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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学

我的工作是平凡的，也是五彩
缤纷的。孩子们就是那一朵朵明媚
可爱的花朵，以不同的姿态绽放。
记录下点点滴滴，撷取一些画面，
留下一些感悟，探索更好的方法，
是为了看见更美的花开。

他们是一团火

他看着我的时候，眼里有光芒
——那是捕捉的、探究的眼神。他
也许在猜想：我什么时候来到他身
边，又什么时候会离开？“你干嘛
一直看着我呢？”我这样问时。他
便微微笑了，眼神移向了书本。如
果我不闻不问，他一定会搞些小动
作。比如和同桌嬉闹，顺便丢个自
制的小玩具，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纸
团，他都觉得快乐。他控制不住自
己 的 言 行 ， 犯 小 小 的 规 ， 小 小 的
错，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总之，
他需要老师时刻在身边，否则便成
了孙猴子，大闹天宫也是可能的。
他是一团燃烧的小火苗，自在，随
意，做不到循规蹈矩。当然，他的
活 泼 奔 放 也 表 现 在 课 堂 上 。 语 文
课，他总是能够给我积极的回应。
指名朗读时，他高高举手，尽情地
展示自己；提出问题时，他积极思
考，给出的答案往往让大家耳目一
新。有时候，我话刚说完，他就在

那点头，表示了认同⋯⋯他是一团
火苗，在课堂上燃烧时，他周围的
孩子也被带动了，大家学得更起劲
了。这时候，我会觉得，他这团小
火苗，是多么美好。班上有一群这
样 的 孩 子 ， 他 们 活 泼 ， 热 情 ， 自
由 ， 认 真 。 他 们 自 信 ， 胆 大 ， 勇
敢，无所顾忌。从他们身上，能感
受到蓬勃的生命力。这，是每个孩
子该有的模样。他们身上，有着生
命的张力。我喜欢他们——虽然他
们有时让我惊喜，有时让我头疼。

时光成歌

一 些 事 物 在 悄 无 声 息 地 变 化
着。去年秋天栽下的芙蓉树苗，历
经 一 季 冬 寒 ， 一 季 春 暖 ， 一 季 夏
炎，在这个秋天，结起了花苞。和
同事走过中心花园，看到长得枝繁
叶 茂 的 芙 蓉 花 ， 都 忍 不 住 感 叹 ：

“ 去 年 秋 天 栽 下 时 ， 那 么 小 的 树
苗，现在已是绿荫初成，就要开花
了 ！” 一 簇 簇 的 花 苞 在 秋 风 中 摇
曳，青绿色的衣裳包裏着“丽影秾

芳”，花开时，艳丽而丰盈的花朵
缀 满 枝 头 ， 而 成 片 的 芙 蓉 花 盛 开
时，将是繁花似锦芬芳无尽。让栽
下的小苗长成树，开出花朵，让一
切美好的心念成影成形，从幻境变
成 现 实 。 那 个 女 孩 在 卫 生 大 扫 除
时，一脸认真地对我说：“老师，我
来把门顶上的灰尘擦一下！”说着，
就拖了张课桌摆在门下，站上去仔
细擦干净所有灰尘。现在的她，已
经是一名很有责任心的班干部了，
做事细致认真，能独挡一面。曾经
的 她 ，胆 小 内 向 ，给 人 怯 生 生 的 感
觉 ，不 敢 表 现 自 己 。 另 一 个 男 孩 ，
打扫完清洁区回来，看到教室内垃
圾桶没倒，向我建议：“老师，垃
圾桶是不是要倒一下？我去吧！”说
完，就叫了另一个同学帮忙，去倒垃
圾。他的细心和热情，总是在一些
小事情上表现出来，让人感动。是
时光，让孩子成长，从懵懂无知到
知 事 懂 理 ，成 了“ 小 大 人 ”的 模 样 。
时光成歌，歌者永远是我们自己。

闲话“种大蒜”

前几天布置了“种大蒜”的作
业，要求孩子们留心观察，写下至
少五则观察日记。几天过去，有些
孩子种的大蒜已经绿意葱茏，有些
孩子的大蒜沉默如故。长得好的当
然给他们带来喜悦，获得某种成就
感 。 长 得 不 好 的 ， 带 来 另 一 种 体
验，可以找找原因，是哪个环节出
了问题？这也是丰富写作素材的一
种 方 式 。 写 下 成 功 的 体 验 是 生 动
的 ， 写 下 失 败 的 过 程 同 样 是 生 动
的。从写作的角度来说，都是一种

“ 成 功 ”。 今 天 收 到 一 位 女 生 的 日
记，写自已种的大蒜就是不发芽和
自 己 内 心 的 期 盼 ， 因 为 有 真 情 实
感，所以表达细腻动人，读来很有
新鲜感。自己写自己的感知，独一
无 二 。 这 就 是 成 功 的 作 文 。 写 作
文，其实是孩子将各种感知和综合
知识的运用表达。上周，带孩子们
到学校花园观察芙蓉花。此前，很
多孩子根本不知道花园里盛开的花

就是芙蓉。观察中，先认识它，再
去了解它——为什么芙蓉花会改变
颜色？这是因为花朵中含有“花青
素”，这种物质影响植物感知光线
强弱，光线越强花朵越鲜艳，越弱
花朵颜色就越淡。这是由观察延伸
到更深的认知。写“芙蓉花”，写
花，写叶，写花朵颜色的变化，写

“芙蓉花”的精神品质⋯⋯习作的
内容便是丰富的。我欣赏写下自己
独特感知的文章，但现在的孩子少
有自己的感知，往往一写作文就借
鉴作文书，内容千篇一律。他们缺
少体验，知识储备也不足，这些只
有从实践和阅读中获得。曾经让学
生写“慈利的秋天”，很多孩子写
落叶黄了之类的句子，套用到任何
地方都行，看不出慈利的特色。孩
子们对生活，对自然，对事物的感
知太少。我建议家长，多带孩子走
进大自然，大自然就是一座丰富的
写作素材的宝库。这次种大蒜和观
察芙蓉花，也许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孩子们写作素材的匮乏，但写下的
内容至少缘于自己的认知。我想，
这就是一种成功。不管种下的大蒜
发没发芽，长得好与不好，参与到
这项活动中，去体验，去感知，这
个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朵朵花开淡墨痕
李文丽

王席珍是张家界市敦谊小学一
名优秀的党员模范教师，从 1951
年到 1983 年带病退休，在教师岗
位 32 年，是党培养教育几十年的
老教师，虽已去世二十余载，他的
一言一行，早已深深刻在每一位熟
悉他的人们心中。特撰此文，以示
怀念。

王 席 珍 出 生 于 1926 年 的 大 庸
县便河街，自小聪慧，眉目俊朗，
读书用功，少时曾在原大庸县商立
崇实小学和大庸兑泽中学、九澧中
学就读，1946 年，王席珍告别家
乡，渡船前往上海求学。

忧国忧民的情怀，让王席珍对
当 时 苦 难 的 百 姓 十 分 同 情 ， 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因就读学校解
散，王席珍与同学一道回家，火车
行至浙江省义乌县境，当时火车站
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火车里挤满了
人，王席珍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位
孕妇，自己则挤过人群，爬往火车
顶，刚爬上车顶，逃窜的蒋匪军开始
乱放枪，王席珍右腿突然被什么重
力狠狠一击，人便失去了知觉。至
此，他被逃窜的蒋匪军夺火车乱枪
打中右腿胯部成重伤，同学和同乡
将他送进浙江金华市解放军伤病员
医院进行治疗，在这所医院，王席
珍受到了当地百姓和解放军医院良
好的照顾，大半年的治疗时间，让
他内心感激涕零，他深知自己这条
命是党给的，是解放军救了他。

在医院治疗时，一天，医院来

了一位首长和一些解放军，他们是
来看望解放军伤员和住院百姓的，
当那位首长走到王席珍面前，得知
他是大学生，又是有志青年，就亲
切地握着他的手，问他愿不愿意随
部队走？说部队正需要有文化的
人。王席珍一听感动地流出了热
泪：“我这条命是解放军救的，我
当然愿意跟部队走。可是，我的腿
不 方 便 了 ， 残 了 。” 那 位 首 长 惜
才，说可以给王席珍配一匹马，可
免去行军不便。王席珍仍然含泪婉
拒了，他知道，行军打仗，是需要
一个好身体的，可是他的腿，他的
腿啊！自此因为腿行不便，未能参
军追随部队，成为王席珍内心一大
遗憾，王席珍住了大半年院，腿伤
好了，要回大庸县了，临别时，他
把自己在湖南大庸县的详细住址，
告诉了照顾他的人，希望以后能有
再见之机，以表感谢。谁知，那一
别，便未再见，以至后来的岁月，
王席珍时常在心头念叨。

王 席 珍 回 到 家 乡 大 庸 的 第 二
年，走上为革命教育事业奋斗一生
的道路。王席珍去往后坪第六完全
小学教书，初到后坪，人地生疏，
加上腿残不便，一到春上就引起腿
疼。后坪小学校外临溪，溪沟涨水

时，住在溪沟对面的学生便无法过
河上学，王席珍常常带着残腿，艰
难地接送孩子过河，一次溪沟水流
有些湍急，王席珍站立不稳，差点
连学生一起被冲跑。在永红学校，
王席珍年年任毕业班班主任，双差
班总是由他带，从未因私事旷一天
工，寒暑假都是在学校度过的，星期
日则是最好的工作日，他和孩子们
一起度过了数载难忘的学业生涯。

1969 年 王 席 珍 回 到 原 大 庸 县
黄家铺公社王家垴大队沄口小学任
教。初到学校，学生们见他腿瘸，
便叫他“王瘸子”，他听了也不生
气，微微一笑。那时除了上课，劳
动课很多，学生和老师要帮着种
田、插秧、割谷、挖红薯、种花生
等农活，王席珍老师不顾腿瘸，主
动坚持和学生一起干活，并帮很多
家庭困难劳动力少的学生家里插秧
种田，家长们深受感动，学生们也
不再叫他“王瘸子”了。王席珍对
每个孩子都很关心，每逢开学遇到
交不出学杂费的学生，他便从微薄
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帮着垫付。因
为对学生关爱，对工作细致，班级
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一次，王席珍病倒了，药都是
请别人代买的，可是就在当天，班

上的黄新民同学患了怪病，四肢麻
木，躺在家里不能动弹，家庭贫
苦，他没有父亲，弟妹多，母亲日
出工无人照看。王席珍知道后，马
上派班干部把黄新民背来，亲自送
他上医院，并遵照医生的嘱咐，用
温水热脚。把黄新民放在自己床
上，脚头放上热水袋，给他喂药，
煮面食，空时就守在黄新民身边。
后来，老师和学生上山开荒，吃午
饭时，黄新民因带不出米躲在一
边，王席珍知道后，马上用自己的
米饭换他的苞谷糊吃，一连数日，
直到劳动结束。

王席珍在吃穿方面从不讲究，
下乡任教时就只一口破箱子，两床
烂棉套，一件棉衣。常常一件棉衣
穿破烂了，翻过来又是十年。他连
两次分房指标也让给最困难的老
师。王席珍热爱孩子们，孩子们也
很尊敬他，退休后，王席珍经常收
到学生们来自各条战线的询问信，
学生们入了团、入了党，总是向他
报喜，过年过节，总是有很多学生
来家里看望他。

2003 年 冬 天 ， 王 席 珍 因 肺 癌
病重，住院期间，组织上去看他，
要解决他的治疗费用。王席珍吃力
地摆摆手，缓缓地说：“不，我不
能 给 组 织 上 添 麻 烦 ⋯⋯” 半 个 月
后，王席珍去世。王席珍老师走
了，可他的教育精神，永远留在张
家界人民心中。

好教师王席珍
宋梅花

坚守心中梦想，走过教育四
季，回望来路，依旧幸福满满。

深 深 扎 根 “ 国 培 ” 第 一 线 ，
从乡镇到区直，从普通教师成长
为共产党员、中层骨干，从青年
到 不 惑 ， 持 续 书 写 着 幸 福 教 育
梦，她就是张家界市永定区教师
进修学校培训部主任、计算机高
级讲师张玉莲。

修身：凡育人者，必先
育己

教师进修学校是教师成长摇
篮，是教师成长的“加油站”。张
玉莲深深地知道：凡育人者，必先
育己。张玉莲把“读书”当成自己
的工作日常。为了拓展自己视野，
张玉莲除了踊跃参与学校计划派
出 的 研 修 学 习 外 ， 还 自 费 去 上 海 海 纳 川 培 训 机
构，自修礼仪教学，并获得 ACI 高级注册礼仪培
训师资格证书。向同行学习，张玉莲下沉一线，
积极听课，向同行学习教学方法、专题课程结构及
教学模式设计等，并深入一线课堂听课，对一线教
师课堂进行指导与建议，为自己的课程开发提供接
地气的素材。张玉莲还积极向网络学习，每天参与

“学习强国”的打卡任务。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
事就是打开学习强国平台，学习时事了解到国际国
内形势，聆听专家的讲座，丰盈自己的知识储备。

承诺：既然做了，就要做好

担任进修学校岗培部主任以来，张玉莲始终
把“有为才有位，有为更有味”作为工作信条，
坚守“既然做了，就要做好”的承诺。

2018 年 1 月，永定区成为湖南省第四批国培项
目县，永定区教育局、永定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指派
张玉莲做该项目“送教下乡”负责人。虽然毫无项
目经验，但张玉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重担。

在项目设计与实施过程中，为了学习衡东县
的“八张”清单经验，张玉莲找到衡东进修学校
肖志泉校长，并获得他的帮助。在年终考核资料
收集整理中，听说岳阳发展中心的佳菽(网名)老师
是这方面的能手，张玉莲立马想方设法联系他，
佳菽老师也毫不保留地发来目录清单，并详细地
做解释。她还经常向桑植进修学校的郑晓辉、慈
利进修学校的张健全、麻阳进修学校的曾山青、
石门进修学校的向鹏飞等这些承担过国培项目的
负责人请教，并获得了他们的热情指导与支持。

三 年 送 教 下 乡 活 动 ， 张 玉 莲 见 证 了 教 师 成
长。物理学科学员董云鹏参加“送教下乡活动”
之前，总是习惯躲在人群中。经过交流、讨论、
研课、磨课的锻炼，也能走向人前⋯⋯崇实小学
北校刘晶晶执教的 《意蕴隽永的汉字》，在 2020 年
全省思政课“立德树人”教学风采大赛中荣获一
等奖⋯⋯

融合：重视创新，才有突破

为了构建乡村教师学习共同体，将送教下乡
培训与送培学校的校本研修有机融合，张玉莲创
新“四环三课两对接”培训模式。四环：即校本
自磨——片区互磨 （小组） ——指导研磨——集
中研磨。“三课”即：合格课——优质课——精品
课。“两对接”是指：一与校本教研对接，以学员
所在学校为单位开展个人磨课；二与片区教研对
接，以相邻片区为单位开展小组磨课。整个磨课
活动以“五课”（即：备好一堂课、说好这堂课、
上好这堂课、评好这堂课、反思好这堂课） 为载
体 ， 贯 穿 磨 课 的 始 终 ， 旨 在 打 造 老 师 们 “ 看 得
懂、学得会、用得上”的精品课例。

为打造一支县域教师培训师队伍，在对永定
区培训管理团队培训中，张玉莲不仅言行上严格
要求，学习上也是积极参与。在她的引领下，每
位 学 员 开 发 了 自 己 的 课 程 ， 纷 纷 站 上 成 人 的 讲
台，走出永定区、走出张家界，甚至走出了湖南。

成长：因为付出，所以收获

在 2018 年省国培办的年终总结考评中，永定
区以全省第六的成绩喜获 A 类项目县。在连续两
年，张玉莲被省中心授予“国培计划”“省培计
划”“先进工作者”称号。永定区政府、永定区教
育局授予“优秀教师”光荣称号，岗培部也被永
定区妇联授予“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2021 年
被 评 为 张 家 界 市 优 秀 教 师 ， 同 年 入 选 张 家 界 市

“双名”工程学科骨干教师。
她撰写的 《新形势下，教师进修学校的职能定

位与发展探索》等多篇论文在湖南省教师教育学会
评选中获奖，其中《乡村学校“443”常态化校本研修
模式》被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项目实
施工作办公室评为“优秀工作案例”。2023 年撰写
的培训故事《有一种幸福叫“认可”》、培训课程

《新教师魅力形象三修炼》、培训模式 《2.0 背景下
“4+4”模式在整校推进过程中的实践与探索》 在
湖南省第三届教师培训师论坛分获一、二、三等
奖，2022 年成功入选湖南省“十四五”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校园长培训省级专家。

﹃
国培

﹄
路上莲芬芳通讯员

屈泽清

从 2000 年在 《张家界日报》 发表
第 一 篇 文 章 至 今 ， 已 有 二 十 多 年 了 ，
发表了上千篇文章，除了在 《张家界
日报》 发表外，还在 《小溪》《少年文
艺》《人民日报》 等多家报刊发表。我
在 业 余 时 间 坚 持 写 了 二 十 多 个 年 头 ，
是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一米阳光。

收 到 读 者 的 第 一 封 来 信 ， 是 在
2004 年 2 月 10 日 。 这 位 读 者 来 信 说 ：
从 《张家界日报》 上看到你的几首小
诗，佩服之情顿生，我想你在语文方
面的造诣不低吧，所以我想请你在这
方面指点一下我⋯⋯虔诚讨教的学生
许俏丽。

收到许俏丽同学的来信，我甚是
惊喜，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得到读者
的肯定，于是很快回复了她，并推荐
我发表的散文诗。谁知不久又收到她

的回信，“程老师，你好！看到信封上
心 心 念 念 的 地 址 ， 我 高 兴 地 跳 了 走
来，你给了我好大的喜悦与惊喜，没
想到你居然回信了，真的好意外。看
老师的信，受益匪浅，‘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大概也就是这种感觉了
吧。老师的经验之谈甚是有理，我一
定借鉴，老师的忠告，我一定铭记于
心⋯⋯老师给我看的是才发表的散文
诗吗？给我最强烈的感觉是美得使我
向往想听听那故事，美得使我向往写
作，写出那样隽秀的文章。谢谢老师
提醒，我一定会处理好学习和爱好的
关系，争取考上理想的大学。”

得 到 家 长 的 赞 誉 是 在 公 交 车 上 ，
那天我乘坐公交车碰到一位家长。家
长一看到我，高兴地说：“程老师，近
日读到你在 《张家界日报》 上发表的

《热 爱 生 命》， 这 篇 文 章 写 的 太 好 了 。
现在青少年跳桥的跳楼吃药的⋯⋯自
杀的太多，你这篇 《热爱生命》 如醍
醐灌顶，能够教育孩子如何应对各种
挫折，我要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我家的
孩 子 ， 让 她 背 下 来 ， 我 也 背 下 来 了 ：
生命可贵，不会重来，我们必须热爱
生命，战胜一切挫折，在战胜挫折中
感受到生命的幸福与美丽。一株大树
雷击折断也会长出新的枝条；一只壁
虎也会断尾求生；一地野草经历酷冬
的摧残，也会‘春风吹又生’⋯⋯ 活
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是幸福，活着就

是对生命的挚爱。‘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是热爱生命；‘到中
流击水，浪遏飞舟’是热爱生命；‘沉
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
热爱生命⋯⋯热爱生命，历经风雨之
后，就能看到彩虹；热爱生命，生命
就会如秋果，丰收在望，人生就会丰
饶！”听着家长背诵我的文章，我真高
兴啊，毕竟我的文章能够得到家长的
认可，且能引导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当 我 的 《童 年 ， 因 悦 读 而 快 乐》
在 《张家界日报》 发表后，我校 84 班
丁老师要我去她班上一堂有关阅读方

面的讲座课。我欣然答应，本来只计
划 讲 一 节 课 的 ， 看 同 学 们 听 得 认 真 ，
且兴趣十足，我便“拖堂”讲了两节
课 ， 从 我 童 年 阅 读 课 外 书 的 不 容 易 ，
从粘书到借书，从借书到租书，再到
我 在 各 种 文 学 刊 报 发 表 的 文 章 的 快
乐 ， 学 生 们 齐 读 了 我 的 散 文 《童 年 ，
因悦读而快乐》：⋯⋯童年，如果没有
课 外 书 可 以 读 ， 就 是 一 种 遗 憾 ； 童
年，如果没有养成悦读的习惯，就是
一种缺陷；童年，如果没有用知识滋
养，就是一种贫瘠 ⋯⋯ 讲座讲完了，
效果如何呢？晚上，我看到张洲家长
高兴地发朋友圈：妈妈，给我买课外
书 ， 我 要 看 ⋯⋯ 她 的 妈 妈 还 在 奇 怪 ，
平时不怎么看书的孩子突然吵着要买
课外书了。个中原因我知道，讲座课
就是在她孩子班上进行的。

关 于 我 写 作 的 题 外 故 事 还 有 呢 ，
在 这 里 不 得 不 提 的 是 《十 三 岁 的 夏
天》 在 《小 溪 流》 发 表 后 ， 经 《意
林 · 少 年 版》 转 载 后 ， 成 了 励 志 故
事，入选多种课外读物，还被教辅书

《5·3 天天练》《提优作业本》 作阅读
材料入选。

作为业余的写作的我，是无名之
辈，我只觉得，写作是一米阳光，也
能给予读者几许光亮：她能鼓励读者
认真读书，也能教育孩子如何战胜挫
折，还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种下
幸福的种子，就像阳光照在一米宽的
阳台上，植株不大的天竺和茉莉，依
然开得花团锦绣，红艳靓丽；花朵洁
白，馨香久远。虽然仅仅如此，我心
足矣。

写作是一米阳光
程家双

我为春天忙
张可欣 （8 岁）

天气晴朗，催着我为春天忙。

小明、小丽和小刚，兴致勃勃

一起去植树。小明激动地挖树坑，

小丽手舞足蹈提着水桶去打水，

趁这功夫，小明和小刚把树苗

放入坑中，小丽回来，

哼着歌儿给树苗浇起了水。

小鸟飞过，看着笔直的小树，

觉得真是漂亮。大树伯伯和云姐姐

凑上来，看着小树也露出了笑脸。

小丽说:“哇，我们种的树

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树了！”

雷雨体验卡
康恩静 （8 岁）

天气变化多端。

下午上课时晴朗明媚。

忽然，敲锣打鼓的雷公公

向我们递来一张

雷雨体验卡片。

他高兴得自顾自

喝起了酒，他很快就醉了，

壶里的酒一滴滴往外洒

——哗啦啦，哗啦啦

叶子被灌醉了，花儿被灌醉了

行人匆匆忙忙，照着马路上

神奇的大镜子

在湿漉漉的滴答声中远远跑去。

雨后
蔡睿轩 （8 岁）

操场上下起了哗啦啦的大雨

看！雨儿们很快乐。

过了一会儿，他们停住了

大树更高了，小草更青了。

远处的雾，贴着山头，悠闲地散步。

再一会儿，太阳出来了。

天空闪现了一条五颜六色的大虫

云朵正朝着大虫奔跑。

(作者均系张家界市金海学校学生)

儿童诗三首

心灵的呼唤

梅方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