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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中学 黄海

路途艰难又遥远

星星刚隐去在晨光里

月亮依然高高挂在天际

支教的老师

已背上行囊出行

一块长着青苔的石头

已留下了深深的鞋印

天黑路滑，总会摔倒

老师站起来再往前

从无犹疑

学生们用小手捧起书

汲取知识

也品味老师前行的艰辛

照在青苔上的阳光

明暗不断循环更替

乡村之内，山峦之间

知识正在走近

光阴依旧播报着不同的悲喜

雄鸡每天都早读似的唱起歌

无数支教老师的故事

飘进了云深不知处的大山里

似若隐没无迹

却已点燃希冀

■ 上海市杨浦双语学校六（3）班 李昱霆

周末，妈妈带我去了一家非遗泥塑馆。
一进大门就能看到馆里有好多人在捏泥。

教我们捏泥的师傅是一个矮矮的老人家，头发
和胡须都已花白，手粗糙得像松树皮。我很快
就被他神奇的手艺吸引了——只见，他将泥模
慢慢拔高，拔得像杯子一样，然后慢慢缩小瓶
口，又用手轻轻拨动，短短几分钟，一个美丽精
巧的小花瓶就出现了。师傅用热风机把成型的
花瓶吹硬，熟练地用一把小刀枪削去花瓶上凹
凸不平处，用蘸水的海绵打磨干净，将花瓶送到
窑里。看着跳跃的炉火，他若有所思地说：“泥
瓶必须经历1300摄氏度以上的烧烤，才能成为
一件像样的作品。”

在美丽花瓶的“诱惑”下，我和妈妈也开始
了泥塑。

按照师傅的要求，我打开转盘，用掌心轻轻
摩挲着泥坯，它像海绵一样软，又不失弹性，和
花盆里的泥土完全不一样。师傅告诉我，泥是
从景德镇运来的，因为富含矿物质，所以格外细
腻、瓷实。我一边捏一边用手掌心把泥坯拔高，
再小心地把它按低，汗水已经从额头上滑落。

几次失败后，我和妈妈的泥坯终于捏成了
像碗一样实心的形状，要开始掏洞了。我感觉
好像快成功了，师傅指导的话我就没太仔细听，
很自信地将大拇指伸了进去，里面顿时变空
了。我正感叹神奇之时，泥膜竟然破了，又摊成
一摊。师傅在一旁嘿嘿地笑，“小同学你要认真
听啊！”我不服气，又来一次，这次，泥膜不仅破
了，还甩了我一身。我又失望又生气，想把那团
讨厌的烂泥一下甩掉，不捏了。

可一回头，我看到师傅依然不急不躁地做
着他手上的泥塑。我深吸一口气，重新认真捏
了起来。这次我耐心地听着师傅讲解，一点点
摸索着。原来在用大拇指掏洞的时候，只能掏
半个关节，底部必须留有厚度才行。又经过几
道工序，我终于完成了自己制作的碗。虽然它
没有师傅做的泥塑那么精致漂亮，但我却很有
成就感。

当妈妈和我把泥塑碗交给师傅的时候，师
傅笑了，还冲我竖起了大拇指。我也笑了，因为
我懂得了，急于求成往往无济于事，一切成功都
要经过百倍的努力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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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吃鱼的猫》 王知行(7岁)

■ 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八年级（1）班 李沅芷

什么样的自己是最美的？小的
时候我们好像很少关注这个问题。
而自从升入初中后，我发现，同学们
更关注样貌、审美和潮流了，大家会
去看网络上好看的图片，互相之间也
会观察、比较。

班里大多数女生都留着刘海，而
我从小就不留刘海，因为我觉得露出
额头很舒服、凉快，梳头的时候也很
方便。可是上了初中以后，我就被班
里的同学评价为“发际线高”。我一
度有点困扰，虽然妈妈告诉我，不用
很介意别人的看法，但我还是在初一
下半学期尝试蓄起了刘海。

这之后，果真很少有人提起我发
际线高的事，但我隐隐觉得丢失了自
己原本的样子，生活也变得繁琐起来。

首先每天要起早洗刘海，梳刘
海。刘海一旦脏了贴在脑门上，就会
闷出痘痘。每天我总是很关注自己
的刘海，动不动就摸摸头发……

为了恢复轻松方便，这学期，我
下定决心不再留刘海，谁知一进教
室，个别同学们又开始评价起我的大
额头来，还给我起了新的绰号叫“凸透镜”。有一个
男生甚至问我：“你什么时候能把刘海弄回来呀？”
我有点烦恼他们的品头论足，但还是很大方地笑着
说：“我现在挺好，不用刘海‘封住’我的颜值。”

我没有在心里讨厌过任何一个评价我发型的
同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我尊重他们。不过，
经过困扰，重新露出额头的我恢复了自信，有没有
刘海并不能定义美，我觉得自己本来的样子就很
好：阳光、礼貌、爱笑，爱学习、爱跳舞。露出额头又
何妨？

我想，因为打扮和样貌而受到困扰的女孩子可
能很多，我想对她们说：千万不要在意别人的负面
评价，做自己就好。像我一样，大大方方露出光洁
的额头，豆蔻年华，我们一起朝气蓬勃，天天向上。

指导老师：李美丹

名师简介

攀 岩

挑战的过程或许是艰难的，但

不亲身经历，又如何体会到“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呢？

我也笑了，因为我懂得了，一切成

功都要经过百倍的努力才能实现。

重新露出额头的我恢
复了自信，有没有刘海并不
能定义美，自己本来的样子
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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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恩师

蝉知道自己生命的短暂，所以要在这转瞬即逝的光阴里尽情歌唱，唱出它一

生的经历与感伤，唱出它生命的意义……

泥 塑

露
出
额
头
又
何
妨

我感激您，不仅因为您启蒙了一个少年对一门学科的热爱，更因
为，您的见识与教诲，勉励着这个少年走向更远世界的脚步与勇气……

■ 山西省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2205）班
关若飞

金秋九月，又是一年教师节。每当此时，我都会
想起您，我的老师。

很多人都说，爱上一门学科，往往是因为一位启
蒙老师，我很是认同。还记得，那是我初中第一次上
地理课，您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用丰富的学识将我
引入地理的大门。四大洋七大洲，您让我见识到了
这世间的瑰丽风景。您随手就画出一幅世界地图的
本领，让我无比羡慕；您课上幽默风趣的话语，总是
让我不知不觉听得入了迷。

不知不觉间，地理成了我最喜欢的学科。我喜
欢在您的课堂里追溯遥远时代的板块漂移，理解
风雨云雾的变幻，感受世界各地的气候物产、风土
人情。

我升入高中后，开启了求学的新阶段，而您也要
退休，我们的缘分，像是要到此为止了。但我明白，
我对您的敬意，与您对我的影响，一直在延续着，从
未止步。

高中地理的难度加深了，并不像初中时学起来
那么轻松。我感到了压力和挑战，有时一道题我需
要琢磨好久才能明白，我不禁开始质疑自己。这时，

您对我的认可和鼓励似乎又在我的耳边响起：“这孩
子天赋不错，是个好苗子。”我的身上仿佛充满了力
量，好像那些时区、公转轨道、黄赤交角都变成了“纸
老虎”，我都能一一攻克。

高中的学习比初中紧张得多，当我感到学习很
累、有点懈怠的时候，总能想起您第一次在黑板上手
画世界地图的情景，当时我更多的是被您娴熟的笔
触震撼，而现在我却更多感受到了这幅地图里，您的
深深寄望。记得您当时说，“地理不仅是一门考试的
科目，更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虽然每天身处教
室学习，但你们一定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考试成
绩之外，人生还有很多美丽的风景。”想到这里，我的
倦怠也一扫而空，决心要学好知识，走好成长的每一
步。掌握越多关于世界的知识，未来行万里路时，就
会多一分感悟和享受。

我想，我对您的感激，不仅是因为，您启蒙了一
个少年对一门学科的热爱，更因为，您的见识与教
诲，勉励着这个少年走向更远世界的脚步与勇气。

古人常说尊师重道，我深以为然。许许多多像
您一样在教育一线上奋斗的教师们，他们可能也曾
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一个学生，改变了他一生的轨
迹。“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感谢老师为我提灯
引路，为我领航一程。

教师节来临之际，阅读关若飞同学写自己老师的文章，很是感动。文章写
的是自己的初中地理老师，这位老师让作者不仅爱上了地理，而且有勇气走向
更远的世界。文章情感真挚，选材精当，语言质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文章字里行间充满对老师的敬佩、感激，这位老师的第一堂地理课就深
深地吸引了作者，作者无比羡慕，听得入迷，不知不觉间喜欢上了地理。后来
虽然离开了老师，但老师的鼓励和教导却一直影响着他，并使他对自己的人
生有了更深的理解。文章最后还由对自己的老师的爱扩展到对所有老师的
爱和敬意。

文章在选材上非常讲究，重点突出了老师对自己的巨大影响。第一堂地
理课，作者进行了详细描写，老师从容的步伐、丰富的学识、手画地图的本领、
幽默的话语，都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对上高中后的情况写得更详
细，重点写了自己遇到困难时，老师说过的话对自己学习生活，乃至整个人生
的影响。

本文的语言质朴自然，没有过多的修饰。真挚的情感，朴素的语言，把学
生对老师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然动人。

吉学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原就职于长治北铁中，曾获郑
州铁路分局“十佳教师”“突出贡献教师”称号。2005年调入太
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山西省教学能手，太原诗词学会会员，太
原师范学院校外硕士生导师，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教学指导
委员会高中语文负责人，运营“吉品语文”公众号品牌。长期坚
持“下水作文”写作，获全国首届“文章杯”高考语文“下水作文”
大赛一等奖。

■ 浙江省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六（8）班
周彬雅

暑假开学前，我尝试了攀岩。
站在攀岩的地方仰望，我觉得并不是很高，鼓

起勇气，第一个走上前去。教练给我系安全绳的
一刻，我既期待又害怕，手心不停地渗出汗来。之
前的自信，在这一刻似乎有些动摇了。

一切准备就绪，面对着将要攀爬的岩石，我深
吸了一口气。短短一瞬间，大脑却经历了激烈的
思想斗争，我一咬牙，擦擦手心的汗，左手就向第
一个支点伸去。握牢后，另一只手也向右上方伸
去。接着蹬上左脚……就这样左、右、左、右，开始
了挑战。

“咔！”我的右手刚抓紧一块支点，一用力，它
竟摇动了一下。我一个激灵，再往下看去，居然已
经爬了这么高！一向恐高的我，此时心慌无比，腿
渐渐无力了，仿佛我控制不了它们。但已经爬了
一半，“骑虎难下”，只能前进了！我鼓励自己要镇
定，幸而那块岩石只是摇动了一下而已，我继续向
上攀爬。

离地面越来越高，但也离终点越来越近。
我发现，岩石虽然被专门“加工”过，但是，很

多地方依然保留着原来的模样，凸出来的地方并
不明显，我必须仔细寻找支点并用手抓牢。又一
个挑战很快来到了，我正欲向上时，左手却够不着
支点了。若努力够左边的一个支点，就要腾空一
只脚，身体可能会失去平衡。

我挣扎了好一会儿，感觉双手双脚都酸了，腰
部也被安全绳勒得有些疼。再犹豫下去，就会把
体力耗尽，那更危险。于是我小心翼翼抬起左脚，
左手尽量伸长够到支点。终于，我够到了，我用尽
所有力气抓牢，身体轻轻往上一荡，借助惯性，另
一只手也抓住了支点，有惊无险！

终点就在上方，我越来越轻松，三下两下就登
顶了！站在峰顶，我松了一口气，感觉之前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回到地面上，我心中的恐惧消散了，满是轻松
和喜悦。

我明白了，挑战就是一步接着一步克服困
难。过程或许是艰难的，但不亲身经历又如何体
会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呢？

■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二（13）班
孙歆迪

1880年，法布尔先生的《昆虫记》问
世，他不仅真实记录昆虫的生活，还透过
昆虫的生老病死等生命现象，折射出社会
与人的诸多形态。其中，蝉的生命更让我
深思。

蝉声预示着夏天的到来，每到夜晚，
那响亮的蝉声更让人烦躁，它好似不知道
休息，一直在树头尽情地歌唱。而时间匆
匆流过，我们发现，这蝉声在初夏不经意
间走来，又在初秋不经意间隐匿。

《昆虫记》中写道：蝉在地下要待四
年。在漫长的地下生活中，幼虫们会自己
挖土、清道、加固墙壁……做这些只为它
从泥土里出来，变为成虫，在大树上蝉鸣

一个夏天，等秋风一吹，它的生命也随之
逝去。

看到这里我不禁困惑：四年甚至几十
年待在地下，不见天日，出来成为成虫就
只沐浴在空气与阳光之中一个夏天，值得
吗？蝉在地下无虫鸟相伴、无阳光温暖，
在一个个漆黑的夜里，它都在孤独地等待
蜕壳这一刻的到来。我听着窗外初秋的
蝉鸣，不禁为蝉感到不值。

然而法布尔却不这样认为，他说：“那
种高音足以歌颂它的快乐，既难得又短
暂。”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或许，
不只是蝉，每一种生命都是如此，在抵达
生命的进化，或是成功的彼岸之前，都需
要漫长的积累。我们在儿时学习走路、
说话，这些现在看似无比简单的动作，不
也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练习吗？哪怕只

进步了一小点，我们都会感到无比快
乐。想到这些，我好像有些明白了蝉的
生命意义。

蝉知道自己生命的短暂，很快就会在
秋日与黄叶一同凋零，所以它们要在这转
瞬即逝的生命里尽情地歌唱，唱出它一生
的经历与感伤，唱出它生命的意义，这样
才不辜负那么多年黑暗中的坚持。

我们与蝉又何其相似，我们用十几
年的光阴去探索知识，提升能力，正如蝉
在黑暗中积蓄力量，等待在阳光下歌唱
的那一瞬。想到这些，我对蝉充满了敬
意，也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期望，鼓足了
力量。

是的，每个生命都会有消逝的那一
天，但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都应该珍视光
阴，活出自己独特的生命意义。

蝉的生命意义

《林间小径》 林楚昀（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