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的课堂事半功倍成长故事

一位教育专家说过，语文教育应该给
孩子以梦。翻开我们的语文课本，那一篇
篇优美的文章本身就是一个个美丽的梦，
作为老师，我们必须认真去准备好每一节
课，引导他们去实现自己的梦，走向属于
自己的精彩人生。

初春的一天，阳光明媚，课堂上我和
孩子们正在一起学习课文《放风筝》。文
章向我们描述了天空中五颜六色的风筝
和孩子们放风筝时的场面及喜悦的心
情。当我正情绪饱满地给孩子们朗读这
篇课文时，偶然间看见一个孩子正托着下
巴望着窗外，似乎正在想着什么，好像并
没有在听我朗读，嘴角边还挂着一丝微
笑，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也许他正做着
什么美梦呢？看看他那如痴如醉的样子，
我也禁不住笑了。

下课后我开玩笑地问他：“小伙子，

刚才梦到什么了？”他不好意思地低着
头说：“老师，这篇《放风筝》太美了，你
读得也很有感情。我都梦见自己在放
风筝了……”是呀！这个季节我都想去
放风筝，更何况是孩子们呢？于是，我
果断决定，带孩子们去公园上一节语文
课——放风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教
室里早已经沸腾了。

关于这节语文课，我给孩子们提出了
一些要求，风筝尽量自己设计制作，外出
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有兴趣的孩子回来
后可以写写日记。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
班的孩子们忙得不亦乐乎，讨论风筝的图
案、制作的方法……为了让活动安全又有
意义，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提前到公园
选好了适合放风筝的场地等。

那是一个周末，天气特别好，天空湛
蓝湛蓝的，偶尔能看到几朵调皮的云朵也

在欢快地舞蹈。很多孩子和我一样，早早
地就来到了公园，大家三三两两一组，互
相合作切磋。你拉扯着线，我拽着风筝，
配合得是那样娴熟。“我的蝴蝶风筝飞上
天了！”“我的小蜜蜂也飞上天了！”孩子们
开心地笑着、叫着，不一会儿，一个个五颜
六色的风筝缓缓地飞上了天空。个别难
以放飞的风筝，也在大家的帮助下，逐一
飞上了天空。这天，我似乎也回到了童
年，孩子们围着我，给我讲他们有趣的生
活和自己的梦想，我给孩子们讲怎样实现
自己的梦想……

“经过我和小伙伴的努力，我的‘小蜜
蜂’飞上天了，两只翅膀忽闪忽闪的，风的
力量越来越大，借着风力，我的‘小蜜蜂’
越飞越高，我仿佛也跟着它飞到了美丽的
天边……”“今天我特别高兴，不仅仅是过
了一把放风筝的瘾，更让我高兴的是老师

变成了我们的姐姐，她还引导我们应该怎
么走好自己未来的路……”课后，孩子们
记录下了这美好的一天，我看着这些纯朴
的话语，我不由得感慨，用自己的真情实
感记录的生活，就是不一样！

教育家赞可夫说过，教学中一旦触及
学习的情感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
要，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这节语文
课给了学生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
由，让他们自主学习、自主探究、自主发
展，让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如今这批孩子都已离开了母校，踏上
了新的征程。每次大家聚在一起，还会对
这节语文课津津乐道，有的还在写作中回
忆自己逝去的童年。而从这次语文课后，
我也开始学会精心策划自己的课堂，尽量
让自己的课堂更加出彩。
（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教师 郝院明）

红孩子讲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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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十年前，我作为一名准初中生走出
河庄坪，十年后，又成为一名初中语文老
师回到了河庄坪。这于我而言，不单单
是一个工作的机会，也是一股建设家乡
的勇气，更是一种投身教育事业的热
情。我曾经一度以为我天生就适合做老
师，觉得自己只有站上讲台才可以克服
很多障碍。甚至还一度幻想，做我的学
生，要喜欢文学，要喜欢鲁迅和《三体》，
要喜欢音乐、喜欢周杰伦，要诗意、要滚
烫、要大声念有哲理的文字。不得不说，
当我真正站上讲台，才发现面对现实中
的学生，只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学有所
成。两年来，是学校的讲台和班级里的
孩子包容了我、接纳了我，让我可以滔滔
不绝介绍我眼中的世界，我好像变成了
孩子们眼中知识的源泉，泉眼无声，但细
水长流。

2020年 11月 17日，我第一次踏进七
中的校门。初出茅庐，以为学校会看不
上我这个刚刚从校园里走出来的新手，
但学校给了我领导 50多个孩子的机会，
让我一毕业就成了班主任。值得欣喜，
也十分忐忑。

可究竟怎样才能带好班？我充分做
好了吃苦的准备，使出浑身解数，结果却
不理想，班上陆陆续续一直都有人违反
纪律。直到开学第八周，我们班仍然没
有得过“文明班级”。我彻底慌了，上蹿
下跳地想办法。询问经验丰富的前辈，
阅读专业的书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守。从早上学生起床开始，他们在操场
上会看见我，去食堂吃饭会看见我，到了
教室则更不用说，还是会看见我。这样
做，就是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一直都
在，而且重要的时间点，我都在。我意识

到七年级作为起始年级，培养良好的习
惯是首要任务。因此整个学年，我都跟
着跑操，风雨无阻。守，便是守住重要的
时间点、守住班级的正能量、守住优美的
教室宿舍环境……就这样坚守了一个学
年，我能感觉到我和我的学生们越来越
默契，班级凝聚力也越来越强。

我非常喜欢知名班主任于洁老师的
一本书——《我就要做班主任》。初识班
主任这个身份，我脑海里全都是对初中
班主任的恐惧。上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奇
怪的现象，学生们只畏惧班主任，也只记
得班主任。可真当自己也成为班主任
时，我才认识到，学生只记得班主任的原

因，在于班主任的坚持教导。班上整体
的数学成绩都不好，在询问了袁老师和
数学老师之后，我让班上的孩子每天中
午两点在教室集合训练数学，孩子们开
始觉得太累，觉不够睡，但看见我每天都
能准时到之后，也养成了习惯，都可以克
服困难。这样坚持了一个学期零七个
周，月考的数学成绩让我和孩子们欣
喜。每日进步一点点，不原地踏步就是
我们坚持的结果。

记得有一次，我站在讲台上被学生
气到哽咽，原因是：他们对学习没有热
情，甚至是班上名列前茅的孩子也存在
这种情况。加之我又生病，身体和心理

遭受双重打击。这天我正在讲习题，他
们不动脑，稍微“狂野”一点的孩子竟然
连手也不动。学思结合的课堂怎么能不
动脑也不动手呢？我坚持进行我的思想
教育，喋喋不休，哽咽着讲：“我生来就是
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
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
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这是
张桂梅老师创办的女子高中的铮铮誓
言，我讲给我的学生。依然想起有幸跟
广东实验中学楚云老师一起评课的场
景，楚老师嘴里平淡说出“面对只有一位
同学见过真实大海的学情，我们该如何
让孩子清楚沧海的波澜壮阔”，我当时觉
得好难过，只得默默感慨。

当我黔驴技穷的时候，我还有一张
王牌——一颗坦荡的真心。我的学生曾
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在信里细数我们在
做师生时的点滴，尤其提到的是我发现
了他的优点。我仔细想想，真是没什么
深刻印象，坚持教导，挖掘优点不过是我
作为一名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应该
做的。

所以我说，十年后我回到河庄坪，带
着一腔热忱，希望为家乡培育更多的人
才再回来建设家乡。我会花更多的时间
跟学生讲我的老师讲过的“站在世界看
中国”，讲如何同国家共成长，讲如何为
中国梦尽绵薄之力。我几乎是声泪俱
下，忽然发现，同学们的眼中也闪烁着泪
光，他们哽咽着回答：明白。春光尚好，
不能辜负的是教育带给这片热土的希
望。

将吃苦变为特别能吃苦，将坚持变
为特别能坚持，将真心特别持久地带给
学生，就是我作为一名老师坚守的信念。

（宝塔区第七中学教师 马星宇）

火柴厂的
鼓风机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国防意识，激发
青少年爱国热情，上周末，建军节到来之
际，延安科技馆开展了“强我国防，砥砺铸
魂”主题活动，共有20余名青少年和家长
朋友参与了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设置有军事装备讲解、军事
知识问答以及军事视频观看等环节。活

动伊始，辅导员带领大家参观了科技馆军
事展区等各类军事装备，并向大家一一介
绍了各个展项，使大家全方位了解了歼5
教练机、59式中型坦克、63C式装甲输送
车、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等军事装备背
后的发展历程、各项性能以及背后的战斗
事迹，也使大家感受到了我国军事国防发

展的艰难历程，更激发了小朋友们的爱国
热情。

随后，辅导员老师带领大家观看了军
事纪录片，使青少年们感受到了国家军事
力量的强大，现场还进行了军事科普知识
问答，辅导员们循循善诱、富有耐心地引导
青少年朋友，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大

家踊跃回答，自信心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本次活动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尤其是

家长们更是给予了高度肯定，大家一致认
为这样的活动不仅满足了青少年对军事
武器的好奇心，而且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
爱国热情，对于青少年从小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很有意义。 （记者 贺卓）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朱梓
骁，我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为你讲述
一台鼓风机的故事。

这台简陋的鼓风机是陕甘宁边
区火柴厂用过的，尽管它原理简单，
做工粗糙，却是火柴厂必不可少的
设备之一，它为陕甘宁边区火柴业
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
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绝大多数的生
活用品只能靠境外输入，加上日寇
的“蚕食”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陕
甘宁边区建厂所需的机器及零部件
只能通过外界想办法运进来，陕甘
宁边区火柴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
立起来的。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
生活用火一般都使用的是火镰或者
是火折子，即使市面上有出售的火
柴，但都是境外带回来的。

1940 年，阎锡山在晋西北开办
的火柴厂由于日寇占领了该地区而
瘫痪，八路军 120师从日寇手中夺回
了火柴厂，考虑到陕甘宁边区还用
着火镰，可以用这些机器在陕甘宁
边区开办一个火柴厂，以解决陕甘
宁边区民众用火难的问题。120师
派部队将机器运过黄河准备运往延
安，到了吴堡县岔上村时，遭到日军
飞机高空侦察扫射、轰炸近半个
月。出于对安全等问题的考虑，护
送机器的部队将机器转交地方后返
回前线，延安派出马毅在绥德县义
合镇交接了梗片机。他们用牲口
驮、人抬、肩扛的方式，历尽艰辛才
把机器运回延安。

新华化学厂接到梗片机后立即
组建了火柴科研组，利用当地物资，
土法上马，研制出磷磺，从野兽的骨
头里将磷提取出来后熬制成皮胶，
再添加粉碎的羊角石等材料，最终
成功配置出了火柴头。但是，蘸好
的火柴头怎么样快速干燥呢？如果
经过晾晒或者自然干燥，必然延长
火柴制作周期。研究人员为了缩短
火柴周期，便就地取材制作了这个
鼓风机，用风力对蘸好的火柴头进
行干燥，缩短了火柴出厂时间。从
此，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开始使
用自己生产的火柴。

1943 年，陕甘宁边区召开农工
业生产展览会时，陕甘宁边区火柴
厂生产的火柴不仅参加了展览，还
作为奖品奖励模范工作者。在党的

“七大”召开时，火柴厂为“七大”生
产了献礼火柴，火柴盒上的纪念火
花正面是毛泽东头像，背面是毛泽
东“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

1947 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
战陕北时，火柴厂工人掩埋了机器，
部分人员投入解放战场。但是火柴
厂的工人，每人都称得上是一个火
柴生产小厂，因为他们随身携带火
柴生产余下的材料，利用行军休息
时间蘸晾火柴、糊盒包装，直到用完
火柴材料为止。

1948年，延安光复后，火柴厂又
在延安砖窑湾恢复了生产，并在山
西购买了蘸头机，使火柴的质量和
产量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现在，这个鼓风机珍藏在延安
革命纪念馆，作为一级文物展出。

（宝塔区杜甫川小学五年级六
班 朱梓骁 指导老师 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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