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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楼下那棵大树上有只小
猫，已经三天了。”班上一位小女孩悄
悄告诉我这消息，她一脸担心，我很
是吃惊。急急下楼，走到那棵树下查
看。这树实在高啊，能与五层教学楼
比肩。冷风嗖嗖，枝干交错中，只见
一只小猫，四五个月的光景，瞪着惊
恐的眼睛，紧抓着顶端的一根树枝，
弱小的身躯，随风欲坠。这应该是只
家养的猫儿吧，胆那么小，它从哪里
来，受了什么惊吓，怎么上了树，又为
何不敢自己下来？

后据办公室汪主任讲，他也知道
此事，之前已与几位同事想过好些
办法，爬树够它，竹竿驱赶，用网兜
套，可猫儿竟越爬越高，难度太大。
怎么解救？心心念念全是猫。放学
后汪主任与体育组刘老师又从另一
教学楼窗户用竹兜往树间救助，无
奈距离太远，实在有心无力。我与
几位女同事用猫粮引诱，但它胆太
小，在电筒光照下，仍小脸惶惶。放
出猫叫的声音，树间果然有回应，

“喵呜”“喵呜”。“小可怜，下来吧，听
话！”我们苦心婆心，但它没胆下
树。夜黑风紧，大家只得憾然离开，
祈祷它一夜平安。

又一天，被困猫儿愈发牵动人
心，还在那根树干，还是那个姿势，铜
铃眼瞪着，如木雕般，只有那小尾巴
还在不时摆动。师生路过树下，都要
仰面关心一下。特别是孩子们，上学
下课，一群群聚在树下，一脸忧虑，私
语窃窃。更有孩子走到老师跟前，

“老师，那只小猫好可怜！”“它会不会
饿坏？”“它冻死怎么办？”“一定能救
它下来，你们放心！”我们安慰说。

校领导也知晓了此事，李校长说：
“周末气温降至冰点，猫的生还率渺
茫。今天必须让小猫下树。找辆吊车，
再用竹网套！”为了安全起见，李校要求
必须避过上下学高峰期。一番周折，通
过社区朱主任，我们联系了一位塔吊师
傅，小伙子很有爱心，立即答应。

下午四时，吊车缓缓驶进校园。
车停在树下，塔吊小伙表示，这难度
超出了他的预期——树高不怕，就是
树冠大，枝干交叉，人很难进入作业，
只能用塔吊在猫周边来回驱赶，逼它
下树。众目之下，吊车缓缓升起，又
慢慢伸出，在大树的缝隙间来回移
动。那猫儿虽弱小却灵活，在枝干间
左右跳窜，显然吓破了胆。塔吊小伙
只得又改变路线，一来二去很是辛

苦。已有几位爱心女教师自发拉起
了大大的睡袋，以防小猫摔伤；后勤
钱师傅扛来了长梯，在众人帮扶下爬
上高树，准备随时接应；更有爱心的
赵老师已准备好猫粮和猫窝。

“庞然巨物”继续作业。“向右
点！”“再向下！”“过了，再向左！”“别
伤着它！”树下，老师们的心提到嗓子
眼，纷纷为吊车小伙出谋划策。吊车
不慌不忙，看得出小伙很有耐心。枝
叶纷纷飘落，枝干嚓嚓作响，那猫儿
此刻竟似吃了“定风丹”，紧抓枝干，
纹丝不动，是吓呆了吗？那小模样实
在让人又心疼又着急。

正值课间，整栋楼的学生纷纷探
出小脑袋，更有学生奔下楼来，聚拢
树下。关键时刻，校领导全员出动，
与老师们守在学生身前，让孩子远离
吊车，学生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进
班。众人望眼欲穿，在声声提醒中，
在塔吊小伙近四十分钟的艰苦作业
下，那猫儿终于急急下树，当场被爱
心老师捉进猫窝。众人悬着的心落
了地。待在树上四天的小可怜终于
获救，太不容易啦！此时离学生放学
只剩下十分钟。

小猫惊魂未定，浑身颤抖，被投
喂时狼吞虎咽，显然已饿得不行，于
当晚被一爱心家长领养，后经宠物店
体检并无大碍。真好！流浪的小生
命，因众人的善待，感受到了冬日的
温暖。

校园救猫记
□ 市第一实验小学 吴丽娟

职教高考，是教育部专门针对
职业教育的招生考试形式，旨在培
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为职业教育
学生提供进入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本
科院校及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主要途
径。我从事职教高考毕业班教学20
多年。这20多年里，有求索的迷茫，
有奋斗的艰辛，也有成功的喜悦。

2011年职教高考（当时称对口
单招）考点设在在扬州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我和学生于考前一天下午
到达考点，看考场熟悉考试环境后，
前住考点附近的招待所住宿。吃完
晚饭，学生和我一起走出餐厅。此
时，夕阳西下，天边晚霞散发出迷人
的色彩。正当大家欣赏晚霞美景
时，学生房秀突然问起名词“摆台”
的定义。摆台定义是这样的：“摆台
是为客人就餐摆放餐桌，确定席位，
提供必要的就餐用具。包括摆放餐
桌、铺台布、安排座椅、准备餐具、摆
放餐具、美化席面等。”这一定义由两
句话组成，不少同学往往只记前一
句，不记后一句。两句话表述了一个
完整的名词概念，后一句帮助学生对
摆台有全面的了解。在平时的教学
中，我要求学生“完整记忆”，但在抽
查中，还是有学生只记前一句话。这
次学生问了，我又强调了完整记忆的
重要性，并让大家相互之间检查对方
的完整记忆后，各自散开。

第二天下午，学生走出考场，神
秘兮兮地对我笑，一脸的骄傲。我
知道，肯定是有题目被“押”到了。
果不其然，“摆台”考到了。

2019年职教高考考前最后一
课，我讲解自己出的考前适应性考
试试卷。试卷中有一名词“餐饮服
务质量”不大好记，有点拗口。当讲
到这一名词时，我随机抽查了仅得
两分的李欢，看看她的订正以及课
后背诵情况。李欢背得结结巴巴，
表述不全。我让马安婷背，她一下
子熟练背出，再问李欢有没有记住，
李欢羞涩地点点头。到这里，常规
的处理方法就是让李欢坐下，我继
续讲。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让李欢
再背一次。李欢有点尴尬，她还是
没有用心记。此时，我让马安婷走
到李欢座位旁，面对着李欢背，并要
求全班同学和李欢一起认真听，然
后抽查。全班同学都乐了。马安婷
面对李欢背过后，李欢也顺利背
下。此事到此还没有结束，我让所
有同学再次大声背一背，同时，注视
着每位同学的口型。

第二天下午，当学生走出考场
时，一个个脸上乐开了花。那年，被

“押”到的题目分值高达50分，“餐
饮服务质量”在其中。

2023年2月，我的搭档张恒兵
老师援疆支教，他所教的三门课程
（《旅游概论》《旅游心理学》《中国旅
游地理》）没人接手。因我之前教过
这三门课，部门负责人希望我一人统
领毕业班复习课程。有时，我也喜欢
挑战有难度的事，体验挑战的乐趣。
一人同时教六门专业课程，这在学校
乃至整个江苏职教高考毕业班可以
说是绝无仅有的。

我的职教高考毕业班教学
□ 高邮中专 陶宁

那天我去了王明（化名）同学家
家访。这个孩子生活中属于沉默寡
言类型，不是特别顽皮，不过在学习
上的问题很大，主要表现为：学习基
础比较差，课堂上注意力容易分散，
经常做小动作和讲话，影响别人听
课；学习自觉性较差，作业不及时完
成，时刻需要老师监督。这次家访，
目的是全面了解孩子的家庭成长环
境，拉近与孩子及家长的距离。

从与王明妈妈的交谈中得知，
王明的父母都是普通村民，文化程
度不高，母亲整日忙于田间农活，父
亲长期在外打工挣钱，很少有时间
与孩子在一起交流，缺少对孩子学
习习惯的教育，缺少与孩子的沟
通。父亲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坏、
思想品德的优劣、行为规范的养成
采取的是不加过问、放任自流的态

度，而母亲虽然在家，却也忙于家务
和农活，没时间陪孩子看书和检查
孩子的作业。再加上爷爷奶奶的溺
爱包容，因此孩子始终未养成很好
的学习习惯，使得老师和学校的教
育暗淡无力，使得孩子对学习越来
越缺乏主动性。

了解到这些，我和家长谈了一
些看法：教育孩子需要耐心和恒心，
需要家、校、社会三结合，而家长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必须对孩子进
行正确的引导与教育。一、父母在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经常主动找
孩子沟通交流，以便了解孩子、理解

孩子，也让孩子了解父母、理解父母
的苦心。要了解孩子的长处和短
处，理解孩子的想法、情感与行为。
在做孩子父母的同时，也做孩子的
朋友和老师。二、父母平常要多亲
近孩子，尽量坚持每天与孩子共享
一段时光。通过这种持续有效的家
庭亲子互动，孩子不仅能够从父母
那里感受到关爱，而且能从父母的气
质、情感、智力等方面接受潜移默化
的影响，为自身的心理与智力的发展
补充养分。通过交谈，家长认识到了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表示愿意与学校
密切配合，共同教育好孩子。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王明逐
渐地变得性格开朗，懒散的毛病逐
渐改正，学习生活开始变得积极起
来。通过这次家访，我高兴地看到
孩子的良好习惯正在慢慢养成。

一次家访
□ 市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赵桂珠

记得几年前，我牵着爸妈的手
去参观盂城驿。稚嫩的我看着景点
旁的介绍，陷入了不认识字的烦
恼。这时，一个穿红色志愿者服装
的小姐姐向我走来。她弯下腰，露
出明媚的笑容，温柔地问我需不需
要讲解。我点点头。她的言语流
畅，时而急速、时而平稳，伴随着手
臂的摆动，好像一位专业的讲解
员。我陶醉其中。在她流利的解说
中，我了解了许多有关盂城驿的知
识。我对那位姐姐充满了敬佩。

转眼间，我已步入中学。在一
次志愿讲解活动中，班主任为我报
了名。穿上那红色志愿服时，我十分
紧张。手里的稿子已经被我捏得皱
巴巴的，能感受到额头上有汗水流
下。望着面前停停走走的游客，望着
蔚蓝的天空，思绪不由飘回到几年
前。心想：那位志愿者姐姐第一次讲
解，是否也这么紧张？她当时是怎么
做的呢？指导老师似乎懂得我的心
思，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头，
和颜悦色地说：“加油！我相信你能
讲得很好！”我呼出一口气，点点头。

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一群在景
点旁逗留的游客说道：“你们好！请
问需要讲解一下这个景点吗？”我的
心中仿佛住进一只兔子，上窜下跳
的。“谢谢啊，不需要了。”其中一个
人摆摆手，众人拍了照片，就都离开
了。我难过地垂下头，脑海中又浮现
出那位志愿者姐姐的面庞。她在遭
到人拒绝后会怎么做？是就此放弃，
还是乐观地等待下一个游客？正当
我抬头想要继续当一位“小透明”时，
目光却定住了。

一位老爷爷正看着景点的介

绍，又时不时地抬头望向景点，眼神
中充满了疑惑。我似乎看见了小时
候的自己：迷茫而又渴望了解。我
走过去问道：“您好，请问需要讲解
吗？”“啊？当然需要！”老爷爷受宠
若惊地点点头。他认真地看向我，
好像一个学生正认真地听老师上
课。“这个是邮驿图，上面有49个站
点，如今只剩下我们盂城驿了……”
初次脱稿讲解，说得有点磕磕绊绊，
老爷爷却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继续
讲解，“右旁的诗相当于今天的导航
……”随着我介绍的结束，老爷爷露
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立刻说道：“刚
才光看这首诗，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小姑娘，
你讲得真好！”他的话使我信心倍
增，迫不及待地想要继续讲解。

秋日的阳光虽不如夏天的炽
烈，但照在人身上久了，难免燥热。
此时的我正当着一大群游客讲解日
晷，“日晷是古代人民的一种计时工
具。古时候有12个时辰……”周围
一片寂静，阵阵微风吹过，带来鲜花
的芳香。“啪啪啪……”不知是谁带的
头，雷鸣般的掌声响起。

志愿者活动结束，已是夕阳西
下，余晖把周边的云朵晕染得和奖
状的色彩一样鲜艳夺目。

几年前的那位志愿者姐姐一定
获得更多的掌声和赞扬吧，我什么
时候可以做到和她一样好呢？

指导老师王子瑛

志愿讲解
□ 市汪曾祺学校九（13）班吕悦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感
冒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需要
上班，奶奶就请大姨奶奶来照顾
我。

当时正值夏日，我的心情也跟
这炎热天气一样，变得浮躁起来。
因为感冒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跟小
伙伴们去做游戏，最多只能跟着大
姨奶奶在小区里散步。只有在家
看电视，才能使我心中的雾霾消
散。可是奶奶晚上回家，把电视遥
控器给收了，说是感冒的时候不能
看电视，不然眼睛更加容易近视。

自从看不成电视，我的心情变
得愈加暴躁。我厌倦了这种无聊
的生活，所以跟大姨奶奶在一起的
时候，经常冲着她大喊大叫。其实
这些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每
次她都饱含歉意地对我说：“没事
的、没事的，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
一会儿，就会好的……”

一天，大姨奶奶悄悄地走进我
的房间，微笑着对我说：“人民公园
里的荷花开了，我们一起去看荷花
吧！”我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荷

花有什么好看的，丑不拉叽的。”过
了几天，大姨奶奶几乎是用着央求
的语气对我说：“我带你去人民公
园看看，好吗？”我还是无情地拒绝
了。但我想到一个好玩的游戏
——跟大姨奶奶在家捉迷藏。其
实她每回都知道我躲在哪儿，可是
仍然装出找不到我的样子，逗得我
无比开心。

前年我跟爷爷奶奶一起去人
民公园游玩，走到小湖边，看到那
一大片亭亭玉立的荷花，我被眼前
的美景折服了。同时，我的心也被
那亭亭玉立的荷花深深地刺痛了，
我的眼里满是大姨奶奶的身影。

去年奶奶过六十岁生日，酒
席上，我总觉得少了个什么人。
奶奶跟她的兄弟姐妹坐一桌，我
坚持要他们空一个位置下来，谁都
不许坐…… 指导老师孙朝霞

我的大姨奶奶
□ 市汪曾祺学校七（17）班徐马煜

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仿佛是一个奇妙的万
花筒。每当我们转动一下，就会有全新的图案和
色彩展现在眼前。这不，第一次作为球队队长参
加篮球比赛，就是一段美妙而难忘的经历。

比赛开始了，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我们
黄队率先抢到球，一个个犹如猎豹一般朝篮筐下
冲去。2号队员一个漂亮的三步上篮，那球在空
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空心入网，顿时场下的
呐喊声响彻云霄。红队也不甘示弱，他们加强了

防守，伺机进攻……“25平了！”解说员用洪亮的
声音说道，“红队罚球两罚全中，黄队加油啊，只
剩下半分钟了！”突然，队友将球传到我的手上，
身为队长的我知道此球责任重大，来不及多想，

只能边拍球边调整角度，接着使出浑身的劲朝篮
筐投去。胜负就看这一球了，全场的人都屏住了
呼吸，我甚至不敢去看篮球的轨迹。“咚，咚，当！”
终于，在那激动人心的最后一刻，我的三分球投
中啦……比赛结束，我们胜利啦！我和队友们登
上冠军领奖台，我高高地举起冠军奖杯，那一刻，
我激动得流下了泪水。

生活中的精彩就在我们身边，只等着我们去
发现、去感受、去创造。 指导老师 居林琳

难忘的篮球比赛
□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四（2）班吕天啸

周末，家里只剩下我和爸爸。
快到中午时，爸爸颇有兴致地说：

“二子，我们中午合作，你去买菜，我
负责做菜。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怎么样？”我说：“好吧，合作愉快。”
说完，就拿着钱下楼了。

走进菜市场，卖菜的都很热情，
不停地对我说：“小朋友，要买什么
啊？来来来，到这边看看……”看着
种类多样的蔬菜，我有些不知所
措。在市场里转了20分钟后，站在
一个奶奶的菜摊前。卖菜的奶奶和
蔼地看着我，我支支吾吾地说：“奶
奶，我想买点儿菜做午饭，但是不知
道买什么，也不知道该买多少。”奶
奶笑着说：“你是不是第一次来买
菜？”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奶奶
接着说：“没关系，奶奶帮你挑。就
买些家常菜吧，中午家里几个人吃
饭？”我说：“我和爸爸两个人。”“来
一个黄瓜炒鸡蛋怎么样？”奶奶问。

“好，我喜欢吃鸡蛋。”我说，“我还想
买莜麦菜，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莜
麦菜。”奶奶说：“是要做蒜蓉莜麦菜
吧，还要买一些蒜。”付完钱后，我
说：“谢谢奶奶！如果让我自己买，
肯定不知道买什么。”奶奶笑着说：

“没关系，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不自觉地

哼起了歌。 指导老师杨中

第一次买菜
□ 市菱塘回民实验小学六（1）

班乔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