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芳 草 地

恍恍惚惚地，小学
时光如流水般飞逝。
踏入初中的校门，仿
若踏入了一片崭新的
天地。

一段充满未知与
惊 喜 的 旅 程 就 此 启
航。这里的一切，都如
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画
卷，在我眼前渐次呈现
出它的缤纷与深邃。

我初次步入这所
初中，新的环境令我移
不开眼：清晨的阳光，
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
校园的小径上，形成
一片片金色的光斑。
我怀揣着一丝紧张与
满心的期待，脚步轻
快地走在这通往知识
殿堂的路上。新的校
园，比小学宽敞了许
多，那一座座拔地而
起的教学楼，犹如知
识的巨人，静静地矗
立在那里，散发着庄严
肃穆又令人向往的气
息。校园里的花草树
木，像是一群热情的伙
伴，在微风中轻轻摇
曳，似乎在欢迎着我们
这些新来的朋友。

新的环境令我感
到了紧张，再也不是小
学时的悠闲自得。我
们要摆脱过去的稚嫩
和青涩，要爱上学习、
善于学习、竞争学习。
良性的竞争有利于我
们的发展和健康成长，激发我们
对学习的兴趣和动力。我们要和
同学们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紧
张又愉快的氛围，无一不证明着
我步入了初中阶段。再者，要做
崭新的自己，意味着我们要养成
好习惯：爱学习、爱劳动、爱阅
读。这样的学习习惯会使我们变
得更好。

初中生活，不仅有学习的忙
碌与充实，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
活动。社团招新那天，校园里热
闹非凡。各个社团都使出浑身解
数，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我怀
着好奇与兴奋，穿梭在各个社团

的摊位之间。书法社
团里，一幅幅精美的书
法作品让我赞叹不已，
那笔墨纵横间的韵味，
仿佛诉说着千年的文
化传承；美术社团的同
学们用画笔描绘着心
中的梦想，色彩斑斓的
画卷如同一个个绚丽
的梦境；音乐社团里，
悠扬的歌声和悦耳的
乐器声交织在一起，宛
如 一 场 美 妙 的 音 乐
会。我最终选择了文
学社团，因为我热爱写
作，渴望在这片文学的
天地里，用文字抒发自
己的情感，讲述自己的
故事。

步入初中，意味着
人生在此转变。经过
小学六年知识的洗礼，
我们已经不是那个稚
嫩的孩子，而是一个有
自我意识，有远大抱负
的青少年。我们已经
知晓自己现阶段的首
要任务——学习。学
习并不是唯一能改变
命运的，但一定是最为
公平便捷的一条路。
知识方能改变命运，所
以我们要主动学习，热
爱学习，把学习当作生
命的一部分。学无止
境，我们要永远学习，
即使现在成绩不如意，
也不要一蹶不振。也
许现在的你并不起眼，

只要下定决心，有远大抱负和理
想，向既定目标出发，我坚信，功
夫不负有心人，一份耕耘一份收
获，属于你的，必定会在未来某一
天以另一种形式与你碰面。

一弯星河可为纸，三两心情
作铺垫。我的初中生活氤氲着校
园里花的馨香，正心亭的淡雅，牵
牛花的绚烂。我的初中生活，就
这样，开始了！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加油！新时代的少年！加
油！定远第三初中的学子们！

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
会与初中生活碰撞出更加绚烂的
火花，收获更多的成长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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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文章采用总分总的结构，每个画面清晰，
层次分明。文中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通过对不同
场景的描写，展现了初中生活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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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忆 录

许 老 师 是 我 初 二 时 的 语 文 老
师。因为是同姓，同学们课下戏称我

“小许”，称语文老师“老许”。老许
其实并不老，也就 30 岁左右的样子，
身材修长，风流倜傥。每次教到“邹
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我就
会想到那时候的许老师。许老师知
识渊博，上课喜欢旁征博引，至今犹
记得，他在讲台上长身玉立，那些诗
词歌赋随口吟出，让坐在课堂里的我
敬佩不已。

许老师还是位思想很时尚的老师，

他经常在讲解课文前给我们解读当时
流行的歌词。还记得他给我们分析“我
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中“撞”字为什么用
得好，甚至有时兴起，干脆语文课变成
了音乐课，教我们学唱起来。

有个周末他组织我们一起去爬皇
甫山。我们一行人爬到半山腰，在弥陀
寺旁偶遇了一株盛放的桃花，他随口吟
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
开”，同学们都觉得贴切极了。那天，我
们站在皇甫山的最高峰眺望远方，山下
的村庄河流渺小如斯，真正领悟了“一

览众山小”的意境。这样有趣的老师我
们怎能不喜欢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许老师把
我们的作文挑选出来，用钢板一个字
一个字刻出来，油印成册，还在封面
上画了一竿竹子，取名《深秋的梦》，
在全校发行。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自己的文字被打印出来，兴奋极了！
整个晚自习，我们都默默低着头，一
遍又一遍阅读着《深秋的梦》。我们
捧着它带回家给家长看，家长又给亲
戚看。一时间，我们被全校学生羡

慕，都知道我们成了“作家”，大家的
写作热情空前高涨！后来，我有很多
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发表，但所有的喜
悦都比不上当初那浓浓的墨香带给
我的震憾。

不是所有的梦都会成真，但一个人
的一生总得做个美梦吧，哪怕它是虚无
缥缈的。感谢许老师领着我们这群少
年做了一个特别美的梦。

如今我也做了语文老师，却总是惭
愧于被各种应试缚住了手脚，实在成不
了许老师那样洒脱的语文老师。

率性洒脱许老师

日前《中国教师报》公布了 2024
年区域教育十大改革创新案例。我
市科学教育典型经验做法成功入选
且为全省唯一！

安徽滁州：举全市之力做好科学
教育“加法”

地处安徽省东部、苏皖交汇地区
的滁州市凭借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
依托智能家电、新能源、光伏发电等8
大产业链，聚焦“双减”背景下做好科
学教育“加法”，打通堵点、聚焦优势、
放大效应，在滁州大地刮起“大科学
教育”旋风。

为了补充师资的不足，滁州市
近三年通过公开招聘、人才引进、公
费师范生录用等渠道补充科学类教
师 439 人，并加强科技名师培养，形
成了安徽省教坛新星、市级教坛新
星、市级学科带头人、市级中青年骨
干教师等一大批科学类学科领军人
才。同时，聘请240余名科协科技工
作者、高校教师等担任中小学科学
副校长、科技辅导员，常态化开展
市、县两级科技辅导员培训班，通过
持续性、系统性、专业性培养，实现
全市中小学科学副校长、科技辅导
员“两个全覆盖”。

正是有了一批批骨干教师，既保

证了科学课的高质量开展，也为“双
减”政策的落地提供了人才保障。

在中小学科学教育中，教学方法
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滁州市中小学教师不断探索新的教
学方法和手段，如跨学科主题学习、
项目化学习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

为了确保科学教育推进的效果，
解决发展中不断涌现的问题，滁州市
通过多种方式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
和教师的教学效果，如实验操作考
试、科学内容考试、科技创新大赛
等。同时，注重科学教育的过程性评
价和发展性评价，以全面了解学生的
学习状况和教师的教学情况，及时发
现问题并加以改进。

在滁州，每个县（市、区）、每所
学校都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了丰
富的科学教育课程。“凭借区位资源
优势、领导重视及多年来的持续探
索，琅琊区开展科学教育有了更多
空间和载体。”琅琊区教体局副局长
许海濛说，“正是这些积淀和支持，
让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推进科
学教育。”
（原文刊登于2024年12月18日《中
国教师报》第04版）

我市案例入选“中国教师报2024
区域教育十大改革创新案例”

□孙和保

近日，滁州市实验中学组织七年级学生
利用周末到滁州市图书馆开展志愿服务社会
实践活动。

在老师的组织下，志愿者被分为两组，分
别在成人部和少儿部。各部管理员进行现场
教学，讲解图书检索系统的操作方法，通过实
际操作，让志愿者们学会如何高效使用图书
馆资源，快速分类，增进了志愿者对图书分类
和管理的认识。

活动中，志愿者们积极参与，不偷懒、不
松懈，快速完成分配的任务，认真学习检索系

统，将不同分类的书架整理得井井有条，充分
展示了志愿者应有的勤奋认真、吃苦耐劳的
精神风貌。

本次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丰富
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也为志愿者们提供
了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的平台，让同学
们体会到了工作需要细心和耐心，意识到
要爱惜书籍，借阅书籍归架时不要随意乱
放的责任意识。同学们表示，希望以后可
以多参加此类实践活动，为社会贡献自己
的力量。 志愿者在市图书馆人民广场分馆开展活动志愿者在市图书馆人民广场分馆开展活动。。

有 幸 遇 良 师
□许 宏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成
长的路上，孩子在长大，大
人在成熟。在这漫长的成
长道路上，能遇到良师教
育扶持是一件幸运的事。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
学生。

小学时，我的语文老师姓陈。那
时，陈老师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
个头不高，精瘦精瘦的。他的语文课生
动极了，那些原本我们读来平淡无奇的
文字，在他的讲解下，一下子就鲜活起
来。课堂上，我经常听得入了迷，听着，
听着，课本中的那些鸟呀雀呀，就扑扇
着翅膀从书本里蹦跶到我的书桌上了，
那些花呀草呀也从黑乎乎的字丛里探
身出来，在我眼前摇枝晃叶的。

语文课是我荒芜的童年中最大的
欢乐。

我每天最开心的就是上语文课，经
常下课铃声响起，我还沉浸其中，呆呆
地坐在座位上，等到其他老师走进课堂
了才悠悠地在心里长叹一声，就像小时
候每天都在期盼着过年，等到过了年初
三，我就莫名惆怅，伤心着好时光怎么
就这么容易溜走呢？

现在想来，陈老师在那时就把一颗
热爱语文的种子悄悄撒在了我的心里。

小升初毕业考试，我语文考了全乡

第一，陈老师开心极了。毕业那天，陈
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支崭新的
钢笔递给我：“老师送你一支钢笔，到了
初中也要好好学习呀！”我一下子愣住
了，小小的我拽着衣角不知所措地看着
老师，陈老师微笑着把钢笔塞给我。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张黝黑的
慈爱的笑脸。钢笔是黑色的，陈老师在
笔杆上刻着：“好好学习”，细若蚊足，勾
画了了。

后来我读了师范。跨进校门的那
一刻，大家就知道毕业后会有铁饭碗，
学习上难免开始松懈。每当我快要沉
沦时，我就拿出那支钢笔端详，又能迅
速振奋起精神来。在师范的几年，我学
习成绩优异，还经常参加各种演讲、征
文比赛，成了学校广播站的小记者，担
任了学校文学社社长，每天忙得不亦乐
乎，从不懈怠。

就在那时，我开始痴迷上了写
作。我经常在北京的一家名叫《中专
生文苑》的杂志上投稿，毕业前夕，主
编联系我，问我是否愿意做一位杂志
编辑。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选

择。一面是我喜欢的职业，但有可能
从此跌宕起伏；另一面是我并不想从
事的职业，但却安稳无忧。父亲是无
论如何不放心他的宝贝女儿跑那么远
的，更何况一毕业就可以当老师了
呢。我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中！

我写信询问陈老师。陈老师回了
一封长长的信，在信中给我分析了各种
利弊得失，同时讲述了他从教以来的种
种经历，“看着学生一点点进步也是其
乐无穷的事”，我最终下定决心回到家
乡，站到了讲台上。这也让我有机会陪
伴父亲度过了一段让他舒心的岁月，这
是我弥足珍贵的记忆，我至今对这个抉
择无怨无悔。

那时，我和弟弟都在读书，家里一
穷二白。读师范期间，陈老师还主动给
我寄过几次钱，接济我的生活，共 600
元。这在今天看来并不多，但在当时却
能支撑我近一个学期的开销。这些钱
直到我毕业拿工资后一年多才还给
他。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陈老师的经济
并不宽裕，甚至因为家里穷婚姻一度受
到阻遏，幸亏师母态度坚决才成了家。

我读师范时，陈老师刚转正，小师妹才
出生，师母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操持庄
稼，一家人的拮据程度可想而知。尽管
如此，他还和师母惦记着隔三差五寄点
钱给我。

这份恩情，我永记不忘！在我心中
他就是我的第二个父亲。

我出嫁时，师母为我缝制了一床厚
厚的被子，这是按照当地嫁女儿的陪嫁
来做的，在陈老师和师母的心里，他们
也把我当作了自己的女儿。

记得我和老公新婚第三天回门，陈
老师当着我父亲的面语重心长地教育
我俩：“婚姻要双方迁就，不能要强！要
好好过日子！”

“要好好过日子”，这句话我牢牢记
在心里。尽管婚后的生活也时有磕磕
绊绊，但我总是积极解决，偶而也会使
使小性子，发发脾气，但总是适可而止，
不会纠缠不休。从不说伤害感情的话，
更不做伤害感情的事。

现在但凡有学生结婚邀请我，我都
会郑重嘱咐一句“以后要好好过日子！”
一如陈老师当年嘱咐我一样。

亦师亦友陈老师

邹老师是我读师范时的文选老
师。教我们时就是位大腹便便的中年
大叔了，其貌不扬，还不修边幅，经常
胡子拉碴地，有一次竟然穿着拖鞋就
来上课。他上课时喜欢一手插兜，一
手夹着粉笔，在讲台上踱来踱去，踱到
哪就顺手在那块黑板上写几个字。字
也是龙飞凤舞，毫无章法。有时遇到
那块黑板已经写上字了，他也懒得去
擦，就在原有的笔记上随意叠加。听
他的课要时刻打起精神，稍不留神就

找不到笔记在哪。但他却特别有才
气，在教我们文选的同时正在创作一
篇长篇小说。有一次，他喝了酒，满身
酒气来上课，还拎着一台录音机放在
讲台上，我们一脸懵。他按下播音键，
他那特有的沙哑的嗓音从录音机里飘
出来：“九妹，我一点都不想你，我对着
波光粼粼的酒瓶起誓，我一点都不想
你……”全班沸腾！

大家纷纷猜测这个让老师如此失
态又如此才思泉涌的“九妹”到底是

谁。尽管我们最终没有知道答案，但那
首忧伤的诗和那个沙哑的嗓音却烙刻
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多年后的同学聚
会有了可回味的话题。

但于我意义却不仅如此。我一直
喜欢为学生朗读课文，也喜欢指导学生
参加各种朗诵比赛。上公开课时，我从
不会使用名家的朗诵视频，总觉得自己
的声音更接地气，我并不怯于在大众面
前发声，这都得益于当年那个沙哑嗓音
的鼓舞。

邹老师上课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极少按照课本的套路来，他对学生习
作的指导也很专业。那时，我已经在
杂志上发表文章，也经常在各种征文
比赛中获奖。有一次，邹老师看了我
写的一篇散文，皱着眉头说：“文章不
是卖弄文字，要有灵魂；也不要给得太
满，要有余味。”我当时似懂非懂，但毕
业多年依然记在心里，每次写文章时
就会细细品味，有没有做到老师当年
的要求。

才思横溢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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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
年游。时过境迁，我自己从教都已
经 27 载 ，教 过 的 学 生 一 届 又 一

届。但学生时代依然是我最愿意
回忆的一段经历，更庆幸于所遇到
的这几位良师，他们如师如父，照

亮了我的求学之路。我常常想，我
有没有照亮过某个学生的路，会不
会若干年后也有学生为我写上一

段文字，如果有，那将是对我最大
的奖赏。

（作者单位：滁州市东坡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