
在阳台上，戴上眼镜，数楼下经过的
汽车和身边盛开的花儿。

我于是跟她聊老家的事，谁家
生了孩子，谁家闹离婚，谁家孩子上
了好大学……她显得很兴奋。突
然，她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耽误
你写作业了？”

我把作文本拿到她身边，一个
字一个字很认真地写。她低下头，
呼吸都不敢出声，好久才问：“你在
写什么呀？”

我一本正经地说：“我在写——在
写一个英雄人物，她是一位老太太。”

她眯起眼：“是吗，哪个老太太
啊？”

我故弄玄虚地说：“您猜呢？”
指导老师陈万华

逐渐落伍的奶奶
□ 市汪曾祺学校八（3）班占铃霏

人生中，有酸，有甜，有苦，有
辣，只要你用心去品味，你就会发
现它们都是一首动听的歌。

酸是一首婉转、绵长的歌。
品味着酸，你会发现世间其实

是有温暖的，或多或少。当我被别
人诬蔑时，我会感到无助，心里酸
酸的。但总会有人站出来相信我，
支持我。只要我是对的，就一定会
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帮助我。我发
现酸是一首无间断而又美丽的歌。

甜是一首欢快、幸福的歌。
品味着甜，你会开心地笑。“授

人玫瑰，手留余香”，你会看到自己
有多么的快乐，别人有多么的幸
福。开心时，将快乐分出一半给身
边的友人，你会感到他也在笑，周
围的空气流动更快，花香鸟语，一
切都是欢快的。

苦是一首起伏、跌宕的歌。
品味着苦，你会听出它的优

美，它的动听，就如《二泉映月》，众
所周知，这是一首坎坷的歌，但听

起来却是异常的优美。在人生百
味中，苦最现实，也最有意义，它给
你点燃了指明灯，让你在黑暗中鼓
起勇气，继续前进。一艘航行的
船，总要经历大风大浪，这样才能
够看到风平浪静后的优美景色。

辣是一首激情、热烈的歌。
品味着辣，你会觉得它是那么

的火热，那么的有生命力。辣让你
觉察到生命的律动，盎然的生机。
辣是社会在进步、潮流在涌动最好
的见证物。流行的歌，总会有辣
味，或多或少。辣是一首昂扬、富
有生命力的歌。

酸、甜、苦、辣，动听的歌，人生
因为有了你们才更有意义。

指导老师 周和妹

酸甜苦辣都是歌
□ 市外国语学校顾玲

我的外公今年六十有八，他有
两个雅号：一是“钓鱼专家”，二是

“面食大厨”。
先说“钓鱼专家”。不知道啥时

候起，外公爱上了钓鱼。他叫妈妈
帮他在淘宝上买钓竿、钓线、钓钩等
等，还总在东头小屋里捣鼓这些东
西，一忙就是半天不出屋子。外公
经常早上5点钟就离家，晚上快6
点时，太阳都打哈欠了，才回来，搞
得跟上班族一样，早出晚归。每逢
钓到大鱼，外公便高兴得像个孩子
见到了玩具一样，那兴奋劲儿没得
说，一家人都听他讲述钓到大鱼的
经历。若是收获甚少，外公便带着
抱歉的微笑回来。总之，只要出去
钓鱼，外公没有一次空手而归的。
有时，外公和我们外出踏青郊游，他

都惦记着钓鱼的事，在一个地方转
悠一下，就能找到好多钓点。你说，
我外公是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钓
鱼专家”啊？

再说“面食大厨”。外公的手机
上有一个 APP 软件，叫“好看视
频”。他没事就看看那里面的内容，
特别关注做面食的视频。经常大半
夜，外公还在厨房里发面、和面、揉
面，忙得不亦乐乎。原本软塌塌的
面糊糊，在外公那双又大又粗糙的
手上渐渐变成了软软的、弹性十足
有温度的面团子了。再把面团子放

进冰箱里，第二天早上，它就膨胀开
来。外公就用它来炸油条、做馒头、
烙面饼……外公总是变着花样为一
家人做各式早餐。外公的那双巧手
就像施了魔法一样，似乎没啥做不
出来的。前一阵子，外公又买回了
个面包机，用面包片配炼乳，再来一
杯橙汁，西式早餐就新鲜出炉了！
每每吃着外公做的各式早点，我们
全家人一天的心情都美美的。

我的外公做过语文老师，他经
常教我练字，如何把字写方正，如何
提高写字速度……外公还是一位有
问必答的“周百度”，任何问题都难
不倒他。

这就是我的“全能外公”，我的
偶像！

指导老师王永红

我的“全能外公”
□ 市实验小学东校区五（5）班赵景楠

夜晚，我和老爸坐在院中赏
月。望着月亮，老爸沉思了一会
儿，说：“我小时候多艰苦呀，哪像
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好奇地
问：“老爸，你小时候怎么艰苦呀？”
老爸向我讲起了他的童年……

那时，他们村人的家庭条件大
都不好，大人们都在田间干活，孩
子们只能自己做饭，自己走路上学
……包括我的爸爸，他九岁就学会
了做饭，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一个晴朗的中午，太阳炙烤着大
地，世界都快被烤焦了。老爸放学
了，他顶着一头大汗，一路从学校
走回家，一进家门，便放下书包下
田割菜。阳光直射下来，他却忍着
烈日，用力割菜。割完菜，便回家
洗菜、切菜、烧菜……那时还没有
现在的灶具油烟机，各家都是砌的
锅台。老爸搬来大堆柴火，坐在柴
堆里，将柴火一根一根慢慢塞进锅

膛里点燃，加热搁在锅台上的大
锅。柴火点燃了，锅膛口冒出了缕
缕青烟，在厨房里弥漫开来。架好
柴火，接下来得在锅中倒油、炒菜
了。老爸当时才九岁，个头不高，
得站在小板凳上，才能够得着，还
得卖力翻炒……

听了老爸的童年故事，我不禁
感叹：老爸小时候生活真艰苦，那
么小就得自理，跟我们现在真是大
不相同：我和弟弟放学一回到家，
就有丰盛的饭菜端上桌，可有时我
们还那么地挑剔，这不吃，那不要，
都被宠上天了，还不知满足。我们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指导老师 吴学平

与老爸比童年
□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五（7）班 徐梓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