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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和奶奶约好一起做圆
团。回到乡下老屋，奶奶已经在门
口等我了。午后的阳光照在她脸
上，那些皱纹在阳光下似乎也蕴着
笑意。

和面、揉面、揪剂子、调馅……奶
奶细细地给我讲着需要注意的地
方。我们站在灶台前，奶奶弓着背，
她的腰似乎比去年更弯了一些。我
不禁轻轻感叹：时光呀，你慢点走，让
我的奶奶慢点，再慢点老去。奶奶把
包好的圆团放在灶台前的小板凳
上。那个小板凳吸引了我的注意，它
的年龄似乎比我还大，一条腿已经断
了，被铁皮和铁钉牢牢地固定住，凳
面上坑坑洼洼，虽破旧，却被打磨得
油光水滑。我好奇地问奶奶：“这个
小凳子这么旧了，怎么不扔掉呢?”

“这可不行！”奶奶连忙摆手，“这可是

我们家的传家宝，是爷爷亲手做的，
跟它有关的故事可多着呢。”

奶奶抬头望了一眼窗外，她的
目光悠远，似乎回到了她年轻的时
候。“那时啊，你爸爸和叔叔才六七
岁，家里穷，我和你爷爷每天都早出
晚归地在地里干活。有一年收稻
谷，我和你爷爷干到了晚上七八点
才回家。路上担心呀，两个小孩还
没吃上饭呢。可没想到，一进家门，
竟看到他们哥俩一个蹲在灶前烧
火，一个趴在灶前炒菜。当时他们
还小，个子太矮，你爸爸就站在这个
小凳子上炒菜。米饭已经焖好了。
那天的菜虽然咸了些，糊了些，可我
却吃得很香。”

奶奶停了一下，她的嘴角噙着
笑，眼里闪着光，似乎又看到了她小
小的孩子已经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了。“你爸爸和叔叔看到我们回来了，
争着说自己被溅了几个油点，又被烫
了几下。虽说嘴上抱怨着，我可没发
现他们有丝毫难过，两个孩子可都自
豪着呢。你爸爸还抱起这个小板凳
说，都是它的功劳，才能炒好那盘菜，
它可是最大的功臣。从那以后呀，我
和爷爷忙的时候，煮饭烧菜就都是他
们哥俩的活了。你说这个小板凳能
扔吗？”

听完故事，我搂住奶奶的肩膀，
撒娇道：“奶奶，我也会像爸爸一样
孝顺你的。”我依稀记起，在我还没
上幼儿园的时候，爸爸妈妈上班忙，
白天我就跟着爷爷奶奶，奶奶去地
里种菜、除草的时候，总是随身给我
带一个小板凳，玩累了，我就坐在凳
子上等她，那就是它？回家后奶奶
择菜，我就坐在大大的箩筐旁学着

奶奶的样子择菜，那也是它？午饭
后，我经常和奶奶一起坐在廊下，边
晒太阳，边听奶奶讲嫦娥奔月、夸父
逐日的故事。没错，那就是它！原
来，它一直陪在我的身旁，从小到
大。

奶奶抬起头，笑着对我说：“妹
妹，你忘了吗？你小时候可是天天
坐着它呀！还说过它是你最亲密的
小伙伴呢。那段时光呀，我可是最
开心的。现在，你学业这么忙，还能
每周回来陪奶奶，就是最大的孝顺
啦。”我又看了一眼小板凳，阳光从
窗棂斜入，落在了小板凳上，凳面似
乎更亮了。

不，奶奶，我没忘，我怎么能忘
记呢？它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呀！

指导老师 张文兰

灶台旁的小板凳
■实验小学如意校区607班 周怡君

“稳住，加油!”谁家这么热闹，原来是我们
家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趣味游戏比赛。今年的游
戏内容是——挤眉弄眼山楂片。

“这游戏怎么玩呀？”我满脸疑惑地问道。“下
面我来说一下规则。”妈妈说，“把山楂放在额头，
只用挤眉弄眼的方式把山楂片吃掉，先吃到的人
获胜。本次比赛的选手是哥哥和妹妹。”

“预备——开始。”妈妈一声令下，我和哥哥
开始了挤眉弄眼。只见哥哥轻轻一挑眉，山楂
片就跳到了哥哥的脸颊上。爸爸激动地大喊：

“哥哥加油，加油啊！”哥哥听到了爸爸的加油
声，吓了一跳，脸抖了一下。“啪！”山楂片掉到了
地上，哥哥的挑战以失败告终。

轮到我玩游戏了。我先轻轻地动了动眉

毛，山楂片乖乖地来到了眉毛中间，又坐着鼻子
滑滑梯来到了鼻尖。妈妈一边拍着手，一边叫：

“妹妹稳住，稳住，加油啊！”我又拼命地耸着鼻
子，可是山楂片像个调皮的孩子，就是不肯下
来。我一生气，用力抖了一下，山楂片可算是下
来了。可是它就是不按我计划的路线走，只往
地上跳去。不过，我可是个小机灵鬼，早就准备
好舌头来接它了。哈哈，山楂片还是被我吃进
了肚子。

“本次趣味游戏的冠军是——妹妹。”妈妈
大声宣布，“看来玩游戏也不能着急啊。”

这个游戏可真好玩啊，下次我还要再跟家
人一起玩。

指导老师 刘佳燕

挤眉弄眼山楂片
■百花小学育才路校区301班 卢若萱

一天早上，我一睁开眼，满眼都是翠绿
翠绿的，我试着晃晃手，却发出“沙沙”的声
响，我想要跳起来，可是脚却焊在地上，纹丝
不动。这时，从我的头顶上飞下来两只觅食
的小鸟，欢快地对我说：“大青树，早上好！”
我顿时明白了，我变成了一棵大树！

我迫不及待地抖了抖身子，满身的树叶
就奏起了交响乐，一阵风拂来，所有的大树
都随着我奏曲。

大树的生活真美好！无忧无虑。
每天清晨，我迎着第一抹阳光苏醒，同

小鸟一起歌唱；到了午后，老爷爷、老奶奶们
就走进小树林里，坐在树荫下，乐呵呵地聊
起来；到了黄昏，炊烟袅袅，一些放学了的小
朋友，拿着皮筋欢快地跳起来，我们一边闻

着饭菜的香味，一边听着小朋友们银铃般的
笑声，真好！夜暮降临，我们在昆虫的演唱
会中沉沉睡去……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突然一阵嘈
杂的汽笛声、刹车声传来，我心里一惊：恐怕
有坏事发生。

这时，一队头戴安全帽的工人走来，他
们对着这片树林和前面的小村庄比划着，又
在激烈地讨论着，接着，后面一队人从卡车
上拿下电锯，只听“嗞……嗞……”一棵大树
轰然倒地，我仿佛听到了同伴的哀嚎声，我
多想冲上去，一把拦住那些人，可我却无能
为力。

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的同伴
倒下了，脚下只剩下一个个光秃秃的树桩，

工人们将同伴们扛上了大卡车，接着，拿着
电锯朝我走来，我吓得紧闭双眼，脑海里浮
现一把明晃晃的、泛着寒光的电锯朝我砍下
来……

“啊！”我猛地坐起身，那片翠林消失了，
树桩也消失了，工人们也消失了！我看看自
己的双手，没变成树枝，窗外的树林，还在！
我缓过神，心里感慨万千：我们需要保护树
木，他们让我们感受到四季的变化，帮助我
们消除噪音、释放氧气，带来阴凉和欢乐，给
我们的生活作出来巨大的贡献。我们不应
该过度砍伐，而应该保护树木，植树造林，让
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绿、更健康、更美好！

指导老师 张丽星

人生漫长，有人见尘埃，有人见星
辰。但若是守住初心，即使岁月荒芜，亦
能奔赴山海，静待花开。

——题记

2022年 8月，我与夫人怀揣着美好的
憧憬，来到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这是我
第一次来到这古诗里的烟雨江南，与夫人
一样，我也是一个迷恋江南山水的人，过
去是在诗词里寻觅，而今却身处其中。当
时我便告诉自己，在浙北这条漫漫教育长
路上，要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教育人。

这个九月，果树的叶子依然坚挺，与
往年不同的是，我与一群仍葆稚嫩的初一
孩子组建了702班。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孩子仍沉浸在
暑期悠闲自在的生活里，纪律涣散，言行
随意，良好的学习习惯自是无从谈起。尽
管临时班委设立了，开学以来的班会、晨
会也不曾间断，校规与常规反复学习，可
每当有学生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时，我
也不敢再一笑了之，也会“恨铁不成钢”，
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但收效甚微。

时间一久，我才发现，我忽视了他们

只是心智不成熟的孩子。我意识到，来到
孩子的领域，我必须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
问题。我开始花大量时间找学生谈心，了
解他们犯错的原因，耐心倾听他们的想
法。我才知道，孩子们的很多违纪，无非
是无心之过，或一时间难以改变的无奈之
过，他们渴望老师的理解与包容。

秋色渐浓，碧绿依旧的十月，孩子们差
不多互相熟悉了。那天，我和孩子们进行
了头脑风暴。我问孩子：“你希望自己所在
的班级是怎样的？”孩子们畅所欲言，有说

“成绩优异、积极进取”的，有说“团结互助、
文明友善”的，也有说“公平竞争、不拿倒
一”的。我随即抛出第二个问题：“我们如
何实现这个目标？”学生集思广益，说出了
很多方法，诸如“生活中友善待人”“课堂上
认真学习”“平时要遵规守纪”……在我的
引导下，我与孩子们共同制定了属于我们
班的班规。随后，我告诉孩子们：“班规监
督单靠我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毕竟我不
能一直监督着你们。”很多孩子都说：“选班
干部！”于是，班干部选举正式开始了。由
于之前的铺垫，孩子们积极竞选，我看到了
他们眼中的闪光，他们脸上洋溢着兴奋的

表情。一时间，涌现出许多神情坚定而自
信，充满责任感的准班干部。

一天，数学老师找到我说：“你来管管
这孩子，我管不了。”我当然知道这是气
话，事实上他也是“恨铁不成钢”。了解事
情的来龙去脉后，我找来孩子，询问他为
何在数学老师苦口婆心教他写作业时，轻
描淡写地摆出一副敷衍的态度。然而他
却感到很委屈，眼睛睁得很大。他忍不住
嘟囔道：“我不懂嘛，不敢问老师。”原来他
不是故意敷衍老师，而是因为害怕被人笑
话。恰逢上课铃响，我便让他先回班了。
看来，我需要更全面地了解孩子。我致电
家长，询问了孩子的情况，了解到这是孩
子的习惯“语言”，绝没有敷衍学习的意
思。同时，我还了解到，这孩子胆小，即使
不懂也不敢寻求老师的帮助，久而久之，
学习就成了“老大难”。

第二天，我再次找到孩子，表示理解
他的习惯“语言”，我分明看见，他的眼睛
亮了一下。我接着说：“虽然老师理解你
的习惯，但你也要用语言回馈给辛苦辅导
你的老师，不能让老师觉得你不在意。”他
用力点点头，那表情，似乎在说一定会。

后来，我经常和他谈心，谈一谈他学习上
的困难，了解他的所思所想，从他的角度
考虑问题。经过谈心，我发现其实他是个
挺有上进心的孩子，只是基础薄弱，不敢
向老师请教。我说：“老师更喜欢不懂就
问的学生，只有你问了，老师才能知道你
需要什么，才能更好地因材施教，可不能
让你的胆怯成为老师帮助你的拦路虎
呀！我认为你是有潜力的，只要你不懂就
问，你一定可以学好。”他的眼睛比之前更
亮了，他听进去了。我们约定，每周至少
向老师请教两个问题。渐渐地，我发现他
跟老师交流不再小心翼翼了，频率也越来
越高了。在后来的一次作业中，他这样写
道：“老师，我一定会加油的！”看到这句
话，我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我相信他会
一直努力下去。

班里有个孩子，只要交作业，收上来准
是一片狼藉，难以辨认。我事先与孩子父
母进行了电访，了解到孩子可能存在读写
障碍，能说会道，但就是写不出来。我把孩
子找来谈话，请他把名字写给我看，歪歪扭
扭的笔画确实令人揪心。我用正楷把他的
名字写了一遍，请他模仿着再写一遍，这一

次，他写得端正笔直。我趁机夸了他：“你
看，你能把字写好嘛，这个钩写得比我还
好，你要是认真写，肯定能超过我！”他说：

“我照着写就可以写出来，但是不照着写就
不会写，而且我写得很慢。”于是，我给他制
订了练字计划，每天临摹一页，拿给我看检
查。同时，我将他的作业也“减负”了，其他
孩子完成两页，他只需要完成一页，但写出
来的字必须能认读。

一周过去了，他的作业仍有狼藉，但
狼藉之外多了许多我可以辨认的字了，那
一定是用心了的。我特意表扬了他，他咧
嘴大笑，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了孩子眼里
的信心！

我曾在《一念月河》一文中写道：“我所
奔赴的月河不仅仅是一个街区，它代表着
历史，代表着文化，代表着希望。在光阴的
缝隙里，愿这
希望长存。”
如今，我也奔
赴在这场教
育的漫漫山
海 ，静 待 花
开。

奔赴山海，静待花开
■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 曾江保

大树的倾诉
■乍浦小学607班 张昭宇

一提起芒果，许多人脑中都会
浮现出一个字——香。有人说它
的气味好像牛奶，也有人说像奶
油，而我觉得芒果散发出来的是香
甜，是迷人的魅力。

一天，妈妈接我放学的时候，带
我去买了一个芒果。这是我第一次
见到芒果，外皮是金黄色的，浑身金
灿灿，像一个小巴掌。它这副尊容
令我兴致全无，给了它一个不屑的
眼神后，我就回房写作业去了。

待到写完作业，我走出房间，突

然，一股浓浓的“怪味”迅速钻进了
我的鼻孔，我寻着气味找去，原来这
浓烈的气味，就是芒果散发出来
的。我把鼻子凑过去，深深吸了一
口气，这下我整个鼻腔都是香的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尝尝它的味
道。我把双手放在芒果上用力一
掰，掰开了，我一边惊讶，一边大喊:

“妈妈,妈妈。”妈妈闻声而来，说：
“来了，来了。”“妈妈，你看我掰开
了。”我说道。掰开来便看到金灿
灿的果肉，像一个小巴掌，正在睡

觉呢！我急切地想尝尝它的味道，
可谁知芒果肉柔软光滑，我伸出手
指一捏，却捏了个空，于是我拿来
一把勺子，准备大饱口福。

我终于尝到了芒果的滋味
了！那感觉就像冰激凌，入口即
化，奶香甜密的滋味从舌尖蔓延开
来。我沉醉其中，不由地感叹道：

“虽然芒果长得像手掌，但它的果
肉可真是‘天下第一美味’。”

指导老师 褚偲佳

芒果
■世外经开小学305班 陈薇薇

我趴在窗户上
看着月亮
静静的夜空真美啊
我看它时
它也在看我
我朝它微笑时
它也朝我微笑
我的左边是妈妈
右边是爸爸
月亮，你寂寞吗
星星是你
最好的伙伴吧

窗户望月
■实验小学如意校区302班 陆陈蜜

指导老师 陆丽娟

夜 ■实验小学永丰校区211班 王梓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