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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中，一个苍老的身影在门前伫立，红日向山垭口坠
落，她却仍呆呆地站着，和房子一起，她就是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已年过七旬，田里地里干活老爱穿爸爸多年前给
的几件军衣，绿军衣穿成了土黄色，上面都打着好几处补丁。
这些年不知是我长高了还是奶奶变老了，她看起来，比我记事
起矮了一截，鬓发早已花白，面孔干瘦瘦的，时光在她的脸上
刻了密密麻麻的皱纹，眼窝塌陷，露出善良、衰弱的柔目，里
面藏了许多苦涩。

我的奶奶笑脸对人，在人前，听人说话，和人打招呼，都
是一脸的笑容，一脸的柔和和谦卑。若是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
话，奶奶笑的放开，牙齿便会露出来，像我开心的时候一般。
奶奶每次喊我，都是笑着喊的；每次同我说话，都是笑着说
的。

我的奶奶牙齿不好，她戴的是假牙，吃东西也是慢条斯
理。她常常只吃稀饭，就一碗腌菜，再炒一碗自种的黄瓜白
菜，就一整天。但是，只要我回来了，就煎鱼炖肉呀，把冰箱
里最好的菜拿出来，做给我吃，要我多吃点。后院里的鸡也跟
她一样，不喜欢叫，安静，稳重。

我的奶奶很爱我，每次吃饭都给我夹菜；我们不在时，她
便把鸡蛋攒着，又托姑姑捎到县城来给我吃；小时候带我，每
次下楼到小区玩，都要时时跟着我，如果我和小朋友们疯跑得
快了远了，或者一会儿不见我，便会急急地遍小区找寻，生怕
我不见了；我生下不到一岁，奶奶便开始带我，一直带到我上

了小学，她才回乡下老家；我开始上幼儿园不想去，在奶奶怀
里哭着要奶奶去球场，是奶奶哄着我说要上学认字，不然长大
了跟奶奶一样就是睁眼瞎；我上小学第一天，是奶奶同爸爸妈
妈送我，我坐到教室里，奶奶怕我不习惯，弓身站在我身边一
遍遍安慰鼓励我，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现在，我小学都毕
业了上了初中。这些年每次我们一回老家，她便倍加珍惜，想
我们多住一天，想和我多呆一刻；回来必定悄悄给我钱，说是
我学习好成绩好奖励我；走时都要嘱咐我，要我路上小心，好
好读书。

奶奶是个勤劳淳朴的农民，虽然年龄已大，可仍下地种
田，爸爸妈妈劝奶奶年纪大了，不要忙了，多休息，可奶奶总
是说：“我闲着闷得慌，多下地身子才舒服，要不然会憋出病
来。”当然，收获的粮食蔬菜，总是带给了我们大半，有时，
我们回来了，奶奶就把红薯花生、南瓜白菜、鸡蛋菜油什么的
袋子瓶子往车上放。

我们走后，奶奶又会盼着我们下一次回来。朝阳每天总是
朝气蓬勃地从东山升起，夕阳每天总是万般不舍地从西山落
下。奶奶每天总是会在老屋门口站立或走动，落日黄昏会把她
身后的影子拉得很长。

每当我入睡时，奶奶的身影便在我眼前浮现，奶奶一定在门
口望着，那天上最闪耀的几颗星星，一定存着奶奶对我的思念。

（作者系慈利县一鸣中学 2126 班学生 指导老师：向延翠）

我的奶奶
杜沛霖

她有一双手，一双给人安全感的手。
那双布满了皱纹与老茧的手，定是历经时间的冲刷

和岁月的洗涤。儿时的我，时常被那双手抚摸、拥抱，
但是我时常嫌弃那双手。因为那双手粗糙不堪，有时甚
至还布满了脏兮兮的泥巴，让人讨厌得不能再讨厌了。

每当那双手想要抚摸着我的脸时，我就忍不住地往
后退，可最后还是逃不过那双“魔掌”。那双手有时还捏
捏我肉嘟嘟的小脸，我就感觉犹如刀片一样，仿佛要把
我这嫩得出水的脸给刮伤，顿时，我害怕极了。那一瞬
间，我越往后退，反而那双手还捏得越起劲。现在回想
当时，我觉得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但是，直到那天，让我重新认识了那双手。
那天的夜很黑，黑得是那样的深邃，外面下着淅淅

沥沥的小雨。家里只有我一人，突然，外面电闪雷鸣，
让我害怕极了。这时，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映入眼帘，打
开了房门，看见躲在被窝里正在抽泣的我，她用手掀开
了我的被子，轻轻地握起我的手。那一刻，我的心里无
比安静，马上停止了抽泣。紧接着，她轻轻地擦干了我
脸上的眼泪，那双手无比的冰凉，但我的心里是无比的
温暖，我细细地端详着那双手。

只见那双手千沟万壑，几根青筋在手背上突兀地蹦
起，暗黄的手背点缀着一些老年斑。手指是那样的修
长，只是因为常年洗衣、做饭、下地，总是弯曲，哪怕

手掌摊开，那手背上也会有几个凸起，难看地立在那
里，仿佛是无声地诉说着岁月赠予她的沧桑。看着看
着，我的泪水不自觉地从眼角开始滑落，滴在了她那双
古朴、苍老的手上。她轻轻地用手擦拭我的泪水：“傻孩
子，不要怕了，外婆在这陪着你。乖乖地睡吧！”就这
样，我握着那双苍老的手进入了梦乡。

在梦里我仿佛再次看见了那双手，我记得我一直在
思考：外婆的手为何如此的苍老？我想可能是因为这双
手哺育了我的妈妈，才会变得如此粗糙。在那个年代，
就凭外婆这双手含辛茹苦将我妈妈拉扯大，让她吃饱有
学上。我想可真是不容易的，不知道这双手经历了多少
风吹雨打，才换来我现在的妈妈，从而又拥有了我。这
双手养育了我们两代人！

想到这，我乍一惊醒，翻过身，把这双手握得更紧
了，生怕这双手离我而去。我拼命地想抓住时光的滑
轮，可这日子就像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没有声
音，也没有影子。

我想：不管时光怎样变迁，她的手都将深深地印在
我的心里，像一棵树为我遮风挡雨；又像一束光，为我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还像一双隐形的翅膀，带着我飞得
更高更远。
（作者系武陵源一中八年级 246 班学生 指导老师：李霞）

手
蔡艾萱

（一）
这些事——
是难以磨灭的记忆
村头的小溪
河边的野鸭
伙伴的身影

（二）
母亲啊
哪一片天没有云
哪一片海没有水
哪一次我的思绪里
没有你慈祥的身影？

（三）
母亲啊
每当想起你
总有香喷喷的饭菜
总有亮堂堂的房间

（四）
雨后天晴
该到小路上去走走
风儿吹向我
抚摸着我的脸颊
小草流下最后一滴眼泪
却又微笑着
不再害羞的小花
慢慢的抬起头来
向我们弯腰示意

（作者系桑植县澧源镇一小四年级 422 班学
生 指导老师：邹丽萍）

春天里的这些事儿
黄天浩

今 年 3 月 22 日 ， 贺 龙 元 帅 诞 辰
126 周年这天，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寒
假里那次难忘的学习实践活动之旅。
特以此文表达对他老人家的缅怀之
情。

元月 24 日，天很冷，我仍起个
大早，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贺龙故里
洪家关，开始了庄重的红色之旅。走
过贺龙桥，就到了贺龙故居门前，贺
龙正是从这里出发，历经千辛万苦，
一直走到北京，成为功勋卓著的共和
国元帅。

步入大门，就有一种青幽之感，
这栋湘西北常见木架青瓦平房，立刻
令我肃然起敬。从堂屋到火坑屋，从
厨房到卧室，从练功房到养殖坊，每
一屋每一物我都瞻仰得特别仔细，努
力探寻着贺龙元帅为党为民矢志不渝
的拳拳初心。

经过百龙桥到达纪念馆，宽阔的
广场中央矗立着贺龙元帅铜像，他身
着中山装，身材魁梧，目光有神，坚
定向前，旁边摆放了人民群众敬献的
花篮和入党誓词牌，让我真切感受到
贺龙元帅的革命经历对后人的激励！

步入纪念馆大堂，正中央是汉白
玉雕塑贺龙像，身后是巨幅红日映照
江山画卷，两者相互印衬，让我深深
感慨“先辈英勇无畏，江山如此多
娇”。顺着左手进入展厅，呈现在眼
前的，无论是图片还是实物都具有时
代沧桑感，我的思绪也开始与 《中国
共产党党史》 快速对接。两把菜刀赫
然映入眼帘，贺龙元帅当年正是用这
两把菜刀挥向黑暗，砍出光明！一场
场战斗，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
梭镖、火铳、连枪、手榴弹⋯⋯我认
真地听着，仔细地看着，深深地缅怀
着！在南昌起义仿真展示厅，起义将
士们一个个栩栩如生，贺龙右手高举
手枪，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第一枪！参观人群中，有父母带着
儿女的，有爷爷带着孙子的，有外公
带着外孙女的等等，言谈互动中，让
我看到了革命精神与文化的传承！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在
故居对岸的桑植烈士陵园，我的心灵
再一次被震撼。这里安放着 3000 余
名烈士的英灵，他们都是跟随贺龙元
帅一起，为党和人民出生入死的桑植
优秀儿女。镌刻在“烈士英名录”上
的一个个金色名字和巨大的“无名烈
士墓”，给这块革命热土注入了永不
褪色的红色基因！

实践学习活动让我收获了很多课
堂内很难学到的东西，深刻的学习到
了元帅一生始终听党话，永远跟党
走，对党绝对忠诚，对新中国的事业
无私奉献、勇于探索、敢于担当的精
神。我也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新时
代大学生，必须倍加珍惜革命先辈用
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发奋学习，锐意进
取，学好本领，以实际行动把贺龙元
帅的革命精神学习好传承好。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园林系大
一学生）

追溯红色记忆
缅怀贺龙元帅

谭博原

每当乘着车摇摇晃晃驶向故乡的那
片土地，我心底的愉悦便炸开般蔓延到
血液里。

故乡是那么平淡的一幅画，可它又
偏生使我爱到骨子里。天上的云群被风
搓 揉 成 万 千 个 模 样 游 荡 ， 途 经 故 乡 的
景。金黄的油菜一片连着一片，浪潮一
般涌起又被抚平。沿墙攀爬的青绿的爬
山虎，门前生长着的豆角花，院后土墙
外一块又一块碧绿的菜畦，为这片土地
带来勃勃生机。鱼塘里水波荡漾，是风
轻拍水面清脆的声音。蟋蟀潜伏在塘边
草丛里，不知何时又奏响了他的琴。白
鹅高昂的鸣叫混杂在带着植物清香的空
气里，随风轻轻推了推路旁成排生长的
菜苗。

故乡平淡的风轻抚我的脑海，泛起
片片记忆的涟漪。对门铁栅栏后大黄狗
乌亮的眼睛盯住我和我身后的公鸡。用
木板围成的小厨房里总有外婆忙碌的身
影，变戏法似的为我端出一盘又一盘带
着故乡气息的饭菜，香味扑鼻。

我顺着记忆走在路上，映入眼帘的
是一户户乡间的屋。每一位从窗边、在
门口或是家中、田里忙碌的人，都对我
以淳朴的笑脸相迎。从他们含着快乐的
眼神里，我窃走丝丝故乡人情。路旁慵
懒 地 晒 太 阳 的 老 猫 ， 跟 着 我 散 步 的 黄
狗，它们并不做什么，只需冲我一个眼
神，一声犬吠，便是相识了。

故 乡 平 淡 的 屋 ， 平 淡 的 人 与 动 物 ，
伴着阳光投入我的记忆⋯⋯所有的事物
都平铺直叙，抚平了我沸腾的血液。我
爱故乡的每一寸土地和空气。如今我走
在故乡的土地上，那片油菜花早已在我
心 里 生 长 ， 连 同 那 一 栋 栋 屋 、 一 棵 棵
树。无论身居何处，我心里都怀着故乡。

故乡，故乡！你平淡的模样印在我
的 骨 子 里 ！ 我 的 血 液 流 淌 着 你 的 气 息 ，
我的一部分躯体和灵魂已经属于你！即
使有一天我的躯体在他乡冰凉，我的血
液也将向你奔流，与你交融，和你一起
对沸腾的世间报以平淡的微笑，生生不
息⋯⋯

（作 者 系 张 家 界 国 光 中 学 2103 班 学
生 指导老师：宋芳敏）

乡情
谷佳恩

校园诗廊

习作园地

课堂内外

夜 晚 ， 我 躺 在
床上，和妈妈交流白

天参加“环保小卫士”的
活动心得，聊着聊着，不知

不觉就进入了梦乡⋯⋯
“滴滴滴！”

“滴滴滴！”
⋯⋯

咦，是什么声音？我在哪？我穿的
是什么衣服啊？我被这装扮吓了一跳，只

见我飘在空中，身穿印着“地球卫士”标
志的衣服，难道我真的变成地球卫士了？

我正想着，突然传来一阵呻吟：“谁来
帮帮我？我的头好痛⋯⋯好痛⋯⋯”我赶紧
来到地球上空，用望远镜一看，只见远处一
片乌黑，什么也看不见，空气中还有一股呛
人的味道。我用手机一查，原来是汽车尾气
和工厂排出来的废气污染了空气。我灵机一
动，马上拿出我发明的“超级滤网”一抛，
不一会儿工夫，天空就变得一片蔚蓝。

我刚想休息一会儿，电子手表上显示
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地球卫士，我

的 血 管 好 胀 啊 ！ 快 来 帮 我 看 看 ！” 于
是，我按照导航提示飞向目的地。原

来 ， 是 我 们 的 母 亲 河 漂 着 很 多 死
鱼、死虾和黑色泡沫，散发出一股

臭哄哄的味道，非常恶心。我
连忙拿出“变幻水”往河里

一洒，河水马上变得清澈
无 比 ， 小 鱼 小 虾 们

在水里快活地

游 来 游 去 ， 好
像 在 说 ：“ 谢 谢 你 ！
地球卫士！”

返 航 途 中 ， 我 又 发 现 地
球的头发一根根都快掉光了。人
们为了建工厂、房屋，正在大量的
砍伐树木，破坏森林。我气愤极了，
但 是 我 又 不 能 伤 害 他 们 ， 只 能 写 上

“保护森林，人人有责”“前人伐树，后
人遭殃”等标语立在旁边。对了，我不是
刚发明一种新产品吗？看来现在可以派上
用场了。我把“快速生长雨”往山坡上一
浇，只见那些树桩蹭蹭蹭直往上长，光秃秃
的山坡眨眼功夫就变成了森林海洋，草地上
还盛开着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野花，真是美
丽极了。

“耶，地球的病终于好啦！”我一边飞翔
一边欢呼。

“宝贝儿，什么事这么开心呀？该起床
上学了。”我睁眼一看，原来是一场梦啊！
回想梦里的情景，我暗暗发誓：长大了，
我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地球妈妈！

（作者系张家界崇实小学北校三年
级 2 班学生 指导老师：樊涛）

寒窗夜话

我变成了地球卫士

吴杨承宇

才艺秀场

观 摩 名 师 好 课 ， 犹 如 醍 醐 灌 顶 ，
又似细雨润田。日前，张家界民族小
学 推 出 了 优 秀 教 师 示 范 课 研 讨 活 动 。
认真观摩完市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向
娟老师的 《青山处处埋忠骨》 这堂公
开示范课，笔者认为，她的课堂于细
节 中 有 智 、 引 导 中 有 情 、 提 问 中 有
效，为年轻的教师提供了学习的范本。

一、有智——细节中闪现教学机
智

细节回放：
向 娟 老 师 ：“ 接 下 来 我 会 做 什 么

呢？”
学生 A 答：“你会自己写一句话，

然 后 邀 请 其 他 学 生 把 两 个 句 子 作 比
较。”

向 娟 老 师 ：“ 你 就 是 ‘ 其 他 学
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堂课是由
课上无数个细节组成的。细节可以体
现一位教师的实力和功力。回顾当时
的课堂，在这个细节发生之前，向娟
老师采取对比的方法，让学生进一步
揣摩、体会课文原句 1 的遣词用意。紧
接着，她又引出了课文原句 2，希望学
生能参照前面的方法，深刻体会课文

原句 2 的深意。于是便向学生提出了问
题 —— 接 下 来 我 会 做 什 么 呢 ？ 然 而 ，
学生 A 把这个问题理解为下一步教学
环节是怎么开展的。这种情形下，如
果是初入职场的教师，很可能会直接
打断学生说，“错了，我问的不是这个
意思⋯⋯”但是，向娟老师立马就机
智地接上“你就是‘其他学生’。”这
时候，该学生也明白了老师的提问方
向，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这个细节的巧妙处理，是向娟老
师教学机智的成功体现。这一教学机
智不仅化解了当时的尴尬，还给学生
带来了积极地意义，即及时纠正了学
生的思考方向，让学生跟上教师的思
路。正如著名的教育学家、教育哲学
家马克斯·范梅南在 《教学机智——
教育智慧的意蕴》 一书中说的，“教学
机智让原本可能没有成效的、没有希
望的情境转换成了一个从教育意义上
说是积极的事件。”

二、有情——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细节回放：
向娟老师：“可以说是——青山处

处埋忠骨！请读题！再读！”
引 导 学 生 重 复 回 答 ：“ 岸 英 ！ 岸

英！”
向娟老师：“当祖国需要时，他们

心甘情愿把生命献给了祖国，牺牲自
己 ， 来 实 现 保 家 卫 国 的 誓 言 。 因 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我们也要铭记对国对民的责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

“重要的内容说三遍”本是 2015 年
一句网络流行语，释义为这件事情很
重 要 。 当 下 ， 很 多 场 合 都 以 此 夸 张 、
幽默的语言方式意图提醒听众、读者
关注语言的重点内容。在向娟老师这
堂 公 开 示 范 课 上 ，“ 重 要 的 内 容 说 三
遍”也有多处体现，充分调动了学生
的情感。向娟老师精准把控内容，合
理安排时间，对重要的语言内容加以
关注，如引出课题时，有意识地多读
几遍，一咏三叹；对需要突破难点的
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层层铺设，如凸
显人物内心时，一问三答；引导学生
真正走进文本语言的内境之中，升华
单元主题时，一语三说。

在 《青山处处埋忠骨》 这堂公开
示范课上，向娟老师以“重要内容说
三遍”的方式，用诗意的语言带领学

生反复吟咏文字，品味琢磨，吸收内
化，最终实现了语文课堂学习的情景
交融，言意兼得。

三、有效——追问让学生“知其
所以然”

细节回放：
向娟老师：“哪句更好地体现了主

席内心巨大的痛苦？”“为什么？”“哪
句更让你深刻地感受到父亲内心极度
的痛苦？说出你的理由。”

课堂提问是语文教学过程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高质量的课堂提问不
仅能帮助学生建构知识体系，还能激
活 思 维 过 程 ， 发 展 学 生 思 维 。 课 堂
上，在学生明确单元学习任务的前提
下，向娟老师通过第一问引导学生找
到相应的段落和句子。接着追问，启
发学生——找出作者运用的对比、重
复句式、时间、数量、侧面描写等手
法，进而体会主席悲痛万分、艰难抉
择的内心感受。

在有效追问的过程中，有两点值
得 细 品 借 鉴 。 其 一 从 情 感 层 面 来 讲 ，
提问有温度。整堂课，向娟老师对学
生 的 称 呼 都 是 “ 小 李 老 师 ”“ 小 佘 老
师”⋯⋯这样亲切的称呼，体现了教

师平等待人、尊重学生，让学生感觉
很温暖。其二从技巧层面来说，提问
有高度。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
之以渔。课堂上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
生知识，还要传授其方法技能。这主
要体现在通过课文中动作、语言、神
态的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的分析过
程中，不仅让学生知其然，更让学生
知其所以然。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作
为一名年轻的教师，如何从向娟老师
这 堂 优 质 的 示 范 课 上 进 行 自 我 反 思 、
自我提升呢？笔者认为，要珍重自己
的课堂，多向前辈请教学习，主动扩
宽学习渠道，及时更新教学理念，勤
于记录教学感悟，不断进行自觉的和
不自觉的反思，且一并付诸于教学实
践。

前路漫漫，幸有榜样可跟随。
岁月悠悠，唯有温情常育人。

（作者系张家界民族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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