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孩子讲红故事

B2
责任编辑/樊江江 视觉/杨红亚 组版/王娟 校对/徐晓婷 2023年6月16日 星期五慧成长

周
刊

东方红

成长课堂

为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普及心
理知识，强化心理素质，延安职业技术
学院附属小学开展了心理健康知识宣
传教育进校园系列课程。

在“男生与女生身体上的秘密花
园”心理健康主题教育实践课上，延安
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心理素质发展中心
的曹菁老师为孩子们带来了一节趣味
十足的课程，她将“我们一起猜猜看”
作为暖身环节，由此引出本节课“男生
和女生都有哪些不同之处”的重点。
然后，曹老师巧妙地以“花儿碰一碰”
游戏展开，让学生自发地发现在进行
自我游戏和男女生游戏互动中的区
别，之后便开始让学生找一找男女生
身体上的秘密花园，顺势引出“隐私”
的概念、我们的边界、如何保护自己的
边界以及学会说“不”。

陕西高校注册心理师李平老师，开

展了心理教育主题班会活动。李老师
围绕“珍爱生命 热爱生活”，分别从子
宫的记忆、蓬勃的青春期、生命和生命
的意义、我和我的生活四个方面进行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李老师耐心讲解，同学们主动思考、积
极参与，共同徜徉在知识的海洋。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袁玮老师给学
生普及了常用急救知识。袁老师从触
电、心肺复苏等方面给孩子们讲解了急
救常识，还现场进行了心肺复苏示范，
孩子们也积极学习、模仿，需注意的地
方袁老师一一耐心讲解。课堂上，孩子
们情绪高涨、跃跃欲试，听得十分认真。

通过一系列学习，孩子们懂得了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自救互救，如何自
我保护，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安全防
范意识。

（记者 贺卓）

探索身体的秘密

成长感悟

薄薄的云层透着微微的柔光，微
风轻轻抚摸着梧桐，眺望远方，空气中
散发着淡淡的花香，远处的风呼应着
我，追不到风，就让风独自流浪。偶有
微风隐隐约约出现在寂静的街道上，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在
河水旁嬉笑，在阳光下坠入谷底。

远方的风或许比远方更远，明明
知道我们早会离别，六年即将结束，迎
接我们的也只会是离别……每一次嬉
戏打闹，每一次吵架不和，都是给予彼
此的礼物，无论怎样，我们一直坚信，
望远方，盼未来，给最后一页画上完美
的句号，或者说，放下这些苦恼的事

情，可能是最好的慰藉。
每个人对未来都有所期待，也为

此努力着，不管过去如何，最后那一刻
奋斗，彼此之间更加珍惜……从懵懂
无知，一群小孩转眼六年就看到了故
事的结尾，六年的友谊小船，到最后的
分别，会是多少人心里的意难平——
放不下彼此，放不下六年的友谊，放不
下“疯疯癫癫”的日子，这应该是每个
人的意难平吧！

阳光洒在操场上，安安稳稳，依旧
是喧闹的……少年的热血，暖阳的激
情，希望我们都会有好的结局，我听悦
耳的风笛声，听花儿的悄悄话，阳光一

直都在，和风相拥而眠，不会与你擦肩
而过。

春夏秋冬，从寒冬腊月到烈日炎
炎，明明知道，时间不会返回，但我却
总想着，我想让时间暂停一下，哪怕一
会儿也好，风迷失着自我，像一个迷茫
的孩子，不知所措……可惜，酸甜苦
辣，无论滋味如何，我们都会竭尽所
能，和你道一句再见。

好像并没有什么可惜，只是，可惜
了我们在一起的往事。不想与彼此分
别，满纸的故事，因一场相识最后离别
的惋惜，结局不会被改写。离别，本就
是成长的一部分。

平平淡淡的故事，也有它的风格，
六年的友谊怎会轻易破碎……我们的
往事，会是每个人的回响，猛然转头，
我们依旧在，但时间不等，一如既往的
平静。误了花期就不好了，风把我们
引来，让彼此相认，然后又把我们吹到
天南地北。

残夜悄悄离去，属于你的那束光
也会随之而来。那年，我们苦过、累
过、哭过、闹过，但我们彼此也努力过、
安慰过……苦瓜本是苦的，但请你最
后相信我一次，它也会是甜的……

（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六年级1
班 李雨欣 指导老师 乔静）

最后一页别离

成长故事

一阵微风吹过，我的思绪飘向
远方，回到了那个寒冷却又温暖的
星期三。

“唉！”一声叹息打破了安静。刚
下晚自习的我走在回家路上，寒冷的
夜晚让我浑身发抖，漆黑的道路更让
我感到不安，树上的树叶早已飘落，显
出一派凋零的景象。上下牙关不停地
磕在一起，浑身打着哆嗦，风把头发丝
吹到眼前，让我本就不好的心情更加
糟糕。好像有千言万语想要说，却又
好像没什么可说的。

那时的我还不能适应初中生活，
每天都沉着脸回家。一回家也不能

休息，不得不进书房写作业。“终于写
完了。”我小声嘟囔着，一手拿着水杯
一手拿着手机疲惫地倒在沙发上。
紧接着，我瞪大了眼睛：我最好的朋
友发来了消息。“生日快乐！给你的
礼物收到了没？”短短的两条文字消
息，仿佛让我听到了她的声音。静止
不动的文字好像跳动了起来，冰凉的
手机里好像传出了温度，温暖了我的
双手，温暖了我的全身，暖到了我心
底。仅仅两句话，像是有几个音符在
心间跳动，形成一首美妙的乐曲，编
织成了喜悦。不知不觉中，我的手开
始颤抖，眼里又泛起水雾，那是几个

月分别的痛苦？还是喜极而泣？我
一直想不明白。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脸上仍然挂
着笑意。收到礼物的喜悦一直挥之
不去。我躺在床上，微笑着闭上双
眼，怎么也睡不着。每每看到床头她
送的那个双肩包，我都会这样想：我
们虽身处异地，可我们的友谊不会
淡。那个蓝色的双肩包，它也许不那
么贵重，但那是一份真情实意，那是
我们多年友情最好的见证。它传递
给我的快乐与温暖是不可计量的，它
使我无时无刻不想起，友情支撑着我
成长。

也许终有一天，我们会因为忙于
学业而没有时间联系。但没有关系，
她还是她，我还是我，我们曾带给对方
一段美好的回忆，一份真诚的友情，这
就足够了。

那晚的两条信息温暖着我，那份
有重大意义的礼物温暖着我。我永远
会记得那一刻自己的喜悦和那久久不
能平复的心情，那时的暖心是黑暗生
活里的一束光，温暖、照亮了我，让我
感到快乐；那时的暖心也是我生活的
一份力量，默默地鼓励我向阳生长！

（延安市实验中学初一 5班 刘笑
然 指导老师 曹霞）

暖心的那一刻

带孩子去拔草成长训练营

鲁艺人自制的小提琴

“今天，老师带大家去玉米地里拔
草……”

一大早，志丹县杏河镇张渠幼儿
园的老师带着孩子们，背上“干粮”和
水壶出发了。一路上，大家唱着欢乐
的歌，很快到达目的地——附近的一
片玉米地。

老师先引导小朋友们仔细观察

玉米，只见青青的玉米苗有的长得
高，有的却很低。老师说，玉米苗就
像小朋友一样，要好好“吃饭”，也要
及时排除杂草干扰，才能长得更加茁
壮。然后，老师教小朋友们区别玉米
和杂草，手把手教孩子们怎样拔草才
能不伤害到玉米。小朋友们仔细地
听着，并学着老师的做法开始干起活

来，有的小朋友还说自己跟着爷爷奶
奶去地里锄过地，所以就会除草呢！
别看乡村的小朋友们年龄小，干起活
来却有模有样，玉米地里的杂草通过
小朋友们的认真劳作，很快被剔除干
净……

志丹县杏河镇张渠幼儿园是一所
乡村幼儿园，大多数幼儿都是留守儿

童。因为条件有限，老师就想方设法
利用周边资源带孩子们认识大自然，
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成长。这次活动幼
儿园还专门为孩子们提供了“糠馍馍
和玉米窝窝”等食物，希望孩子在干活
和吃饭中忆苦思甜，知道粮食来之不
易，并学会珍惜劳动成果。

（记者 樊江江）

我是小小讲解员赵梓伊，我在延安鲁艺文艺纪念馆
为你讲述《东方红》的故事。

上世纪40年代，一首激情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陕
北民歌诞生了，它本是一支在民间流传的普通民歌，被一
个农民升华为时代最强音。这首经典永恒的旷世杰作就
是《东方红》。

1935年党中央毛主席来到陕北。天亮了，解放了，
广大劳苦大众翻身作主的日子到来了。陕北佳县一个普
通的农民李有源，分到了土地过上了好日子。他一直想
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他带来的新生活，可又不知道该
如何表达。1942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夜幕渐渐向西退
去，李有源挑着担子进城卖柴火。当他走到山上时，正好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丈光芒普照大地，他的身上顿时暖
洋洋的。他想毛主席和共产党不就像太阳一样给我们带
来温暖和幸福吗？他急忙赶回家在小炕桌上一气呵成写
下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
存，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词。之后填入陕北民歌《骑白
马》的优美曲调。

鲁艺的文艺工作者搜集到这首颂歌后，进行了收
录、改编。1945年 9月东北鲁艺文工团在行军途中，由
公木执笔把新编的四段歌词记录整理，尤其是把第一
段歌词中的“谋生存”改为“谋幸福”，为了适应时代发
展，最终只有前三段歌词广为传唱，也就是现在流传经
典的三段歌词。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这首音乐，毛主席站在天安
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东方红这首不朽的传世之作，从中国革命的摇篮陕
北传出，之后便插上了翅膀，飞越黄河，跨过长江，唱响在
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唱响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唱响
在浩瀚的宇宙中！唱出了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唱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延安新区外国语小学二年级 4班 赵梓伊 指导老
师 李田霞）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宁文泽，我在延安文艺纪
念馆为你讲述《鲁艺人自制的小提琴》。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小提琴，琴体总长
60厘米，宽21厘米，厚10厘米，琴弓长80厘米。它已问世
70多年，是目前存留的唯一一件延安鲁艺人自制的乐器。

1940年冬，大提琴家张贞黻经周恩来介绍来到延
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由于大
提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十分稀缺，张
贞黻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从重庆到延安的时候，他就随身
携带着制作工具和一本英文版的乐器制作书。到延安
后，他专门写信给党中央提出自制乐器的建议，毛主席特
地请他吃饭，非常赞同他的想法。不久，在负责工业部门
的李强同志协助下，延安乐器厂在延安桥儿沟的窑洞里
开办了，由张贞黻任厂长，成员大多为鲁艺学员。在延安
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张贞黻用本地核桃木做背板，用
红松木做面板，制作了许多乐器，供延安的文艺团体学
习、排练和演出使用。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王卓回到延安鲁艺音
乐系学习小提琴，老师就是张贞黻。但是苦于没有乐器，
就求助于戏音部主任吕骥。吕骥给当时在美军观察组帮
忙工作的美术系版画家古元写信，请他在美军驻地的食
品、物品包装箱里找到了适合做提琴的松木板和硬木板
材料。后经张贞黻细细打磨，终于做成了一把精美的小
提琴。古元看到这把自制的小提琴后赞叹不已，便在琴
把上刻下“鲁艺自制”四个字。从此，这把小提琴就由王
卓学习使用。

1952年，王卓带着小提琴奔赴朝鲜战场，为坑道里的
志愿军战士演奏。新中国成立后，王卓成长为国家一级作
曲家，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

2012年 7月 28日，84岁的王卓老人特地回到延安，
捐出了这把小提琴。如今，这把小提琴陈列在延安文艺
纪念馆里，它见证了延安鲁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峥嵘
岁月，见证了延安鲁艺艺术教育的光辉历史，也见证了两
位音乐家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

（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三年级 2班 宁文泽 指导
老师 冯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