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从顽皮稚童到青
涩少年，再到风华青年、沉稳中年、淡定老
年的生命历程中，都要不忘初心，拉长生
命的长度。

我从教24年，共送走了8届毕业生，一
路都在捡拾快乐。

什么是教育？什么是语文？什么是
语文课？24年前，这 3个问题涌现在我心
底，24年后我应该对这 3个问题有清晰的
认识。

24年既短又长，24年我送走了千余名
学生，我记住了多少学生，多少学生又记
住了我？

我所教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写信和
我说：“邵老师，我多想听您祝福我们金榜
题名。”看完信的时候，我想对他说：“祝福

无声，祝福尽在不言中，祝福在日常的每
节语文课中，祝福在点点滴滴的交流中。”
近年毕业的学生发微信和我说：“邵老师，
我感觉您和我以前的老师都不一样。您
很和蔼，更关注学生的德行。”

“德以化人，财勿累己。”这句名言，蕴
含教育思想，可以用来衡量学生成长过程
中，教育方法是否得当。

每个学生都是一粒种子，只是每个
人的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
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不要看到
别人的花怒放了，自己的那朵花还没有
动静就着急，相信是花都会有花期的，悉
心呵护，用心耕耘，静待花开。也许，你
的种子永远都不会开花，因为它是一棵
参天大树。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
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
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
育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群人的事，
而是全社会的事，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引
领感染要渗透到各行各业。

一个家庭，一所学堂，甚至一位师长，
都关乎教育的成败，关乎教育的优良家风
能否被传扬。

言语是一个人的精神脸谱，教养是一
个人的精神长相。家长和教师的使命就
是让孩子逐步对自己的精神长相负责任，
培育孩子身上的精神“种子”。

将美育植根于教育中，引领学生走进
书本，感受到一个有意义、有情趣的人
生。让学生走进生活，对生活产生无限的
爱恋、无限的喜悦，从而使学生的精神境
界得到升华。培养学生向善、感恩的品
行，懂得珍惜自然、珍惜生命、珍惜美好的
事物，懂得帮助他人，爱父母、爱他人，爱
家乡风物、爱祖国山河、爱天地万物。引
导学生在愉悦自由的精神状态中，提升美
学素养，认知自我内在的灵性，塑造自我
完善的人格。

春华秋实。不忘初心，享受语文教
学，捡拾快乐。

（作者系曲靖市陆良县联办高级中学
教师）

老师说：“今天我们班的同学都要去
打针。”消息一传出，同学们都被吓着了，
大家议论纷纷，班里炸开了锅。有的同
学说：“今天要打针，那多痛啊！”因为怕
打针，同学们都提心吊胆的！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排着队来到
打针的地方。看着打完针的同学抱着手
臂“哎呀、哎呀”地叫着，同学们都有些担
心，有的同学身子抖得像筛糠，有的同学
被吓得哭了起来。我心里也有些怕，心
里念着：“老天啊，求求你让队伍走得慢
些吧！我可不想让那银光闪闪的针头扎
进我的肉里，很痛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打完针的同学越

来越多，终于轮到我了，我忐忑不安的
心就像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最
好是到我时没针水了，这样我就可以不
打了。”我小声地嘀咕着，可事情并没有
按照我的愿望进行。到我了，我抡起胳
臂，准备和针头一决雌雄。我心里的

“水桶”随着“小蚊子”在手臂上轻轻地
“叮”一下和护士姐姐说的“好了，下一
个”的声音而放下了，心中的恐惧感也
烟消云散了，原来打针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可怕。

这一切就好像一场梦，却又那么真实！
这一次经历使我明白一个道理，坦然

面对挑战，才能战胜内心的恐惧！

时间如同手中的细沙，慢慢流失着。俗
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今天我看到自己幼时的照片。那时的
我啥也不懂，是一个可爱、帅气的小屁孩，
手里拿着一把手枪靠墙而立，“耀武扬威”
的表情仿佛在说自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但照片里幼稚和纯净的眼神却把自己的

“不可一世”出卖了。
一眨眼的时间，我变成了一个10岁的

大男孩。看着镜子里的我，虽然稚气未脱，
但俨然有了一丝丝小小少年的烦恼，大而
灵动的双眼上还戴上了一副眼镜。没有了
幼时的蠢萌乐趣，可天性开朗的我也照样
快快乐乐，即使有时会担心考试成绩不好，
有时会顾虑作业太多。

看着我一天一天长大，妈妈会不由
自主地流下眼泪。妈妈的眼泪是高兴
的，也是伤心的。妈妈心里想，之前那个

可爱的小男孩去哪儿啦？是飞向了天空
探索宇宙？虽然现在的这个小男孩依然
听话，可有了一些叛逆，有了自己的想
法，不再是牵着妈妈的手，跟着妈妈要抱
抱的“跟屁虫”了。

我问爸爸，为什么镜子里的我和照片里
小时候的我不一样？爸爸想了想说，照片里的
那张脸叫“回忆”，镜子里的那张脸叫“成长”。

（指导教师 赵渝溪）

我是生长在法治社会的儿童，我理解
的法治，就相当于用“班规”来规范我们的
行为。我不知道没有法治的社会会是什
么样子，今天的社会有正常的秩序，是因
为有若干的法律法规来保护我们幸福快
乐地生活。

从小就听爸爸、妈妈说要学文化，要遵
纪守法，那时不知什么是纪什么是法。老
师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法律法规的知识，
我才知道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法
律，就会乱作一团，就会矛盾不断。法律应
该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规矩，我想就是
因为有了法律，社会才得以和平。经过我
的观察，我的结论是正确的，因此，每一个
人都要学习法律、了解法律、尊重法律。

老师告诉我，国家的法律是越来越健
全了。儿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老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还有保护每个公民的各种法规，只有法制
健全的国家，才是文明、发达的国家。因为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小
孩的生活才更加自由和快乐。我要学习法
律，好让人身权利得到保护。

妈妈告诉我，法律是对我们行为的约
束，也是我们实现自由的保障。

用好法律，可以依照法律解决矛盾，
化矛盾为友谊，如果大家都把法律牢记于
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每个人的行为
都是规范的。用好法律，可以很好地保护
自己，爸爸、妈妈就不用再担心我放学的路
上是否会遇到坏人；我美丽的家里就可以
不再像鸟儿住的鸟笼，四处都安上防盗窗；
我就可以广交朋友，不再害怕上当受骗。
用好法律，我就会拥有爱。当我心有法治，
我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我就不会做违反
国家利益、损害别人利益的事，当每个人的
行为都规范了，人们就能生活在一个安定、
祥和的环境里，快乐和幸福相伴。

我告诉自己，当好法治宣传员，至少要
做到：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特别是与自己
相关的，比如教育类的、保护儿童的；要懂
法，不能一知半解，要真正理解法律条文的
内容；要做到学以致用、带头遵守法律，不能
犯法，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要求自己；要用
同学能听懂的语言解释法律条文，倡议大
家争做守法的人。

法治社会，从我做起。做一个遵法、守
法的公民，并用自己的方式宣传法律，让法
律深入人心，让世界更美好！

（指导教师 刘小丽）

我是海力布，我是一个猎人。有一
天我在深山里打猎，听见天上有呼救
声。我抬头一看，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
白龙从我的上方飞过。我拉弓射箭救
下小白龙。小白龙说，她是龙王的女
儿，龙王一定会重重酬谢我。龙王的宝
库里什么都有，要什么都可以，如果都
不喜欢，可以要龙王含在嘴里的那颗宝
石，说只要嘴里含着那颗宝石，就能听
懂各种动物的语言。

我跟着小白龙去了龙宫，果然得到
了那颗宝石。离别的时候，小白龙再三
叮嘱我说，动物说的话只能我自己知
道，不能对别人说，如果对别人说了，我

就会变成一块石头。
我有了这颗宝石后打猎更厉害了，每

次打猎回来分给乡亲们的猎物也越来越
多了。这样过了几年，一天，我在深山里
打猎时，忽然听见几只鸟议论说：“今天晚
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河水要淹没村庄，
我们赶快飞离这里。”我听了非常惊慌，于
是连忙跑到村子里劝乡亲们搬家，可是乡

亲们都觉得很奇怪，就是不搬家。为了挽
救乡亲们的性命，我只好对他们说了宝石
的秘密和鸟儿们说的话。

我刚说完，就变成了一块石头。但我
不后悔，因为乡亲们得救了。

（指导教师 王开珩）

我有一个好妈妈。
有一次我发高烧，妈妈给我盖上两层

厚厚的被子，给我量体温，叫我别乱动。然
后，妈妈去煮稀饭，稀饭煮好了，妈妈用勺
子小心翼翼地喂我。当我吃第一口时，觉
得喉咙很疼。妈妈说，吃点儿身体才有力
气。我吃了几口后，妈妈给我取出体温计，
发现我还在发烧，而且体温还很高。妈妈
就到卫生间用洗脸盆接了半盆热水，把洗

脸巾放进去，拧干，敷在我的头上……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出汗了。妈妈把

洗脸巾挂好，把洗脸盆的水倒掉后，问我
觉得好些没有。吃完饭后，我到阳台上去
呼吸新鲜空气，看外面的风景，感觉自己
的病完全好了。

妈妈的爱是细心的、温暖的，我爱
妈妈。

（指导教师 唐永松）

有一个爱划船的人
一早就坐在船头上
他坐在那里唱了又唱
唱的歌儿一个字也没有

这可爱的歌儿
里面有开心也有忧愁
可是船里的人
已经把它记熟
等歌儿一开头
坐船的人就从四面八方赶来

（指导教师 曾子瑞）

题图：冯明钦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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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蟋蟀清脆悦耳的歌声竟然是翅
膀摩擦振动产生的，彻底颠覆了我长久以
来自以为是的认识。怪不得鲁迅在《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道：“油蛉在这里低
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无独有偶，法国著
名科普作家法布尔在那篇入选小学教材的

《蟋蟀的住宅》里也写道，蟋蟀在其土穴住
宅口整理的平台，就是它闲暇时“弹琴”的
地方。

原来，蟋蟀右翅上有一个像锉子一样
的短刺，左翅上有像刀一样的硬棘，两翅一
张一合，互相摩擦振动，翅膀就发出悦耳的
歌声了。

从暑夏开始，到冷凉的秋末，从一开
始时断时续试探性的几声，到不分白天黑
夜、连绵不绝的大合唱，再到销声匿迹，我
每年都聆听这声音。森林公园，郊区的路
边、草丛、树林下，我聆听着以蟋蟀为主角
的秋虫们的交响盛宴，由夏入秋的季节感
特别强烈。

蟋蟀这种古老到有 1.4亿年历史的昆
虫，适应性非常强，分布广泛，不仅有音乐
天赋，而且还有文化内涵。伴随着人类
文明，蟋蟀一开始就频频出现于古今中
外名家大师的笔下，被赋予了诸多审美
意象。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多次
写到，英国作家狄更斯写了本叫《炉边蟋
蟀》的小说。从远古到现今，从意象到具
象，从书本到田园，蟋蟀都跟人类的日常生
活非常亲近。

2500 年前的先民，在《诗经·七月》里
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
月蟋蟀入我床下。”诗中通过蟋蟀从田野来
到屋檐下，又登堂入室，最后直接到床下的
一系列举动，表现天气由炎热到寒凉的转
变，时间由年中到岁末的倏忽流逝，非常生
动形象。在另一首《诗经·唐风·蟋蟀》里写
道：“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
聿其逝……蟋蟀在堂，役车其休……”本诗
用了《诗经》惯常的艺术手法，以蟋蟀这个

人们非常熟悉又特点凸现的意象起兴，通
过3个章节一唱三咏、回环复沓的方式，反
复强调蟋蟀在堂屋鸣叫，表现一年的时光
就这样匆匆流逝，诗中亦劝诫世人，特别是
有职务职位的人，要懂得约束、懂得勤奋、
懂得节制，行乐的同时不能荒废了正业。
两首诗都以蟋蟀的登堂入室，感叹一年的
时光就这样匆匆到了岁末。闻蟋蟀嘶鸣，
可感时已入秋，天气渐转寒凉。

以蟋蟀这种季节性很强的小昆虫的活
动，感叹时间流逝的，还有宋代大诗人陆游
的诗句：“今年秋气早，木落不待黄。蟋蟀
当在宇，遽已近我床。”

我今年两次看到小蟋蟀进到我们办公
室，在桌子、坐椅下逗留，如初生牛犊不怕
虎一样懵懂无知，我真担心其他人站起来
走动时，一脚将它踩得粉身碎骨。周末在
田园劳作，除杂草、挖地，经常看到蟋蟀在
蹦跳，或者直接进到院子里来，就像我特意
饲养的宠物一样。一天的劳作结束后，夜

幕降临时，我喜欢闲坐园子里，倒一杯清茶
慢品，瞬时被蟋蟀铺天盖地的鸣唱包围，这
也是田园生活的一大妙处。

我经常在古诗词中读到的“促织”，其
实指的也是蟋蟀。如宋代诗人叶绍翁《夜
书所见》里，就有“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
落一灯明”的诗句为我们所熟知。古人有

“促织鸣，懒妇惊”的谚语，意思是说，听见
促织鸣叫，知道天气快转寒凉，妇人们要开
始忙着织布，准备御寒的衣服了。对于勤劳
的妇人来说，是未雨绸缪；对于懒妇来说，是
惊慌失措。促织一名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蟋蟀俗名除了叫蛐蛐并被大家熟知
外，还叫夜鸣虫、秋虫、将军虫、斗鸡、趋织、
地喇叭、灶鸡子等。

段红琴 云南省作协会员，昆明市

作协理事，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

长，修习传统文化，践行耕读生活，记录

自然笔记，写作生态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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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 拾 快 乐
邵桃仙

我 是 法 治 宣 传 员
昭通市实验小学六年级（1）班 吴越楚

我有一个好妈妈
水富市博爱小学三年级（4）班 赵一燃

照 片 和 镜 子
昭通市实验小学五年级（3）班 杨昕曈

我是海力布我是海力布我是海力布
威信县扎西镇道红小学六年级（2）班 黄婉婷

打 针 记
昭通市实验小学四年级（2）班 李浩远 划船的人

鲁甸县第二小学四年级（5）石雨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