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庸城。天主教堂被改成一所学校，
叫和平小学，我在那儿读一年级。

我 的 家 ， 隔 学 校 只 有 几 十 步 远 ， 也 就 是
说，刚进城的爹爹妈妈找到了一间临河的木房
子，一家五口便匆匆安顿了下来。我那时并不
知道，那条街，叫半边街。只知道家门口便是
大路，半边街的人过上过下，都得经过我家门
口，屋门口前边几米远处的高坎下，便是常年
不断的澧水河。家门口往左，是长长、长长的
青 石 板 路 ， 路 边 很 多 间 偏 偏 倒 倒 斜 斜 的 木 房
子，门口有些圆溜溜的石墩子。坐在那些石墩
子上的人，有掉了牙的老太太，有端着饭碗往
嘴里扒着饭的堂客，有吸着喇叭筒蹲着的老把
式 ， 有 顽 皮 地 爬 上 爬 下 ， 绿 鼻 涕 掉 好 长 的 孩
童，还有经常有事无事喜欢踩着那些残破不全
的青石板一直往下无目地走的我。

家门口往右走十来米，便是和平小学，往学
校大门那边的围墙转过弯，便是一条稍宽的毛
路，顺着这条十来米长的毛路走到底再往左手
转过去，就是通往河边渡口的一条土疙瘩儿路。

这 条 渡 口 很 热 闹 ， 叫 东 门 桥 码 头 。 我 那
时，并不知东门桥码头的上面水域，还有一个
叫南码头的。只远远地站在和平学校大门外的
河坎上偏着头使劲儿往上瞅时，才会依稀望见
那上面也有船只，和隐隐约约一些过河的人。

东门桥码头便成了我经常看热闹的地方。与其
说看热闹，实际上是看那些人。那么多的人，
不管什么时候看，都没断过，河里那只老渡船
虽老却不知疲倦，每天不知多少个来回。

那 时 的 日 子 ， 过 得 好 奇 而 平 缓 ， 最 喜 欢
的，还是过年。那时的半边街，和我同龄的孩
子是很多的。过年，我们一大群小孩子最喜欢
的，还是看花灯儿。一到正月初二，在家里听
见外面有花灯儿队边走边敲一下的钹鼓声，便
兔子似的蹦出门，跟在花灯儿队伍后面走。我
喜 欢 看 唱 花 灯 那 小 姐 装 扮 的 姑 娘 ， 感 觉 好 漂
亮，好精致，翠眉红唇，眼睛乌亮灵活。倘若
能和那演小旦的对上一眼，便感觉会很光彩照
人了，可是那唱花灯儿的演员从没和我对上一
次眼。我只能和很多娃娃一起跳着窜着跟在后
面，等花灯队停到一个地方开始表演时，便使
劲儿钻到人群最前面去看。唱花灯的小姐和武
生，表演喜庆又灵活，尤其是小姐撒开香扇一
轻耸肩，武生甩着马鞭调皮地对着小姐摇头摆
尾之时，我感觉是最好看的。我那时曾想，如
果 我 也 会 跳 花 灯 儿 ， 该 多 好 。 可 是 ， 我 太 小
了，也太黑太丑了，在乡下晒得像泥鳅。

说到好看的女子，在我那时的记忆里，半
边街最好看的女子就数嫣红。嫣红就住在我家
巷子后面，她从里面木板壁巷子走出来，脸白

白的，眼黑黑的，嘴红红的，是那种自然红，
鼻子高高的，总之，五官搭配得好极。嫣红头
昂着走出巷子口，走得很快，我每次发现她出
来，总想好好看看她，可是定睛时，却只能看
到她丰满的屁股后面那根飘飘洒洒的长辫子，
随着她的快速走动左右摆动着一甩一甩。

嫣红的父亲是个杀猪的酒醉佬，又爱喝酒
又爱找野堂客，且一醉酒就打媳妇。听说媳妇
有一天把自己用一根绳子往木梁上挂了，他才
觉得后悔，酒照样喝，人却不打了，野堂客也
不找了。他唯一感到自豪的便是有嫣红这样一
个绝色的女儿。他常常站在街檐边望着女儿一
摇一摆娇俏地从他面前经过走远，然后便笑眯
眯地边用手在嘴里粘点唾沫，边卷烟边微笑着
听邻居说着那些赞扬他女儿的话。

对于半边街的记忆，我是疏浅的，毕竟住
的时间不长，但这抹疏浅的记忆，却无法从我
记忆里抹掉。其实，半边街，不光从我记忆里
难以抹掉，在庸城很多人心中，都存着一个深
刻久远的回忆。听婆婆说，解放前半边街也全
是木房子的，很陈旧的那种。那时进半边街没
多远，还有两头大石狮立在街边，街中间还有
一个像小城门洞似的拱形石梁，虽没有当时南
门口那样大的城门洞洞口和城门，却也算是庸
城人口居住很密集的一条街了。听婆婆说，她

16 岁结婚那天，就是坐着花轿经过半边街，再
到河街便巷里的。那时从关门岩乡下一进半边
街街口，学生娃便很多，当时怀抱着大把塑料
布花的婆婆羞涩地坐在花轿子里，学生娃便哄
着嘻闹跟随着花轿抢婆婆手里的花。新郎倌儿
公公则戴着礼帽，礼帽上插着两根约三四寸长
的金花，学生娃也调皮地抬手去抢，但毕竟是
金子做的，所以没被抢去。那时奉父母之命成
婚的公公还在读书，那些学生娃，便是他要好
的一些同学。公公读书很厉害，更打得一手好
篮球，结婚后没多久便被保送到上海一所大学
去读书了。说到公公和婆婆，话会很长，这样
说下去，便会说到我公公婆婆还有我婆婆的公
公的故事去了。现在，公公早已去世，婆婆仍
然健在，已有 91 岁。

半边街，多好的名字，街已不在，名字犹
存。喜欢这名字，喜欢曾经的半边街，喜欢半
边街那临河长长的破青石板路，喜欢半边街那
临河偏偏倒倒歪歪斜斜的木板屋，喜欢那层层
青瓦间慢慢飘绕的缕缕青烟，喜欢半边街那高
高 的 河 坎 ， 更 喜 欢 庸 城 带 给 我 的 一 切 风 花 雪
月，尘往人烟的故事和不尽的乡愁。

啊，半边街⋯⋯
（作者系张家界市金海实验学校小学部教师）

半边街的那抹记忆
宋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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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我们将探究一下主动学习与被
动学习的主要特征以及对学习效率的影
响。学习有被动和主动之分，有“要我
学”和“我要学”之别。有些人表面上
也“积极”学习，但这种“积极”不是
自愿的，而是外在压力促成的。事实证
明，此类学习既不能持久，也不能求得
真知，而且还会衍生出种种弊端。首先
要明确的是学习不应当成为一种负担、
一种包袱而处处被动，而应当成为一种
志趣、一种追求而主动促成。

主动学习是知学→好学→乐学的过
程。知学、好学、乐学的核心是乐学，
即对学习怀有浓厚的志趣。学习志趣，
已经不止是对学习的一种爱好和兴趣，
而是与个人理想和目标相联系的心理稳
定性和倾向性，是学习积极性最现实、
最活跃的成分。一个人只有对学习产生
浓厚的志趣，才能注意力集中，学习方
向明确，专心致志，学而不厌，陶冶性
情，求得真知。学习的志趣，来源于对
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来源于对新知识、
新技能的渴求，来源于对自身发展与使
命的清醒认识。主动学习当然是自己感
兴趣并主动学习，心里是愿意的，长期
处于主动学习当然是好的，增强学习主
动性，学习的效率也会很高。

而被动学习是一种压迫式的甚至逼
迫式的学习过程，是为了完成强迫完成
的任务而不情愿的，甚至带有不同程度
抵触情绪与反抗心理却又不得不勉强为
之的学习过程。长期如此，可能会引发
反抗，越来越不想学习的逆反心理。倘
与前者相比较，被动学习的学习效率当
然是大相径庭的，其目标结果相差千里
也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缅因州的国家训练实验室研究
发现：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记得的学习
内容，会因为不同的学习方式而有很大
的差异。学生只是用听教师讲授的方式
学习，两周后的记忆率只剩 5%，这是
最被动的学习方式，学生对教学的参与
度是最低的。从教学中的实际采用率来
看，竟达 95%，这是教学的癌症。第二
项至第四项的学习方式也是被动式的，
学生对教学的参与度仍然非常低，所以
学习的记忆率都无法超过 30%。金字塔
最底端的学习方式，是让学生帮助别人
学习，就是说，如果学生有机会把上课
时学习的内容立即应用去辅导其他还没
有理解、掌握的同学学会，其记忆率可
高达 95%，效果是最好的。实际上，学
生在帮助其他同学之前，必然经过独立
思考，对学习内容相当熟悉，同时为了
通过语言的交流来进行沟通，必须将学
习 内 容 转 化 为 其 他 同 学 能 懂 的 表 达 方
式，并用学生之间沟通时常用的语言进
行阐述，这必然提升了辅导者潜在智能
的发展。这正是陶行知先生一再提倡的

“ 小 先 生 ” 制 度 ， 我 们 称 之 为 “ 兵 教
兵”。

主动学习的驱动力在于自身的主观
行 动 驱 使 ， 如 一 枚 鸡 蛋 从 内 部 破 壳 而
出，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创造力；而被
动学习则恰恰相反。学习的原始趋动力
不同，会直接导致学习方法不同，学习
效果也就大不一样。学习内容的留存率
不足 50%的几种学习方式，都是被动学
习或个人学习；而主动学习或参与式学
习完全不同。这个话题，下期继续。

态度篇三

主动学习与
被动学习（二）

李炳华

一年一度的运动会结束了，但赛场上那一
幕 幕 精 彩 的 角 逐 画 面 ， 仍 深 深 地 刻 在 我 的 脑
海，像云缠雾绕一样，挥之不去。

伴随着激昂的 《运动员进行曲》，开幕式拉
开序幕。各个方阵排着整齐的队伍，英姿飒爽
地进入运动场。入场完毕，举行了庄严的升旗
仪式。我站得笔直笔直的，敬着标准的队礼，
心潮起起伏伏，犹如大海里的浪涛。

开 幕 式 结 束 后 ， 比 赛 正 式 打 响 。 百 米 赛
跑、跳高、扔垒球等项目有序进行，加油声、
呐喊声、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瞧，我们

班的跳高健将卓艾妮正舒展身体，不时地扭扭
腰 ， 甩 甩 胳 膊 ， 踢 踢 腿 。 接 着 ， 她 的 身 子 前
倾，左腿弓步，右腿绷直，脸上洋溢着自信的
笑容。收到裁判员的指令，卓艾妮立刻弹了出
去，呈一条弧线冲到横竿前，屈膝，抬腿，奋
力一跃。没想到，起跳距离没掌握好，脚尖擦
到了竿子。当时，我们瞪大眼睛，紧盯着那一
颤一颤的横竿，心揪成了一团。最终，竿子没
有掉。卓艾妮兴奋得一蹦三尺高，同学们也发
自内心的为她鼓掌欢呼！

轮到我跑 1500 米了。站在起跑线上，看到

那么多的强手，我的心像揣了一万只兔子，扑
通扑通直跳。“各就各位，预备——”裁判员举
起发令枪，拖腔拖调地喊。“叭”的一声，运动
员们犹如脱缰的野马，迅速往前冲。我也不甘
落后，拼命追赶。一圈下来，有的同学便跑不
动了，大口大口地喘粗气，一步一步地走着，
还不时地朝后面观望；有的则咬紧牙关，奋力
地摆动双臂，努力坚持。我趁机调整好呼吸，
加快步伐，一下子超过了五六名选手。第三圈
时，我的状态严重下滑，心里仿佛撒了一把把
辣椒粉，腿上如同绑了千斤沙袋，速度慢得跟

蜗牛爬似的。“加油，加油！”就在此时，同学
们的鼓励声犹如浪涛般涌进我的耳朵。我抬头
望了望蓝汪汪的晴空，低低地吼了两声，艰难
地 向 前 跑 着 。 只 剩 最 后 一 圈 了 ， 我 憋 足 一 口
气，开始冲刺。此时，我感觉整个身子都轻了
起来，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好几次差点摔倒
了。100 米，50 米，30 米⋯⋯离终点越来越近
了，加油呐喊之声仿佛雷鸣一般向我滚来，我
拼尽所有的气力，扑进了妈妈的怀抱！

运动会虽然过去了，但那一幅幅拼搏的画
面，仍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要把这种不
服输、敢拼搏的精神带到学习中去，让自己变
得越来越优秀！

（作者系慈利县金慈实验小学六年级 225 班
学生 指导老师：吴远山）

精彩的运动会
姚京京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阅读习惯的
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需要大
量的时间和尝试，也需要家长、老师们
的助力。不少学生感到委屈，自己也读
了不少文章，学了不少“秘技”，可阅读
理解能力老是提不高。 教师对如何上好
阅读课感到很茫然，不知道在阅读课上
应当讲些什么，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阅
读理解能力。那么孩子在阅读的时候应
该怎么培养阅读习惯、培养哪些阅读习
惯呢？

阅读习惯一：一边读一边思考
书 中 自 有 黄 金 屋 ， 书 中 自 有 颜 如

玉 。 培 养 孩 子 养 成 一 个 良 好 的 阅 读 习
惯，可以让他在书的海洋里遨游，通过
边阅读边思考，汲取书中所包含的各行
各业的知识，最后将知识转换成力量 。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信息时代，知识
面达不到就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多
读书、读好书是最简便的方式。如果只
是阅读而不思考，只是死记硬背而不去
理解阅读内容，就做不到活学活用、融
会贯通。所以，孩子在阅读时还应该多
多思考，可以带着问题阅读。

阅读习惯二：阅读时多圈点批注
不 动 笔 墨 不 读 书 ， 阅 读 时 需 要 眼

到、口到、心到、手到、脑到。家长、
老 师 要 提 醒 孩 子 在 阅 读 时 注 意 圈 点 批
注，这样做一是可以保持孩子阅读时的
注意力，不会读着读着就走神；二是把
重点、难点圈画出来后，孩子再次读到
有同样困惑的地方时，能更好、更快地
回忆起之前他们之前的看法和体会，引
起阅读重视。

阅读习惯三：做好阅读摘抄、写好
读后感

每 次 孩 子 读 完 一 本 书 、 一 篇 文 章 ，
都要让他学着记录下来：读的书籍 （文
章） 名字、阅读字数 （页数）、阅读体会
等等。孩子到了某个年龄，翻开自己的

“阅读存折”会发现原来自己已经读了那
么多书，会非常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
会驱使他去读更多的书、会让他一直坚
持阅读。除此之外，他还可以在自己的

“阅读存折”中分析自己的阅读数据，从
而调整自己的阅读结构。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说过：“读书破
万卷，下笔如有神。”言下之意，多读书
对写作大有好处。书读得越多，写起文
章来就得心应手。读书还能拓展视野 ，
发展思维能力，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
提升我们的语文素养 ...... 读书的好处不
胜枚举，所以每读完一本书，我们都要
写下自己读书后的感悟，才能让每一本
书真正发挥作用，成为我们成长旅途中
的路灯。

阅读习惯四：坚持不懈地阅读提升
孩子专注度

书 山 有 路 勤 为 径 ， 学 海 无 涯 苦 作
舟。学习是一个艰苦的修行。当我们懵
懂时，不懂这个道理，浪费了大把宝贵
时 间 ， 而 当 我 们 懂 得 时 ， 有 没 有 了 时
间。所以在孩子刚刚开始正式学习的时
候，一定要主动培养他拥有一个良好的
学习习惯，而培养孩子读书就是一个不
错的办法。读一本书需要一个连贯的过
程，而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就会逐渐
锻炼孩子的毅力，坚持不懈的去读完一
本书。做事要坚持，有恒心，通过好的
阅 读 习 惯 ， 可 以 让 孩 子 避 免 “ 三 天 打
鱼，两天晒网”的学习习惯，阅读是如
此，其他任何事亦如此。

学生阅读习惯的提升需要教师的正
确引导，需要学生在自主、合作、积极
探 究 的 阅 读 实 践 过 程 中 学 会 学 习 与 思
考，优化自己的阅读品质。

(作者系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教师）

如何让孩子养成
正确的阅读习惯

张蔷薇

啪
沉重的一击轻轻地落下
期望的一击幸福地落下
我们一起
在知识的草原扬鞭策马

我其实是一位牧人
想用温柔的牧鞭
抽出你的自尊和信心
我要把你美好的企图
变成优良的种子
在肥沃的土地里
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坚韧而柔软的教鞭啊
从此被你的智慧启发
我用教鞭爱生活
你用教鞭爱我

听大师讲座
心灵深处
一片桃林茁壮成长
还有那夸父撞落的一只桃子
被你切开
让我看到了一条光的栈道

时间背后
那是一束令人豁然的光芒
从二十世纪的一个十月出发
用三十年的深情续写了一个童话
文明的石头被你点化成金

大师身旁
尽是词语的栅栏
我看见门票在讲座声里缄默
饥饿的嘴巴在闪光灯下一张一合
教育的伤痕期待愈合
(作者系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教师)

幸福的教鞭(外一首)
田冬梅

校园诗廊

如春风拂过秋
江 水 ， 夏 雨 消 融 冬

日 雪 。 我 站 在 田 野 上 ，
微眯着眼，在暧暖的阳光

下，沐浴着，感受着。
我站着不动，像一颗小树

苗，又如一座沉睡已久的墓碑。
田野上静悄悄的，静得能听见枯叶

落在地上的沙沙声。
还有表滴滴答答的走动声。

时间是什么？她从哪儿来，应到
哪儿去？这个令人深思的话题，从数
千年之前开始被人谈论到今日。它究
竟 是 什 么 ？ 或 长 或 短 ？ 或 辉 煌 或 平
凡？或热情或冷漠？

时间一分一秒舍去，从来没有等
过 任 何 人 ， 也 不 曾 向 任 何 人 施 舍
过。只是不紧不慢一分一秒地走，
并 不 让 人 感 觉 漫 长 ， 但 事 实

上——它如同白驹过隙，以光年
的速度前行着，染白每个人的

头发，夺去每个人的青春年
华。

有 那 么 一 霎 那 ，时
间仿佛在我心中有

了一个明确的

答 案 ：一 种 自
然 规 律 ， 是 人 正 在
使用它而活着，就像花
钱一样，有了钱，可以买
任何东西；有时间，就可以
干任何你想干的事。

但有些人将它挥霍一空，有
些人却是分外爱惜。

天边紫红的彩霞浮起来了，太
阳，在山的西头渐渐沉下，发出最
后的余晖。

我尝试奔跑，在太阳即将落下时
赶上它。

我不停地摔倒，气喘吁吁。
终于，站在山头上，我做到了，

我成功了。我闭上了眼，呼吸着这迷
人清新的空气，我陶醉了，我着迷
了。这最后的阳光，却无比温暖，
尽情地照在我的心头。

我赶上了那一场日落。
我赶上了时间。

（作者系张家界市一中基
础 实 验 班 1901 班 学 生 指
导老师：王曲娟）

我眼中的时间
卓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