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助力

“赐‘起’字，望汝若此。汝慧心巧
思，善变通，嗜读，学富，擅遣词，口伶俐，
文斐然。每论课外之识，常为吾之知
音。本学期，书艺有进，成绩渐升，然未

臻顶尖，粗心常伴，思维欠贯。‘宝剑锋从
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愿汝‘奋起直
追’，静心敛气，‘闻鸡起舞’，见贤思齐。
师寄厚望，格局既升，乃成大器。期待汝

蜕变之刘老师。”
上周，我市各中小学陆续收到了学

校发放的素质报告册，里面不仅有学生
学期成绩，还有老师精心为学生写的评

语。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六年级四班孙静
远一收到自己的素质报告册，就开始津津
有味地读起来。

这是孙静远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刘娟
给孩子写的以“走进鲁迅 创意表达”为主
题的评语，以此加深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
提高他们的兴趣。“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学
期，我们学习了鲁迅的部分作品，为了更好
地引领学生学习，我才想到了以此为主题
来写评语。”刘娟老师说。

据介绍，刘娟老师已经从教二十多年
了。她非常喜欢古诗词，经常根据学生特
点为他们创作，从歌谣、藏头诗，到五言诗、
七言诗，再到宋词等，搭配上古风的背景图
片，就像是一张精美的诗词卡片。在她的
影响下，身边的很多老师和学生也开始学
习古诗词、学写古诗词。同时，刘老师还担
任学校语文组组长，在她的引领下，学校还
形成了“诗意语文”的教学风格。刘娟老师
说：“我能力有限，只求我在你的人生历程
中，没有白白来过。”

刘娟老师以评语为笔，绘就学生成长
蓝图，用智慧与情怀，播撒希望的种子。相
信在她的引领下，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
一定能在语文的天地中振翅高飞，绽放绚
烂的光彩。

（记者 樊江江）

羡慕！刘老师的“古风定制”评语

成长驿站

成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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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训练营 让“年味”在指尖生花
文字，让我们共同成长

他能用饱含深情的画笔帮我们留住
逐渐走向衰落和消亡的村落，但我却难
以用生动的文字讲述他和他的故事。我
纠结了很久，不写，如鲠在喉，写吧，又唯
恐片面肢解，词不达意。毕竟，真正了解
一个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对
于美术和绘画而言，我是一个彻头彻尾
的门外汉。作为一个数学老师，把一道
题用一种简便的方法解出来，充其量讲
也就是思维开阔而已，不足为奇；而一位
画家，把一条弯弯的山路，一棵歪脖子枣
树，一段垮塌的围墙，一场落雪，一排窑
洞，用水彩或者素描的方式呈现在纸上，
并赋予某种寓意，感觉是一件十分奇妙
的事情。

或许，当我们读懂了画家，我们才能
真正理解他的作品以及作品背后的故
事。

他是一位普通的高中美术老师，但
他并没有让自己的人生止步于此。2012
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水彩画册，很
多人可能会认为，这就已经是一个中学
美术老师的巅峰之作了。然而，后来的
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他的
与众不同，就在于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梦
想、有天赋、有才气的人。

一个三岁丧父的贫困农民的孩子，
他注定要用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和艰
辛将平庸和贫困在他这里终结，这就是
一个人的志气。考上大学拥有一份稳
定的工作，显然不是他想要的人生的全
部。

他说，他要重新审视自己人生的价
值和意义。很多学生经常慕名向他请教
绘画技巧，而他每次都会耐心地逐一讲
解。所以，这么多年的寒暑假、节假日，
他放弃休息，过着与妻子女儿聚少离多

的日子，用辛劳和坚持改变了 160多个
同样有美术梦想的孩子的命运，他用自
己的思想、画笔与敬业精神，担当起了为
洛川县美术教育进行启蒙和奠基的历史
使命和社会责任。

画一张好看的画，对他来说信手拈
来。而好看是我们普通人对绘画作品的
粗浅认识，如何突破专业创作的瓶颈，让
自己的作品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烙上
自己故乡的印迹，注入历史的内涵，涂抹
上现实主义的色彩，却绝非易事。很长
一段时间里，他思考过，迷茫过，怀疑过，
苦恼过，追问过，探寻过，挣扎过，一度抑
郁过。他不知道自己苦苦追寻的东西到
底是什么？那扇为自己预留的窗户究竟
在哪里？

他知道自己无法逃离这块土地，以
他的专业水准，他有更好的选择。我想，
他之所以要留在生他养他的洛川大塬，
一定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或许这里的
一草一木都可以触发他的灵感，他创作
的源泉都是根植于这块土地的，就像鸟
儿离不开树林，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离
开洛川，他不知道他的画笔如何去表达
色彩和黑白交织的意境。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驱车
来到村庄，一次又一次，一山又一村。
他望着杂草丛生人去屋空的院落慨叹，
他看着残垣断壁的村庄冥思，他抚摸着
粗粝的树干怀想……没人知道他走过
了多少个村庄，蹚过了多少条小溪，翻
过了多少条山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每一次出行都会有一次心灵上的触动
或者撞击。有时，春天去过的村庄，秋
天再去时，已是面目全非。那种得遇春
风却错过秋叶的失落，常常让他陷入无
边的遗憾和自责。晨光里的村头古槐，

阳光下的古老村庄，夕阳下的崎岖山
路，春天缤纷的桃花，秋天的萧萧落叶，
冬天的皑皑白雪，都被他用手机拍摄了
下来。

那段时光，他似乎和村庄在谈一场
恋爱，所以，夜晚独自一个人的出行，在
外人看来可能是患有梦游症，于他而言，
则是月光下的约会。他与村庄窃窃私
语，与村庄一起流泪，他觉得村庄为他哭
泣，而他也在为村庄心痛不已。

愤怒出诗人，孤独出哲人。一位优
秀的画家，首先一定是一位哲人，所谓哲
人，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终
于，他从颓败的村庄里看到了一束亮
光。他的扛鼎之作——《遗址》素描篇和
水彩篇收录的三百余幅作品，就全部取
材于洛川大塬的村落、民宅、山路、小溪、
大树和落雪。

打开这两本画册，无论你是否懂绘
画，我相信，八十年代之前出生在农村的
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故乡，想起自
己的童年。端详每一帧画，你会感受到
乡村雪后的宁静，你会听到月下农家小
院蛐蛐的叫声，你会看到大树孤独的身
影，你会听到小溪潺潺的流水声。而带
给读者视觉冲击力最大的是作品背后深
深地叹问——故园何在？何以留住？
我不懂绘画，但他的画集于我而言，我认
为恰是作家曹文生的书名——《绝版的
乡愁》。

他在作品发布会上发言时几度哽
咽。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一个年逾
半百的老师，看到自己的作品面世并成
功举办了发布会和研讨会，激动与感慨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他酒后泣不成声
的样子，让人泪目。我知道，这眼泪是无

数个黑夜的挑灯夜战和深居简出的不容
易，这眼泪是独辟蹊径的艺术风格被同行
给予高度评价的喜悦与自信，这眼泪是自
己竭尽全力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份难以取
代的精神面包的自豪与荣光……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他能沉寂
下来，安享孤独，用时间、泪水、欢笑与热爱
完成这两本画册，谈何容易？其间的酸甜
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仅此一点，作为他
的同事，我心里只有两个字：钦佩。

相处久了，闲聊多了，又是同龄人，同
样出身贫苦，我和他的交流就更加深入。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有时单纯的像个三岁
的孩子，从他的眼睛里你看到的是清澈，有
时情商爆表，你看不懂的是他狂笑背后的
神秘莫测。他说话嗓门大，句句都像是在
吵架。他喜欢抬杠，激动的时候，脖子一扭
能把碌碡掀翻。他嫉恶如仇，愤世嫉俗，肠
子就像是 PVC管子做成的。他不缺少朋
友，他的朋友都是农村娃。

“艺无止境，作画也是在做人。”这是他
对我说过的最认真的一句话。我坚信，他
还会陆陆续续创作出更加出彩的作品。

他就是我的同事、朋友——严红林，一
位只执着于艺术的汉子。

（延安市第一中学教师 高鱼仓）

岁月真的是把杀猪刀，曾经那个懵懂无知地坐在
讲台下，憧憬着长大后能站上讲台的女孩儿，终于如愿
以偿，开启了自己的教育生涯。几载春秋，学生换了一
批又一批，《延安日报·成长周刊》见证了我的孩子们从
初尝写作到作品刊发的蜕变过程，更承载了我们对语
言文字的热爱。

初遇·播种希望

一听到《成长周刊》成立的消息，我就第一时间给
孩子们分享，孩子们的眼里立刻闪烁出光芒。在他们
眼里，自己的作文能登报，那是多么荣耀！他们眼中的
光，让我的心中也埋下了一颗种子，我要尽我所能帮助
孩子们，让他们的文字被更多的人看到，让他们成为别
人眼中最闪亮的明星。

耕耘·共磨文笔

心中埋下种子后，我便开始到处留意孩子们能写
的主题：春夏秋冬、阴晴圆缺、大大小小的活动、单元作
文……久而久之，孩子们会主动拿来作文让我修改，甚
至等不上下一次单元作文，就念叨着早就准备好了，需
要我帮忙投稿。终于有一次，我指导的第一篇作文《佳
戏》登上《成长周刊》，文章中我们把春天写成一位“佳
人”，字里行间演绎了万物的柔情。小作者很有成就
感，其他孩子震惊又羡慕，作为老师的我欣慰又自豪。

收获·见证成长

有了这万物复苏的“佳人”开头，再后来，我们师生
共同努力的作文陆续在报纸上刊发。于是，孩子们的
动力更足了，他们将儿童节的感受记录下来；将春天的
味道记录下来；将疫情期间在家上网课记录下来；将一
堂生动的法治课记录下来；将研学路上的见闻记录下
来……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后，学校给登报的孩子们发
奖状鼓励，同时给指导老师颁发荣誉证书，一次次的鼓
励和荣誉更增添了我们师生共筑文学梦的动力。

展望·共筑文学梦

共筑文学梦，当然离不开对文学的热爱，这份热
爱，也是笔耕不辍的原动力。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
时代，虽然短视频非常火热，但是我依然认为文字有它
独特的魅力，记录代表的不仅是我们对文字的热爱，更
是对生活的热爱。作为语文老师，我能以师者之心，引
领文学之旅，也是莫大的荣幸。我和我的学生既是《延
安日报·成长周刊》的读者，也是笔者，我们一起成长。

（延安育英中学附属小学教师 尚瑾）

前些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踏入延安大学鲁
迅艺术学院，参观了“画里有话”十二年美育作品展。
对我来说，这次展览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
心灵的触动。

一进入展厅，那些色彩斑斓的绘画作品和苍劲有
力的书法作品便深深吸引了我。每一幅作品都像是同
学们心灵的映射。透过它们，我仿佛看到了大家在艺
术道路上不懈探索与成长的历程。这些作品虽然出自
我们学生之手，但其中展现出的创意与技艺确实令人
赞叹。

更让我激动的是，我的作品《凤冠》也在这次展览
中。当看到自己的画作挂在墙上，被众多观众欣赏点
赞时，我内心的喜悦与成就感油然而生。这幅画倾注
了我大量心血完成，每一笔都承载着我对艺术的热爱
与追求。这让我更加自信，同时让我体会到艺术创作
的价值与意义。

在展览现场，我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老师和同
学。他们分享了自己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以及艺术
教育给他们带来的成长与蜕变。这些真挚的故事让我
深受感动，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学习艺术的决心。

开幕式上，延安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讲话让我备
受鼓舞。他高度赞扬了这次展览，并鼓励我们要勇于
追求艺术梦想，为艺术事业贡献青春力量。学生代表
的发言同样充满激情，让我感受到了同龄人对艺术的
无限向往与热爱。

参观过程中，我聆听了几位家长讲述孩子在艺术
道路上的成长故事，他们对美育老师的感激之情让我
动容。这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艺术教育不仅能够
培养我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更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
界，让生活更加多彩。

这次画展我收获颇丰，不仅看到了自己在艺术上
的成长与进步，更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与美好。今后，
我将更加努力学习艺术，让艺术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的
一盏明灯。

（宝塔区慧泽小学四年级五班 刘硕芊 指导老师
苏海林）

孤独的歌者

剪纸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承载着浓浓的年味和美好的祝
福。为了让小朋友们认识剪纸，熟知
非遗，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寒假，近
日，宝塔区图书馆在少儿阅览区开展
了“走进非遗·指尖传承”——新年亲
子剪纸活动。共20组家庭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老师详细地为大家讲
解了剪纸的由来以及我市的剪纸传承
等。在欢乐的氛围中，老师带领大家
开始学习剪纸。在了解了剪纸的基本
技巧后，小朋友们兴致勃勃地拿起剪
刀，开始尝试剪纸。一把把剪刀轻轻
地在纸上舞动，纸屑纷飞间，一张张红
纸幻化成惟妙惟肖的剪纸作品。有灵
动的小蛇，有美丽的花朵，有可爱的小
兔子……看着自己亲手剪出的作品，
小朋友们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喜悦。

该图书馆馆长杨艳艳表示，通过
活动，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到剪纸的乐
趣，还锻炼了动手能力和创造力，更让
他们在实践中感受到了非遗剪纸艺术
的魅力，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 樊江江 通讯员 李婷婷）

瞧，我的画作入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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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娟老师和学生在一起

● 学生收到
素质报告册

成长故事

● 刘硕芊参加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