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故事

一大清早，爸爸妈妈就把我从睡梦
中叫醒，说今天有事要外出，临走时，千
叮咛万嘱咐，就怕我照顾不好自己，直
到听到我的保证后他们才依依不舍地
出门了。

我趴在窗口眼看着爸爸妈妈的背
影消失在小区门口，哈哈哈，终于可以
暂时不听妈妈的唠叨了，我的自由我做
主。我扭头赶紧打开电视机，拿来爸妈
提前给我准备好的零食，开心地享受着
这难得的自由时光。

“咚咚咚”，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
见有人敲门，“肯定是爸爸妈妈回来
了”，我刚起身准备去开门，突然想起
我们家是密码锁，爸妈回来从来都是
自己开门的，“会是谁呢？不会是坏人
吧？”我突然有点害怕。“是 1303 吗？

您点的外卖到了。”听门外的人这么一
说，我就更害怕了，我们家从来不叫外
卖的，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那种骗小
孩的坏人？我吓得瑟瑟发抖，不敢出
声。“哐啷”一声，好像是对门邻居家
的门开了，“不好意思，门牌号写错
了，是我们家的外卖。”我终于松了口
气，还好不是坏人。

经过这么一惊吓，我突然想起自己
还有作业要写，万一爸妈回来了，我的
作业还没有完成，那就糟了！于是我拿
出作业本，三下五除二先把作业写完
了。

为了证明爸妈不在家我也可以照
顾好自己，我决定自己做午饭吃。我打
开冰箱，拿了一小袋妈妈包的饺子，接
了半锅水，小心翼翼地打开天然气开

关，然后又打开灶头开关，不一会儿，水
烧开了，我就把饺子倒进锅里，然后学
着妈妈的样子用勺子不时地扒拉几
下。几分钟后我看饺子已经变色了，就
捞起一个尝了尝，好像还有点硬，我记
得妈妈说过，冻饺子比较难熟，应该再
多煮一会儿。于是我趁机到客厅又看
了会电视，这一看，我差点忘了锅里还
煮着饺子，等我跑到厨房一看，哎呀妈
呀，饺子都破馅了，一个个张着个大嘴，
分明就是在嘲笑我嘛。唉！没办法，只
能将就着吃了，看来还是不能一心二
用！

吃完破馅的饺子，我关掉电视机，
收拾了一下房间，准备迎接爸妈回家，
无聊中又拿起一本书胡乱翻了起来，却
怎么也看不进去，心里只想爸爸妈妈赶

紧回来，没有他们唠叨其实很不习惯。
（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五年级四

班 成添 指导老师 薛玉梅）

爸妈不在家

陈毅回延安

红孩子讲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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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感悟

既知爱国，则当随地为国尽力。
——题记

陈独秀曾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
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石刑，人
生最宝贵之时期也。是的，刚升入高中

的我们就进行了一番军事化训练，很累
但非常有意义。

那些天，我们是勇士，在烈日炎炎
之下，挥洒着汗水；或是雨水混杂着汗
水……我们遭受风吹雨打，但我们从未
放弃。我们不是为自己而生，我们的祖
国赋予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每个人
都有着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我必
能负；人所不能负的，我亦能负。”祖国
的未来，还在我们的肩上。

传承百年，今日到我；激荡未来，壮
志在我。“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
精神长生，成功成仁，实现大同。”赵博
生先生的话，对于今日的我们同样适
用。我们的身后是伟大的祖国，我们理
应为祖国贡献出青年一代的力量。“恰
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

遒。”这是毛主席笔下的青年人，是充满
壮志豪情的革命青年，也是激流勇进，
搏击风浪的青年。无数墨客骚人笔下，
千千万万个青年各不相同，然而，青年
之心，在祖国，在民族，在无数条将理想
世界变为现实的道路中，这是万古不变
的蓬勃发展。祖国的未来，就担负在青
年的肩膀上。

我们是谁？不，我们是谁并不重
要，我们勇敢，我们无畏，我们是青年，
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我们在无
数条通往未来的道路中，闯出属于我们
自己的一条路，独一无二。我们是千千
万万个青年人之一，世界的未来掌握在
我们的手中，或许现在的我们还稚嫩，
但经过不断的打磨，我们的肉体与精神
就会坚不可摧。眼下的军训便是一次

打磨。我们是辛弃疾笔下挑灯看到的
披肝沥胆，是陆游笔下铁马冰河的赤胆
忠心，是岳飞笔下怒发冲冠的慷慨激
烈，是玉门关前的黄沙金甲，是橘子洲
头的风华正茂。

青年人有青年人的风骨，我们有自
己的选择。我们不是懦夫，过去不是，
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是。若要问我初
心何在，我想在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
一往无前中，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中，在
五四青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振臂
高呼中……

在未来无数次的打磨之后，我们这
一代青年人，将铸就更大的辉煌。

（延安市实验中学高一六班 卢艺
淼 指导老师 盛燕）

愿得此身长报国

“强迫症”老师的教育“法宝”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何子涵，我在
延安革命纪念馆为你讲述《陈毅回延安》的
故事。

这张纸上的字迹，是陈毅元帅在 1959
年 10 月 25 日回延安时留下来的亲笔记
述。因为时间太久，纸张边缘部分已有轻
微破损。

纸上记述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到延安，参加整

风和参加“七大”，住延安整整一年零六月
余，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东返华东前线。延
安的生活是我一生最好的学习生活，至今
回忆起来犹有兴会一新之感。

现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重访延
安，如返故居，重到枣园，看不出什么变化，
而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已大大改变了！相信
在我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今后十年更要
向更大更好的前途转变。“十年之后当再
来。”陈毅记。

整个记述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陈毅回
顾了自己首次到延安的时间，在延安的主
要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自己的影响。第二
部分记述了自己重返延安的感受，草木如
故、山水依旧，分外亲切，并相信延安会有
更好的发展。

1944 年 2 月，陈毅从华东到达延安准
备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时常与毛主
席促膝谈心，书信往来，向毛主席介绍自己
在整风运动中的收获。毛主席曾在复信称
赞他：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
到处是坦途了。

1945年，陈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央委
员会委员。会议期间，曾赋诗一首——“百
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
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在诗中，他
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歌颂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
日战争。尤其是“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
瞩目清凉山”成了脍炙人口的名句。

1945年 8月 25日，陈毅乘坐美军观察
组的飞机离开延安，返回华东前线。正如
他文中所记述的——住延安一年零六个
月。

1959 年 10 月 24 日至 25 日，陈毅重返
延安，两天的时间里，他瞻仰宝塔山，参观
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清凉山革命旧址、

“四·八”烈士陵园、中央大礼堂和延安革命
纪念馆等，写下了组诗八首《重返延安》。
其中《枣园曲》，上阕是：“停车枣园路，记从
前，人民革命，央曾驻。小米步枪对大敌，
斗争真个艰苦。试追寻，领导高处，深知人
心有向背，敢后发制人歼强虏。论功业，空
前古。”

而最后一首诗《再别延安》更令人难
忘：

人到延安皆欲诗，我来延安诗怀溢。
延安原是好题目，此间曾出大手笔。
人人皆道延安好，我来延安兴不穷。
整风精神最堪忆，东方于此飞巨龙。
一日清游兴致烈，晚来忽见小飞雪。
十年之后当再来，珍重又与延安别。
如今 60多年过去了，延安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城乡面貌
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显著提高，这正是陈毅
元帅当年所期盼的！

（延安知新小学六年级五班 何子涵
指导老师 白亮亮）

管理有绝招

“大家一起看一看，大屏幕上的这
幅图上画的是什么呢？说一说你是怎
么想的呢？”在延安新区外国语学校二
年级五班的教室里，一堂生动有趣的
语文课正在进行着。在教学工作上，
张莹银积极探索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教
学，经常利用多媒体手段，寓教于乐，
并引入新颖的学生鼓励机制，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们爱学、乐
学。“我平时会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奖
励小星星，攒够 10颗星的学生，每周
五进行刮奖活动，奖品是我利用手头
现有的实物随机设定，有惊喜，比如老
师带着去吃美食，当然也有‘惊吓’，
比如男生刮到发箍，现场佩戴比心心
等，大家不亦乐乎。通过这些刮奖、刮
刮卡，大转盘的奖励机制，让孩子们不
仅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也在有趣的
游戏中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张莹银
说。

在班级管理中，面对学生们私自
换座位的情况，她将计就计，让学生们

自己选同桌。但她提出了换座位的
“赌局”条件：自愿换座位的两个人绑
定为一组，接下来每一周考核一次，不
只看成绩，要看综合表现，有奖有罚，
那由谁来评判两人近期表现的好坏
呢？由班里的每一位同学投票决定。
有的同桌二人相互激励，上课表现积
极踊跃；有的同桌二人相互“传染”，
上课小动作不断。所有这些，大家都
看在眼里。每周的考核，也成了继“每
周刮奖”后的另一轮“激动时刻”。与
此同时，在班风建设上，张莹银鼓励学
生集体商定班规，并民主选举监督员，
不管是谁，班长、“学霸”，甚至老师，
只要违反了班规，“违法必究”。在时
间管理上，张莹银奉行“今日事，今日
毕”，她也将这种惜时的观念，带给学
生，学会利用零碎的时间，放弃影响他
们学业的“三闲”——闲话、闲事、闲
思，所以所带班级学生少有不能按时
完成作业的。

教育有态度

自从 8年前张莹银踏上讲台之日

起，她就认为，老师不仅仅是学生学习
知识的“引领者”，更要做学生的“好榜
样”。“回想起来我带的上一届毕业班，
每次看到孩子们因为我的引导而有了
一点一滴的成长，我就感觉特别开心、
特别自豪，觉得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特
别值得。”张莹银介绍，学生的成长不仅
体现在学习成绩的进步，还体现在正确
三观的确立、个人素养的养成等细节
上。

“在第一次和学生见面时，我会特
意收拾一下，显得更有亲和力，放弃高
跟鞋，方便和孩子们拉近距离。但第一
次和家长见面时，我又会特意收拾得精
神干练，给家长初见面就留下‘这个老
师靠谱’的印象。日常生活中，为了避
免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我只选择适合的
服饰和配饰。哪怕工作再晚，第二天我
也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面对孩子们。”
这样注重礼仪细节的张老师，也以自身
影响了学生们的精神面貌和对礼仪的
重视，不少同学开始从自己做起，知礼
仪，讲文明。

不仅在礼仪上，在平时的生活中，

张莹银也喜欢用细节去影响学生。外
出实践活动离校时，她会向孩子们提议
一起将现场垃圾清理干净；有学生的东
西掉在地上时，她也会主动捡起来归
还；在借用学生东西时，她会向学生认
真说一句“谢谢”。因为她坚持整理收
纳粉笔、黑板擦，学生们也学会在课间
主动清理讲台卫生。

孩子们从看着老师清理讲台到主
动清理，从不爱表达到礼貌懂事。8年
的班主任工作，张莹银一直用“教育，有
教，更要育人”来要求自己。她希望她
的孩子们不只有学业上的进步，更能成
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我有时觉得自己有些强迫症，但
我更觉得这是一种工作态度。要么不
干，要么就得有计划、有头有尾地干。
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不光要有好的成
绩，更要有高尚的师德，如此才能以德
服人，才能感染学生，才能使孩子们耳
濡目染。就像去年那 3位救人的同学，
我非常确信只要是我的学生，他们都会
这么做。”张莹银坚定地说。

（记者 贺卓）

她总是一身优雅得体的装扮，一口流利亲切的普通话，学生喜欢与她沟通，家长争相把孩子交到她手里……她就
是延安新区外国语学校张莹银老师。

2017年，张莹银进入延安新区外国语学校就职，担任二年级二班班主任。五年里，她所带的班级荣获“书香班级”称
号，并在“班级文化建设”“两节一会”“歌咏比赛”等活动中总能取得优异成绩。她的班级学风浓厚，学生品质优秀，好人好
事频出，去年6月，3名学生勇救坠崖老人的事迹，曾被多家媒体报道。

多年班主任工作积累，张莹银戏称自己有些“强迫症”，总是关注细节、反思细节、利用细节、把握细节，也正因如此，她
终于找到了提升工作效率和促进学生成长的教育“法宝”。

明星老师

● 张莹银老师给学生上课 ● 张莹银老师与学生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