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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晨光初破到夜幕低垂，总有一道
独特的“风景”穿梭在校园间——那是
我的班主任唐老师与她的“幸福号”自
行车共同编织的时光轨迹。她的自行
车是永久牌的，却被我们私底下称呼为

“幸福号”。
每当看到她那么劳累，工作、家庭

和孩子都要兼顾，我们真的有点担心
她。可一看到她骑着“幸福号”自行车
穿梭在校园里，我们又打心眼里佩服
她。无论是赶往操场陪我们晨跑，还是
去教室准备上课，自行车仿佛时刻在证
明着其主人对时间的精准把控。

每天清晨，当我们刚刚到达操场，
唐老师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跑道上
了。她的“幸福号”自行车早已从菜市
场归来，悄悄停在了操场的角落，车篮
子里装满了各种新鲜食材，每次我们都
忍不住伸着脖子好奇地去看看。那些
看似平凡的日子，因为“幸福号”自行车
而变得格外温暖动人。它成了唐老师
幸福生活的温馨使者，承载的不仅是食
材的重量，还有她对家庭和孩子深深的
爱与关怀。

然而，唐老师的自行车所承载的，
远不止这些。它还是一位守护者，见证
了唐老师对我们的深切关爱与责任。
记得那是一个深夜，我被一阵突如其来
的腹痛惊醒，突然间浑身冒冷汗。一时
间我不知所措，只好把寝室长喊醒，用
她的电话手表给唐老师打电话。唐老
师安慰我不要着急，并第一时间出现在
了我的面前。她说她爱人出差不在家，

她不会开车，但是她有自行车。她和寝室长迅速将我扶上自行车
后座。然后唐老师奋力蹬车，向着最近的医院进发。一路上，她还
不断安慰我不要着急。夜风虽凉，但坐在唐老师的自行车后座上，
看着她娇小而有力量的后背，我却感觉特别温暖。那一夜，我是急
性肠胃炎发作。等到吊完点滴，凌晨4时，我们才骑着自行车回到
学校。唐老师要我好好休息，晨跑和早自习先请假睡觉。而她那
辆自行车像往常一样，按时停在操场角落里。后来，我把这件事悄
悄告诉同学们的时候，才知道这样的感动不只有我经历过，好几个
同学都经历过。所以，我们将唐老师的自行车命名为“幸福号”。
我们课后有什么事赶时间，经常去借唐老师的“幸福号”自行车，总
感觉那是有温度的名车。

我们都知道唐老师工作和家庭的担子都不轻松，而“幸福号”
自行车成了她时间管理的秘密武器，让她在忙碌中依然能够游刃
有余。她曾经在课堂上说过，她喜欢到户外骑车，只要距离不是特
别远，她都会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周末的时候，她还会骑着“幸福
号”和家人去户外骑行。她说，她特别喜欢骑车时那种微风拂面、
汗水淋漓的畅快。她总是能够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坚持锻炼身体，
一直保持着苗条的身材和轻盈的体态。

可能是受她的影响，我们似乎都莫名地爱上了自行车。班上
很多同学都买了自行车。放假的时候，我们也会到云山大桥那一
带去骑行。因为唐老师说过，那里的路况和风景是整个武冈城最
好的。“通学生”也慢慢拒绝家长开车接送，而是不约而同地骑自行
车上学放学了。 （指导老师：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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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过得怎么样”“在学习上有遇到
什么困难吗”……9 月 2 日，在市第十一中
学的一间教室内，该校高中语文教师黄朵
逐一询问学生的假期生活学习情况。她
说：“清晰地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情况，新
学期才能有的放矢。”

自大学毕业以来，黄朵已经在教师岗位
上默默耕耘了16个春秋。16年来，她用真诚
的爱心、科学的管理，取得了优异的教育教学
成绩。她所带的班级多次被评为“文明班
级”。她自己也多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

市第十一中学是寄宿制学校。为了做
好班主任工作，黄朵以校为家。黄朵深知，

“身教”重于“言传”，一直以来，她要求学生
做到的，一定自己先做到，而且一定要比学
生做得更好。她重视班级管理的科学性，注

重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她引导学生
制定班规，营造良好的班风和学风。对于那
些后进生，黄朵总是能挖掘他们的闪光之
处，用自己的热情和耐心去帮助和鼓励他
们。爱是教育中最不可缺少的底色。学生
不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中遇到了困难，黄
朵总是想方设法、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

很多毕业多年的学生重回母校时，都
要去看望黄朵。其中有个女生，在她被理
想的大学录取时，首先给黄朵发来微信，感
谢黄老师在生活和学习上关照她、带动全
班为其患病的父亲捐款。

坚持学习，钻研“师艺”，是成为一名优
秀教师的必修课。多年来，黄朵总是保持
空杯心态，保持阅读习惯，坚持学习新的知
识和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积极参加业务

培训、交流听课等活动，主动向优秀同事学
习教学技能和方法。

“教育是一份良心事业。”黄朵说，“我们
也许不能让每个学生都成材，但可以做到不
抛弃、不放弃，让学生成长为身心健康，对自
己和未来积极乐观、充满期待的人。”

以 爱 为 根 潜 心 育 人
——记邵阳市第十一中学教师黄朵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李群英

“得，这回黑棋要输了。”
小区里，一群人围着石桌窃窃私语

着。桌旁，一位笑眯眯的老人和满头大汗
的我，正在对弈围棋。黑棋处于不利方，而
我拿的就是黑棋。

我是区里少儿围棋比赛的冠军，这得
益于我在比赛前下过的苦功夫，也得亏我
一下课就找同学切磋。得了冠军后，我洋
洋得意，不可一世，每天放学后就端着棋到
小区里找人对弈。无论男女老少，有跟我
比试倾向的都被我挑战了个遍。到现在还
没人赢过我，我的鼻子已经翘到天上了。

30分钟前，又有一位“败者”怏怏归去。
周围有浓密的大树，有慵懒的微风，有纯净
的蓝天中的一抹白，有低声交谈的观众，就

是没人和我下棋。正当我准备“收摊”回家
时，一个白发红颜的老人走到我面前，轻轻
坐下来，把手搭在棋盘上，微笑着说：“小同
志，来一局！”人群骚动起来。我暗暗笑着，
随意说：“老人家，当真哦？”心里想这老人一
定斗不过我。老人却爽朗笑着，嘴唇稍稍动
了下：“当然！”我不屑地摆好棋。

开始时我信心满满，认为老人只是一
时兴起，不一会便会被我击败。可当老人
下到第 10 手、第 20 手的时候，我就慢慢疑
惑起来：老爷爷的手法为什么这么熟练？
表情为什么如此泰然？着急忙慌之际，我
偷瞟了他一眼，这让我更加慌张——他的
脸上有一丝淡淡的微笑。

人群的议论声越来越大。当对弈进入

白热化阶段，我猛然发现老人有一个地方
可以进行突破。我异常兴奋地将黑子重重
地按在盘上。但老人只是缓缓地把一枚白
棋放在一点上，瞬间就让我的心理防线崩
塌——这是一个简单无比的“套”。

一个曾被我打败过的小朋友使劲跳着
喊着：“小姐姐输啦！”老爷爷开口说：“好
了，各位，比赛结束了，回家吃饭吧……”人
群逐渐散去。

我没走，呆呆地看着一片狼藉的棋
盘。老人注意到我，徐徐张口，声音中有温
暖的笑意：“小姑娘，我只是和你玩了一个
谁都可能失败的游戏，可别气馁呀！学生
本职是学习。我看你天天在这下棋，作业
完成了吗？没吧，你得知道，下棋是业余活
动。”这让我不知所措，心中的结一下子解
开了。望着这位慈祥的老人，我眼里全是
感激。

第二天，石桌旁没有我，我的身影在书
桌前晃动。

（指导老师：钟又祥 粟雄莲）

◆小小说

对 手
邵阳县长阳铺镇中学279班 李西米

记忆的卷轴上，总有一些难
忘的事件。

有一年的五一假期，我随爸
妈以及朋友们到一个小瀑布游
玩。游玩后，我们一起到一个餐
馆吃午饭。

餐馆前面，挂着一条条彩
绳。风一吹，彩绳就飘扬起来，
衬得这天更湛蓝更高远。餐馆
的前面有一条小小的河，河边围
着一群小孩。他们拿着矿泉水
瓶，全神贯注地盯着水面。一打
听，才知他们正在抓蝌蚪。

等饭菜的间隙，实在太无聊，
朋友提议：“要不我们也去抓蝌蚪
吧！”本来我对抓蝌蚪没一点儿兴
趣，但是看朋友神色里充满期许，
我便点头答应。朋友立马拿着桌
上的矿泉水瓶，拉着我跑向河
边。我是第一次抓蝌蚪，没什么
经验。突然，“扑通”一声，我自己

扑进河里去了。一瞬间，岸上所
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正在磕
着瓜子闲聊的人停下来了，抓蝌
蚪的小朋友也都向后退了好几
步，我的朋友更是拿着瓶子愣在
原地……我两只手使劲抓着河
壁，与水周旋。此刻我的头脑一
片空白，没有害怕，没有无助，好
像都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呀！”一个出来点菜的阿姨
刚好看到我。她马上跑过来拉
了我一把，我才得以解脱。随
后，她马上跑去我们的包间，说：

“呀，你女儿掉水里了！”“不可能
吧？你别骗我。”我爸丝毫不相
信。直到他走出来见到湿漉漉
的我，才相信。

我们要珍惜生命，真正地将
“防溺水”放在心里，而不只是嘴
上说说而已。

（指导老师：许雅萍）

◆回望

防溺水，惜生命
新宁县金城学校2307班 贾若汐

本人因看课外书“走火入魔”，
以至于考试成绩惨不忍睹。家里，
一场声势浩大的禁书活动就此开始
……

就在昨天，老妈刚开完家长会，
就给我的书柜上了锁。幸好我有先
见之明，及时将几本课外书散布至
卧室各秘密处。我生怕给忘了，所
以我还画了张“藏书图”放在裤袋
里。嘿嘿，谅老妈也想不到我还有
这一招。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啊，哈哈。

那天，我的“书瘾”来了，一摸口
袋，大事不妙，我换了裤子，藏书图
不在！我飞奔到浴室，却发现那条
换掉的裤子已让老妈拿去洗了。

“咦，这是什么？”妈妈手上拿
着不成样的纸团，摊开一看，上面
隐隐约约写着“藏书图”三字。“什
么东西啊！”妈妈好像看出了我的
心事，两眼放光，以闪电的速度冲
进我的卧室翻箱倒柜，进行“地毯
式搜索”。我绝望地吼叫。妈妈冷
酷的表情仿佛是在告诉我：“小子，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尽管我摆
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可那
些书还是被判了无具体期限的徒
刑。“这五本书我先替你收好，等你
成绩上去了，我再给你。”妈妈说。
什么，五本？我可是藏了六本啊，
还有一条“漏网之鱼”！

午饭一吃，我倒头就睡。“嘿，这
孩子太辛苦了。”爸爸在一旁唠叨。
静熬片刻，我出于本能，偷偷往门外
看了一眼，爸妈不在。随后，我偷偷
从被子的夹缝里拿出来一本东野圭
吾的侦探小说。当我看到书中“一
个歹徒破门而入”的字句时，真听见
了一声破门而入声。

“你在干嘛？”只见妈妈正站在
门口，双手叉腰，怒视而目。

（指导老师：陈最祥 李斌）

◆青春

藏书记
双清区昭陵中学231班 黄天

一天，在林间小路漫步的我突遇大雨，
我赶紧往林外跑去。雨越下越大，我只好就
近跑进一间杂货铺。店铺里的老奶奶，热情
地递给我一条黄土色的四角木凳，让我坐着
等雨停。我连声道谢，接过木凳坐下。

这时，我才注意到店铺里的陈设，物品陈
旧，设施老化。但是，挂满墙的风筝，却让我
眼前一亮。咦，怎么跟我平常放的风筝不一
样呢？老奶奶看出了我的疑问，说：“小姑娘，
我这里的风筝叫纸鸢，与外面的风筝不一样
吧？这些都是我手工制作的，需要技术哦，快
失传咯。”

“咔嚓”几声，只见老奶奶用手在竹竿上
比划了几下，接着用锯子将竹竿截成长度不
一的几段……老奶奶全神贯注地削着竹片，
然后拿来砂布仔细打磨。接着，她点燃蜡烛，

双手持着竹片两端，将中间部分对准火焰加
热。稍后，她轻轻地用力，将竹片拉成弧形。
一条纸鸢骨就做好了。最后一步，老奶奶小
心翼翼地在竹片上贴好油纸，再认真画好图
案，上好色。看着老奶奶这一系列熟练的动
作，我顿生敬佩之情。

“我一个人在店里，想孙子的时候，我就
会做这纸鸢。做纸鸢，我很快乐！你看那
里，那是我小孙子玩过的纸鸢。”老奶奶说，
她的孙子在外地上学，放假的时候才会到她
这儿来。

此时，雨早已停了，夜幕也已降临。我准
备走时，老奶奶竟然把刚做好的纸鸢送给了
我。我喜出望外，恭敬地接过来，鞠躬致谢。

（指导老师：邱艳华）

◆观察

纸 鸢
邵阳市五中493班 苏奕心

公园一角 易江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