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来了，花开了，小小的燕子回
来了。燕子飞得高，燕子飞得低，飞
来飞去捉害虫，吃了害虫五谷好
……”这首儿歌，是六十年前我的启
蒙老师王锡教我们唱的。时光如白
驹过隙，一个甲子的岁月匆匆流逝，
可这熟悉的旋律依旧清晰地萦绕在
我的耳边。仿佛每天清晨，我迎着那
初升的朝阳，背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小
书包，嘴里哼哼唧唧地唱着这首儿
歌，蹦蹦跳跳、欢欢喜喜地朝着学堂
走去。

我们的学堂设在村庄后头的一
所祠堂里。那是一个一至三年级的
复式班，四五十名学生都挤在一个教
室里，而整个班级就只有王老师一个
人授课。

王老师中等个儿，身形挺拔，浓
眉大眼炯炯有神，满头黑发整齐地向
后梳着，略有少许的银丝夹杂其中，
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智慧的光
芒。他总是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
的中山装，衣领干干净净，扣子扣得
整整齐齐，整个人显得很精神。他的
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仿佛藏着无尽
的知识和故事，每次看向我们时，都
透着满满的慈爱与关切。

其实，当时的我还不算正式的学
生，只是个“小跟班”，大概就相当于
现在的学前班。我从家里自带板凳，
坐在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学桌一
头。我没有正式的课本，唯一的“书
本”就是白纸裁剪、折叠、合订而成的

“字壳子”，它呈长条状，长约40厘
米，宽约15厘米。王老师用毛笔在
上面横排书写着黑体字，首页写着

“温家小学”的校名和我的名字。从
第二页往后，依次是一二三四五至十
的中文数字，接着是上中下、大小多
少等一些简单的文字。王老师教得
很慢，一页内容要教很长时间，主要
是让我们熟读。我脑子还算灵光，很
快就把老师教的字记得滚瓜烂熟。
大部分时间里，我就静静地坐在一
旁，看着王老师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
课。课余时间，我就跟在大哥哥大姐
姐们后面玩耍。

王锡老师原本是塾师，后来转为
公办学校教学，但他的教学方式一
点都不刻板。他不仅教学生语文、
算术（包括珠算）、自然、历史、地理
这些基础课程，还教学生写毛笔字、
学画画。到了冬天，他会带着我们
一起跳绳、踢毽子，让我们在运动中
抵御严寒，锻炼体质。要是遇到下
雪天，他还会带领我们去堆雪人、打
雪仗，校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处处
洋溢着朝气和活力。他还经常教我
们唱儿歌和时尚歌曲，自己则拉着
二胡为我们伴奏，那悠扬的旋律仿
佛有一种魔力，让我们沉浸在欢乐
的氛围中。

王老师特别注重学生的思想品
德教育。有一天早上，一名高年级的
学生（他的父亲为集体养鸭），从空鸭
栏里拾到了一枚鸭蛋，然后拿到商店
换了一包红糖（俗称鸡屎糖），带到学

校和几个关系好的同学一起享用。
这一举动引来了全校大多数学生的
围观，大家都伸着小手向他们乞讨。
在分食的过程中，有糖末子掉落在地
上，立刻就有学生争着用手指沾上口
水和糖末送入口中。王老师到校后
得知了这件事，立刻召开学生晨会，
让我们反复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教育我们要从小培养拾金不昧
的好品德。同时，他对那位拾到鸭蛋
既不缴公，又不经父母同意擅自换糖
吃的同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王老师也是一位多才多艺、善于
奉献的好老师。有一年放寒假，生产
大队委托王老师组织一支文艺宣传
队，排演几个节目，来丰富全村人民
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王老师很乐
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精心挑选了
淮剧《三世仇》的剧本。这可是上世
纪六十年代的经典剧目，深受群众喜
爱。王老师既当导演，又是乐器伴
奏，他严格要求学员们把握好剧中的
人物形象，在“唱念做打”中反复练
习。春节当天下午，淮剧《三世仇》在
村大会堂公演，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干
部群众的一致好评。后来，这出戏还
参加了全公社的文艺会演，并且获得
了表彰。

王老师每年还不辞辛劳地为村
民写对联。他写得一手好字，楷书、
隶书等字体都笔酣墨饱，行云流水一
般，是庄上书法最严谨的老先生。他
会针对每个家庭的不同背景，别出心
裁地把户主的名字嵌入对联中，很受
大家欣赏。比如，有户人家户主叫祺
春，他写的对联是“祺福百姓家，春色
满人间”；户主叫万惠，对联是“万籁
共欢歌，惠及百姓乐”；户主叫兴富，
对联是“兴业粮满仓，富民财气旺”。

改革开放后，王老师年事已高，
但他依然亲自执笔为王姓家族修编
了王氏族谱，开启了本地乡村修编家
谱的先河。我至今仍记得王老师书
写在族谱上的对联，那是引用朱子家
训中的话：“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
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这也
代表了王老师对子孙后代的殷殷寄
托。无论祖先已经过去多少年，在世
的人都应该传承他们的精神，心怀感
恩。无论后代是否聪明，教育都是必
不可少的。只有通过教育，后代才能
获得知识、技能以及良好的道德修
养。

虽然我在王老师那里接受教育
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但他对我的影
响却是一生的。他就像一盏明灯，照
亮了我求知的道路；又像一位辛勤的
园丁，精心呵护着我们这些幼苗茁壮
成长。他教会我的知识、品德和对待
生活的态度，一直伴随着我，让我在
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我的启蒙老师
□ 王为江

题字 方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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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教学作为基础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传
授英语知识、培养语言技能的任
务，更肩负着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提升创新能力的使命。牛津译林
版小学英语教材内容丰富，涵盖
多元文化与生活场景，为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提供了良好载体。如
何依托该教材，在小学英语教学
中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
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更新教学理念，营造创新
氛围

传统的小学英语教学往往以
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
识，这种模式限制了学生创新能
力的发展。教师应转变教学理
念，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
的引导者和促进者，构建以学生
为中心的课堂。在牛津译林版教
材的教学中，教师要尊重学生的
个体差异和独特想法，鼓励学生
大胆质疑、勇于表达。例如，在学
习四年级上册《Our school》这
一单元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
考：“如果让你设计理想中的学
校，你会融入哪些独特元素，又如
何用英语描述？”通过开放性的问
题，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从而营造
宽松、自由、包容的创新氛围。

二、创新课堂活动，激发创新
思维

（一）开展主题探究活动
结合牛津译林版教材中的主

题内容，设计主题探究活动，引导
学生自主探索、发现问题并解决
问题。以五年级下册《A story-
book》单元为例，教师可以设定

“创编属于自己的英语故事书”这
一探究主题，让学生分组合作。

学生需要从故事主题选择、情节
构思，到角色设定、英语表达，都
自主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不仅运用了所学的英语知识，还
充分发挥了创新思维，创造出富
有个性的故事内容。同时，在小
组合作中，学生相互交流、启发，
进一步拓展了创新思路。

（二）组织创意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是小学英语教学中

常用的活动形式，为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可对其进行创新设计。
在学习六年级上册《Culture》单
元时，除了按照教材内容进行常
规角色扮演，教师还可以鼓励学
生对角色进行创新改编。比如，
让学生思考：“如果古代文化名人
穿越到现代，他们会如何用英语
交流，对现代文化有何看法？”学
生通过对角色的重新塑造和情境
创设，用英语进行富有创意的对
话表演，既加深了对文化知识的
理解，又锻炼了创新能力和英语
表达能力。

（三）实施英语创意写作
写作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

重要途径。基于牛津译林版教材
内容，教师可以开展多样化的英
语创意写作活动。如在学习完六
年级下册《Travel》单元后，布置

“未来的旅行方式”创意写作任
务，让学生发挥想象，描述未来可
能出现的新奇旅行方式和场景。
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需要突破常
规思维，运用所学词汇和句型，将
创新想法转化为英语文字，提升
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

三、优化作业设计，延伸创新
空间

传统的英语作业多以抄写单

词、背诵课文为主，形式单一，难
以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应
优化作业设计，设计开放性、实践
性、创新性的作业。例如，学习完
五年级上册《Seasons》单元后，
教师可以布置“制作四季主题英
语创意海报”的作业。学生需要
用英语介绍四季的特点、自己喜
欢的季节及原因，同时通过绘画、
拼贴等形式展现四季的美景。这
种作业形式不仅让学生巩固了英
语知识，还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艺
术创造力和英语运用能力。此
外，还可以布置“英语短剧创作与
表演”作业，让学生根据教材故事
或自己的创意编写英语短剧，并
进行表演录制，进一步延伸学生
的创新空间。

四、改革评价方式，鼓励创新
行为

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对培养
学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导向作
用。传统的英语教学评价过于注
重考试成绩，忽视了对学生创新
能力的评价。教师应建立多元化
的评价体系，将学生在课堂活动
中的创新表现、作业的创新性、探
究活动中的成果等纳入评价范
围。在评价过程中，不仅关注学
生的学习结果，更注重学生的学
习过程和创新思维的发展。例
如，对于在课堂创意活动中表现
出色的学生，教师要及时给予肯
定和鼓励；对于学生富有创意但
存在不足的作业，教师要以建设
性的意见进行评价，引导学生不
断改进和创新。通过改革评价方
式，让学生感受到创新的价值，从
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培养自身的创
新能力。

小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策略
□ 市实验小学东校区 王宏霞

这小小的炸果，不仅是味觉
的享受，更藏着被现代社会遗忘
的生存智慧。

去年冬日，我难得早早回到
徐州。院子里早已被外婆收拾得
井井有条。许是见我们归家，外
婆兴致勃勃地决定做炸果吃。作
为土生土长的高邮人，我从未听
过“炸果”，满心好奇，便跟在外婆
身后，一探究竟。

厨房里，外婆将面团熟练地
擀成薄面皮，撒上些许白芝麻，菜
刀上下翻飞，转眼间，面皮就被切
成了一个个小菱形，随后又在菱
形中间划上一刀开个孔。这看似
随意的制作步骤，实则是先人在
物资匮乏年代，将简单食材化为
美味的生存哲学——用最朴素的
原料，创造出令人满足的味觉记
忆。

夜幕悄然降临，院子里亮起
了灯，昏黄的灯光洒在地上，映出
一片温暖。外婆起锅烧油，将一
个个果子小心翼翼地投入锅中。
霎时间，油锅里发出“滋滋”的声
响，仿佛在演奏一曲欢快的乐

章。不一会儿，一个个油光闪闪
的果子便迫不及待地浮了上来。
外婆一手拿着塑料袋，一手握着
漏勺，将炸好的果子一勺勺捞出，
沥干油后装袋。这烹饪的过程，
像极了生命的淬炼。果子在滚烫
的油中翻滚，才成就了酥脆的口
感；人在生活的磨砺中沉淀，方能
收获成长的甘甜。

我站在一旁看得入了神，心
中却仍好奇，这炸果真有那么好
吃？带着这份疑惑，我拿起一个
咬了一口，“咔吧”脆响在口中回
荡，简单纯粹的面香混合着白芝
麻的香气，在舌尖上肆意绽放，瞬
间征服了我的味蕾。

外婆捞出最后一勺炸果，一
个劲儿地劝我们多吃些，全然不
顾我们的嘴早已被塞得满满当
当，手里还拿着好几个。在我们

再三劝阻下，她才不情不愿地坐
下，拿起几个炸果送进嘴里。外
婆的这份无私，恰似炸果的纯粹，
不图回报，只愿将最好的给予所
爱之人。

院子里，一大家老小围坐在
一起，回忆着过往的点点滴滴。
母亲与姨娘们聊着儿时的趣事，
远处稀稀疏疏传来爆竹声，缤纷
绚丽的烟火在黑夜中炸开，照亮
了每个人的笑脸，也照亮了这充
满温情的夜晚。原来，幸福并非
来自物质的堆砌，而是家人相聚
时的欢声笑语，是共享美食的温
暖瞬间。

想到这里，我又往嘴里送了
几个炸果，熟悉的味道在口中蔓
延，仿佛外婆就站在我眼前，带着
慈祥的笑容，继续教我做那承载
着满满爱意的炸果。这小小的炸
果，如同岁月的使者，提醒着我
们：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莫
要忘记生活的本质，珍惜那些简
单却温暖的瞬间，守护住内心的
纯粹与美好。

指导老师陈敏

炸果里的时光哲思
□ 市汪曾祺学校九（9）班 龙俊翔

生活是一桌宴席，只要不伤胃，
甜、酸、苦、辣、麻，皆可入席。这甜，
意味着成功，酸、苦、辣、麻便意味着
失败、挫折、错误与过失。

人的一生中，不可能都品尝着
甜。

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切勿得
意，几次胜利并不可靠，后面可能有
险滩。

当你一蹶不振的时候，切勿自暴
自弃，几回碰壁算得了什么，后面还
有很多机会。

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切勿钻牛
角尖，峰回路转会有坦途在前。

在现实生活中，成功与挫折并
存，要心存希望，便不能拒绝挫折。
这就像我们既然接受了生存，便不能
回避生命尽头的死一样。因此，人不
能因为迟早要死而丧失生的勇气，也
不能因为有挫折，而放弃对希望的追
求。我们应当勇敢地面对挫折，心平
气和地随时容纳挫折，因为挫折也是

一种有益的收获。
生活中有成功，有失败，有挫折，

有错误，有过失，我们都应当容纳它
们，这成功、失败、挫折、错误、过失本
身就是丰富多彩的人生组合元素。

痛苦留给你的一切请细加品
味。苦难一旦过去，就会变成甘美。

生活是一桌宴席，一桌不散的宴
席。当你大饱口福之后，也许留在你
记忆里的不是那可口的饭菜，而是那
些带有甜、酸、苦、辣、麻的滋味。

朋友们，请珍爱生活，不要轻易
放过生活中的任何一次失败、挫折、
错误与过失，它们给你的启示往往超
过成功给你的。

指导老师赵桂珠

生活是一桌宴席
□ 市外国语学校 孟广涛

一个春日的黄昏，我走在放
学的路上。咦，脚下踩着了个什
么东西，是卫生纸吗？等我低下
头，却发现那是一张百元人民
币！我愣了一下，毕竟一百元能
买到的东西有很多。哦，最近书
店新上了一本小说，三十元，余下
的钱还能买不少零食，多美的事
呀……又一想，老师说过，捡到钱
不能占为己有，要么交给警察，要
么等待失主……

我在善的彼岸与恶的悬崖
边缘徘徊。春日的蝴蝶飞来飞
去，路边包子铺的包子出了一锅

又一锅。最后，我给自己找了一
个借口——不见警察和失主，而
且久等太晚回家会被骂的。我
迈开沉重的脚步。捡了钱不是
一件开心的事吗，我为什么反而
郁闷了？

“啊，有没有人捡到钱啊？
我孙子感冒了，这钱要买药呢！”

身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我顿
住了。转过身，是一位老阿婆。
她穿着老旧的衣衫，鞋子上灰扑
扑的。她的双手十分粗糙，是一
位辛苦的劳动者吧。我没有犹
豫，也没有开口，将一百元递
上。老阿婆盯了我两秒，嘴巴在
向里抿，接着, 她握住我的手，

“谢谢啊，孩子！谢谢……”在谢
了不知多少声后，她匆匆离开
了。

我突然一阵轻松，迈开大步
往家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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