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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进入电脑时代，人们天天用电脑打字，用手机
微信发语音交流，写字真的还有那么重要吗？

写字真的很重要，对于中小学生尤其重要。
因为写一手好字，不光是字好看，还可以培养孩子的专

注力、自制力、观察力，开发孩子智力……总之，写字的好处
很多很多。

本人作为一线教师，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看，一个
中学生如果字迹太差的话，在中高考中，他的总分至少要比
同等水平的学生落下50分。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从语文这一科看，作文是语文考试的半壁江山，作文

后面就有卷面书写分，通常都是5分，有的省市更高；还有
的省市，比如陕西、海南等中考语文必考汉字书写。对于
作文卷面分，字迹工整的同学可以拿到满分 5 分，字迹差
的同学通常就在 1 至 2 分，甚至就是零分。这样，差距就
在3分左右。

除了卷面书写分，作文内容也大受影响。
字迹工整清楚，老师看着很舒畅，心情就好；字迹潦草，

无法辨认，老师自然也会大笔一挥狠狠地扣分。粗略估计
一下，从作文这一块成绩看，字迹好的和字迹差的，同等水

平情况下，相差应该在10分左右（满分60分以上的省市）。
除了作文，语文还有很多文字表述题。这类题目有很

多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全是学生自由发挥。两个人即使答
案针锋相对，只要言之有理，均可得分。字迹潦草的学生，
写的内容老师都不认识，如何给你分？即使不判你零分，也
一定会狠狠扣分。由此看来，加上作文扣分和其他题目扣
分，保守地估计，字迹潦草的同学，至少要比字迹工整清楚
的同学，同等成绩下少20分左右（卷面满分150分地区）。

除了语文，政治、历史这样的学科也有大量的文字表述
题，也没有标准答案，完全由学生自己发挥。字迹潦草的同
学一定会大大受伤。物理、化学、数学等其他的学科中，单
纯文字表述的题目也有，字迹潦草，看不懂，不认识，自然也
会扣分。

这样加总一起，总分差距在50分左右是毫不夸张的。
在多年教学生涯中，我看过太多学生，仅仅因为字迹潦

草，在中高考中失利，往往因为一两分的差距，没能考进自
己心仪的高中大学。

说了这么多，你一定也明白了，对于一个中小学生，写
好字是多么重要了。

一说到写字，有的家长马上就想去给孩子报个写字培

训班，让孩子参加练字。也有很多家长说，自己的孩子参加
过写字班训练，就是写不好，这可怎么办？

这里，我也不好笼统地说是什么原因。我只想说写字
要功夫在平时。

我说的写字，也并不是要求所有孩子都写得跟书上印
的那么好，我们只是强调要把字写得清清楚楚，工工整整，
让人一看就认识。这样，通常都是不需要去写字班的。

相反，有不少孩子，他们在写字班可以认认真真地练
字，写得规规矩矩，但是，一到写作业的时候又故态复萌。
这是把平时写字和专门练字当成了两回事，互不相干。如
果这样，通过短期的培训，想把字写好确实不容易。

所以，要把功夫做在平时。
平时写作业，家长就应当盯着孩子，认认真真把字写

好。这里把字写好的要求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把字写得方
方正正，大小一致，笔画到位，看起来清清楚楚，是什么字就
什么字，这样就可以了。而要做到这个要求，其实是不难的。

因为写字如此重要，我们要从娃娃抓起，孩子父母、中
小学老师，特别是低幼年级老师要早早着手，把孩子的写字
基础打好。

（作者单位：明光市张八岭中学）

写一手好字很重要
□阮华君

为了加快青年教师成长的步伐，磨练教学内功，提高教
师业务水平，滁州市田家炳学校近日举办了青年教师教学
业务练兵活动，红烛粉笔颂党恩，诗词礼赞二十大。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一支小小的粉笔在手中轻舞
飞扬，书到深处见文化，书到极致见精神，昭示着教师们也
在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诠释内心的情感，或慷慨激昂，或真
情流露，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新时代，教师们充满豪情壮
志，也将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誓为祖国的未来添砖加瓦。

笔耕不辍，声声不息
□方小文 夏圆圆 文/图

十月，一片金黄。
推开窗子，和扑面而来的桂香撞了个满怀，香气飘散到

了你的每一个毛孔，细胞都沉醉在桂花香中难以自拔。
走出门去，更浓的桂香钻进鼻子，蜜蜂在桂花里喝得不

省人事，斜斜地躺在叶上，翻个身，“啪——”落在地上，扇扇
翅膀又睡去了。

信步于田间，稻子不堪重负，弯下了腰，一晃一晃，喘着
粗气。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人群的喧闹，唯有一片金色的
海洋，晃啊晃啊……

人们开始收稻子，有的是人工，有的是机器，但是机器
完全不值一提，稻田的清新和优雅把机器的僵硬反衬得无
地自容。一家人，拿着镰刀，在田里有说有笑地割稻子，镰
刀的闪亮和稻田的金黄，成了阳光的棱镜。一片片稻田整
整齐齐，一片片稻田金光闪闪。

田野上，青草早已枯黄，但枯黄不代表死亡，一株株
枯草下的一个个嫩绿的生命，等待下一个春天的生机与
活力。

果园里，一片枯黄，叶子把自己的生命给了果实，果实

不负众望，挂满枝头，等待人们的采摘。
登上高处，桂花、稻田、枯草……一片金黄，处处金黄。
回到家，你的眼睛只剩一片金色的影子，金首饰在它面

前微不足道，这是大自然的给予、大自然的秘宝。
这，就是金色的秋天！

【点评】小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秋景图。语言
表达上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生动活泼，行文流畅，结
构完整，表达了作者对秋天的赞美之情。

金色的秋天
□滁州实验中学七（10）班 曹啸谷 指导教师：何春

我 之 见

11月1日晚，安徽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在滁
州奥体中心举行，作为滁州师生，能够共襄盛举，实
在荣幸之至。省运会主题宣传片一经重磅推出，就
刷爆了滁州人的朋友圈，身为滁州人看到宣传片真
是惊叹连连、自豪满满。

进入11月，恰逢我和学生们共同学习到新编高
中语文教科书必修上册第四单元《家乡文化生活》，
这个单元属于课程标准中“当代文化参与”学习任务
群的课程内容，其人文主题就是“我们的家园”。家
乡滁州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历史传说无不给我和
学生带来精神滋养，我们早已不知不觉中稳扎了“滁
州根”，凝结着“滁州魂”，只是“美而不外现”“幸福而
不自知”。

省运会捷报频传，市属媒体摇旗呐喊，各级媒体
广泛宣传，师生沉醉在山水亭城、最美滁州的氛围
里，正是共赏皖美省运宣传片，聚焦家乡“亭好”滁州
景的好时候，正是体验家乡文化生活的好时机。

11 月 4 日的语文课上，我在高一（10）班和高一
（11）班课堂多次播放安徽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宣传
片，师生一起欣赏美丽、奋进的滁州。

第一次播放：氛围营造。在课前准备阶段，用班
班通播放宣传片。同学们顺着孩子们在“环滁皆山
也”的诵读声，在奋进高昂又灵动亲切的背景音乐中，
在磅礴大气又人间烟火的图面交错里慢慢安静、渐渐
沉醉，自然进入到“家乡文化生活”的学习氛围里。

第二次播放：专注共赏。正式上课后，简单介绍
本单元学习的要点、本节课欣赏的重点，并启发学生
们思考：家乡的各类人物、多样景致和独特习惯，共
同形成了我们滁州与别处不同的风景。5分钟的宣
传片浓缩了滁州人独有的文化记忆，我们试着边看
边议，在宣传片里找找熟悉的滁州风景。

第三次播放：重点讨论。家乡文化生活主题有
多样性，我们试着探究宣传片里的家乡人物、文物古
迹、人际关系、生活方式、道德风尚等，从各自的角度
揣摩宣传片编导们的精心设计。

三次播放，学生们对宣传片的关注兴趣越来越
高涨、讨论氛围越来越浓厚，对家乡滁州的自豪感油
然而生。在这其中，不乏精彩的学生发言令人惊喜
而振奋，摘录如下——

丁子雯：宣传片中，体育项目的选择颇具匠心。
先是射箭，表示我们先明确目标；后来是射击，表示
我们精准发力；再后来是跑步，表明我们滁州为实现
这个目标而追逐，不懈努力。

单家鑫：“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望之蔚然而神秀者，琅琊也。”在滁州少年诵读声中，
醉翁亭的景象映入眼帘。这是许多人对滁州的第一
印象，也是滁州深厚文化底蕴的杰出代表。

方礼怡：元气森林、盼盼食品、养元、今麦郎、蜡
笔小新、东鹏特饮、洽洽、雅克、光明乳业、百年这些
我爱的零食，原来都是滁州产的，以后不管在哪里，
看到这些食物，都倍感亲切。

储辰辰：江淮分水岭风景道、黄寨草场、风能发
电场、九道湾公园、来安池杉湖国家湿地公园、明光
丹霞地貌、拱极门、南湖公园、琅琊山风景区，无不表
现出滁州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守。

张子雯：“一岭分江淮，一道看滁州”在宣传片里
有了具体的样貌。“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
也”，我在语文书里见过欧阳修笔下的滁州人出游琅
琊山的盛景，今天的我将更自豪地介绍我的家乡滁
州盛景。

陈默然：我看到人民广场、政务中心、十大暖心
工程、智慧菜场、爱心助餐点、滁州一院、滁州高铁
站，一个个民生工程，暖了老百姓的心，让老百姓油
然而生一种温暖、亲切的情感，我的家乡不是繁华璀
璨的魔都、不是永不熄灯的纽约，却是滁州人心中永
远炽热的阳光圣地。

刘海翔：我看到明城墙、凤阳小岗村、滁州图书
馆、滁州博物馆、大包干纪念馆、滁州文学艺术中心、
凤画、凤阳花鼓、非遗剪纸、女山湖大闸蟹、梅白鱼、
甘露饼、雷管板鸭、凤阳酿豆腐、管坝牛肉、琅琊酥
糖、酥笏牌，宣传片多角度展现了滁州深厚的文化底
蕴、生动的新时代活力和山水亭城的宜居环境。

史登会：我觉得宣传片镜头的运用很有巧思。
省运会的徽标分别取材于醉翁亭和遵阳街；省运会
的吉祥物“滁宝”留着滁菊发型，手中擎着火炬，火苗
正好是滁州的首字母，拍摄到“峰回路转”景点镜头
自然切换到运动员的刻苦训练和赛场表现，光影交
错间，我看到滁州的发展和每个滁州人的努力密切
相关。

……
短短45分钟的课堂时间，师生畅谈对家乡的热

爱，学生们的发言讨论升华了我对滁州的认识。原
本准备的慷慨激昂的结束语显得那么多余，最终这
节课在师生的三问三答中结束。

老师问：“家在哪里？”学生回：“滁州！”
老师高声问：“家在哪里？”学生齐声答：“家在

滁州！”
老师自豪问：“你家在哪里？”学生笃定喊：“我家

在滁州！！！”
（作者单位：滁州市实验中学）

谁不说咱家乡好
共赏皖美省运宣传片 聚焦家乡滁州好风景

□汪 艳

芳 草 地

和阔别已久的兵聊天，不经意间把话
题切入到了初中时代。提到王老师，我俩
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件往事。

初二时，我和兵在一个班。按照家族
的辈分，我叫他爷爷，但这并不影响我俩在
一起玩。我俩成绩优异，可是都不太自
律。尤其是我的兵爷爷，他特别会玩，我理
所当然地成了他的跟屁虫。

到了初三，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怕影响
我俩学习，特意把我俩分开——我到了一
班，他到了二班。

可是课余时间，我俩仍然形影不离照玩不误，可谓同龄“爷孙”
也无大小啊。

这不，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俩头脑一发热，竟然商定在教室
里玩，不回家了。

为了掩人耳目，我们没有开灯。低声地说，窃窃地笑，空荡荡
的教室里，我俩仿佛快乐的精灵。虽然喂了一夜蚊子，但我们无怨
无悔。

第二天一早，我们溜到小镇上买点早点，返回学校继续不亦乐
乎地玩。

一个上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可怜的肚子咕咕叫，不停地发出
抗议声，该吃饭了。可我俩的口袋里连毛票也没有了。就是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玩得意犹未尽，难分难舍。

是回家吃饭，还是继续玩？就在我俩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班主
任王老师扛着渔竿拎着渔篓过来了。我俩躲闪不及，被他发现了。

“吃饭了吗？”猛一听，王老师的口气有点严厉。
“没……没有……”我低着头，不敢直视王老师的眼睛。
“走，到我家吃！”说完王老师转身就回家了。
是不是听错了？我和兵爷爷四目再对，不知所措。

“快点，别磨蹭了！”王老师在远处喊着。
王老师刚刚吃过，电饭煲里的饭还很热。

“没菜了，我去炒盘马铃薯。”王老师说完就钻进了隔壁的小厨
房。王老师新婚不久，住的房子是校园里废弃的地震监测站点，厨
房是依靠山墙临时搭建的屋棚。

只一小会儿，一盘香喷喷的土豆丝摆在了我们面前。
“你俩慢慢吃，我去钓鱼了。走的时候把门关上。”王老师的话

不多，不像课堂上的滔滔不绝，但我们听起来心里却感到温暖无比。
兵爷爷说他在上海喝过一碗千元的汤，但我肯定那碗汤没有

王老师炒的土豆丝的油汤香，因为在我俩狼吞虎咽之后，兵爷爷竟
把碟子舔得干干净净。我看得目瞪口呆，真的佩服我的兵爷爷
——他实在是太饿了！

如今，兵爷爷成了一名事业有成的儒商，吃过不少山珍海味，
但我想，那盘土豆丝一定会在他的记忆深处，永远散发着与众不同
的香味。我则继承了王老师的衣钵，成了一个两袖清风的小学教
师。每当我听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首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
想起王老师。作为师者，我更能体会到王老师对学生那份深沉的
爱。那份爱，不是口头上的简单提醒和说教，而是当学生饿了，亲
自为学生炒一盘热气腾腾的土豆丝。

（作者单位：全椒县十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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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坛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