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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菁校园

阳春三月，一个风和

日丽的日子，我们新邵县

酿溪三小五年级的全体

学生踏上了茶马古道徒

步之旅。

晨光熹微中，我们整

队出发。刚走出校门几分

钟，雄伟的资江二桥便映

入 我 们 眼 帘 。踏 上 桥 面

时，身后同学突然高喊：

“我们五年级占领资江二

桥啦！”这稚气的宣言让

我忍俊不禁。忽然，头顶

传来“嗡嗡”的蜂鸣声，抬

头望去，一架无人机正盘

旋在湛蓝的天幕下，科技

老师手持遥控器的身影

在不远处若隐若现。行至

新邵职中时，我的脚掌开

始隐隐作痛。但想到当年

红军战士们穿着草鞋翻

越雪山的壮举，我悄悄紧

了紧鞋带。

随 着 路 程 延 长 ，我

脚 底 渐 渐 火 辣 辣 地 疼 ，

仿 佛 有 千 万 根 银 针 在

扎 ，额 头 的 汗 珠 顺 着 脸

颊滚落。每走一步，都像

踩 在 烧 红 的 炭 火 上 。背

上的背包也变得越来越

沉重了。有几次，我真想

跳 上 随 行 的 保 障 车 ，但

望 着 前 方 蜿 蜒 的 山 路 ，

看着老师和同学们仍然

坚 持 行 走 的 步 伐 ，我 脑

海中又浮现出红军战士

拄着木棍过草地的画面

……“苦不苦，想想长征

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

命老前辈！”这句慷慨激

昂的口号突然在我耳边

回响，我又咬紧牙关，调

整呼吸节奏，跟上队伍。

当最终抵达终点时，

阳光正为远山镀上金边。

坐在古树下，揉着发痛的

脚掌，我突然明白：坚持

不是咬牙硬撑，而是在动

摇时仍选择继续前行。

（指导老师：卢运红）

重走茶马古道
新邵县酿溪镇第三完全小学 2003 班 李妍慧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熟，无论是早

期的 ChatGPT 还是近些时候大火的 DeepSeek,

无不让我们感到技术的进步。同时，外卖软件等

和人工智能的融合也让我们备感方便。但你们

有没有想过，技术犹如温水煮青蛙般，在不知不

觉中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了大数据的提线木偶。

或许，我们身边引以为傲的东西正在被人工智

能一点一点偷走。

人类真的在自己做选择吗？人们总觉得自

己做选择是理所当然的，实则不然。MIT 的实验

发现，人脑在做出决定前 0.3 秒就有神经活动预

判。这时候 AI 已经能通过你的浏览记录，比你自

己更早知道你要选什么商品，看什么视频。更令

人震惊的是，AI 不仅能预测行为，还能通过强化

模型不断优化自己的预测模型。这意味着人们

自认为的自我选择也许是人工智能专门针对用

户写好的剧本。

人们创造力的前景到底在何方？现在随便

打开手机 AI 就能生成让你惊叹的画作、文案甚

至代码。有些艺术家说，AI 生成的画作让他们怀

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但问题是，当人工智能能完

美仿人类创作时，艺术还是之前的艺术吗？人们

创造力的前景到底在何方？梵高笔下旋转的星

空是他对世界痛苦的呐喊，灿烂的向日葵是他

对生活的一丝希望，AI 生成的画作再精美，也不

过是一堆数据运算的结果，但即使人们心知肚

明，仍乐此不疲。或许，人们引以为傲的创造力

和情感表达正在被解析得支离破碎。

人性会是人们的伊甸园吗？日本有个实验，

让 AI 筛选求职者，结果淘汰了所有“不合群”的

申请者。这听起来像是在说效率，但背后是冰冷

的技术理性和对人类多样性的抹杀。当社交平

台用算法给你推荐“你应该喜欢”的内容，导航

用最短路径规划你的生活轨迹，我们是不是正

在丢失人性，成为只会按按钮的“机器”？更讽刺

的是，连“爱”这种最人性化的东西，都开始有婚

恋平台用大数据匹配所谓的“完美对象”。而这

种技术理性的胜利，恰恰是人性的悲剧。

站在 AI 爆发的风口浪尖，我们需要的不是

更聪明的机器，而是更清醒的人类。与其担心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不如想想那些让人类成为人类

的东西——深夜读书时咖啡的余香，暴雨中陌生

人共伞的温度，母亲端来热汤面时指尖的颤抖。

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构成了人类文明最璀璨的

星空。当我们凝视蒙娜丽莎的微笑时，打动我们

的不是笔触的精准，而是画中人眼眸中流转的神

秘与永恒。这，才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

        （指导老师：赵娟）

别让 AI 抢走我们最珍贵的东西
邵阳市第七中学 2207 班 刘兆功

我的同桌有一头缎子似的长发，时而梳着马

尾辫，时而梳个哪吒头，白净的鹅蛋脸上，水汪汪

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像两汪清泉，可爱极了。

虽然快十岁了，但她受不得一丁点委屈，动

不动就哭鼻子，泪如泉涌用在她身上一点也不

夸张。因此，同学们都说她眼睛里有个“喷泉”。

有一次上数学课时，老师正在教精确到小数点

两位数，大家都在认真听老师讲课，她一边听课

一边偷偷玩贴纸。她以为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却

不料她的一举一动早就尽在老师眼中了。轮到

找人答问时，老师直接点名让她回答。和老师预

料的一样，她果然说错了。旁边的同学小声提醒

她少了两个零，暗示她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

位数。结果她直接在答案后加两个零，原本答案

10 活生生变成了 1000。顿时，大家哄堂大笑。她

急了，眼睛的“喷泉”就开始不断冒水了。只见她

的脸蛋憋得通红，泪珠大颗大颗地从脸颊上滚

下来，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老师只好安慰她，

可她还是止不住流泪。后来，还是我灵机一动想

到一个办法，对她说:“请节约用水！”她这才转哭

为笑，可是她脸上还挂着一串串“金豆豆”呢。

除了爱哭这个特点，我的同桌还是个充满

艺术细胞的女孩子。上次汇演，我们班的诵读比

赛中，她的出色的古筝伴奏给我班的节目增色

不少。身着汉装的她宛如穿越时空的古典美人，

随着旋律的起伏，她的头连同头上的步摇一颤

一颤的，一起配合着优美的手势完美地展示着

古典乐器的魅力。其实，她的唱功也很了得。合

唱兴趣班中，老师好几次都选她上台表演展示。

大家都说她像一只百灵鸟。

哈哈，你们喜欢我的同桌吗？

     （指导老师：邓慧 朱雄华）

同  桌
双清区龙须塘小学 2105 班 张珉诚

我 去 过 好 多 好 玩 的

地 方 哦 ，如 长 沙 的 橘 子

洲，在那里能看到大大的

毛主席雕像；深圳的大芬

油画村，到处都是漂亮的

画 ；新 邵 的 长 寿 村 也 不

错，空气特别清新。不过，

让我印象最深的，那肯定

是凤凰古城！

我 们 一 走 到 凤 凰 古

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长

长的沱江。那沱江的水可

绿啦，就像一条漂亮的绿

色玉带一样。江边全是小

朋友们玩耍的欢笑声，可

热闹了！这里的房子也很

特别，有的是用砖头砌起

来的，方方正正的，有的是用石头垒的。其

中有一种叫千层石的石头，一块一块整整

齐齐地堆着，看起来就像好多本合起来的

书。在这儿，虽然已经很晚了，可街上还是

灯火通明，到处都亮堂堂的。早上呢，就比

较安静，除了早餐店老板的叫卖声，就只能

听到沱江水流淌的哗哗声。

这儿不只有凤凰古城，还有一座横跨

在江上的大桥，叫“矮寨大桥”。这座桥长长

的、细细的，就像一条丝带飘在江上。它是

咱们全湖南省最长的桥之一，它长一千一

百七十六米，宽二十五米，离地面可有三百

三十五米高呢！这般宏伟的大桥，耗费了建

设者们整整五年的心血，每一寸桥身，都凝

聚着他们的辛勤付出与智慧结晶，着实令

人赞叹不已。

这时候你可能要问了：“去那儿玩，有啥

好吃的呢？”好吃的可多啦！有一道用鸭子做

的名菜，叫血粑鸭。是把鸭子和糯米放在一

起做的，味道超级棒！鸭肉咬一口，香味直往

鼻子里钻，汤汁浇在米饭上，吃起来香喷喷

的，那糯米黏黏的，放进嘴里一下子就化开

了。还有姜糖，是用姜和糖拌在一起做的，我

好像还闻到了一点点奶香呢。金黄色的姜

糖，一小粒一小粒的，就像金子一样。

凤凰古城这么好玩，好吃的又这么多，

你们是不是也想来玩呀？

（指导教师：李佳洁 刘青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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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轻拂大地，万物

复苏，五彩斑斓的花朵竞

相开放，但在这繁花似锦

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默

默无闻的小草。它们虽不

起眼，却有着令人赞叹的

生命力。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大地

才刚刚解冻，小草就迫不

及待地探出头来，给大地

披上一件绿色的新衣。无

论是山坡上的石头缝里，

还是小区围墙的墙角下，

甚至是水泥路上的缝隙

里，都有它们的身影。

小草的身姿轻盈而

柔韧，绿得那么鲜亮，那么

纯净。细看之下，每一片叶

子都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

琢的艺术品。它们紧紧依

偎在土壤里，随风摇曳，似

乎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每当阳光洒落，小草便会

舒展身姿尽情地享受着阳

光的沐浴。

记得有一次，一场突

如其来的暴雨打破了春

日的宁静。我担心小草会

被风雨摧残，特意去看它

们。雨过天晴后，它们依

旧坚强地挺立着。

与那些高大挺拔的

树木、娇艳欲滴的花朵相

比，小草显得如此渺小。

它虽小，但展现了顽强与

坚韧。它们不与群芳争

艳，默默地传递着生命的

力量，正如诗人所言：“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小草，就是春天里最美的

诗篇。

我爱春天里的小草，

爱它生机勃勃、充满绿意

的样子，更爱它坚强勇敢

的品格。

  （指导老师：

   刘兰 刘叙冠）

小草
大祥区第一实验小学 2202 班 李嘉瑶

春天来了，小草从地

下探出头来，花儿在枝头

含苞欲放，白云在天空漫

步。在这个美丽的春天，

我、小刚和小明一起来到

广场上放风筝。

天上的风筝可真多

啊 ！有 摇 头 摆 尾 的“ 金

鱼”，有五颜六色的“蝴

蝶”，有身躯修长的“蜈

蚣”……天空成了风筝的

海洋，看得人眼花缭乱。

我们拿着风筝，准备

大显身手。只见小刚站得

笔直，双手高高举起漂亮

的燕子风筝。小明一手握

着线轴一手扯起风筝线，

对小刚说：“等风来了，你

就放手。”不一会儿，风来

了，小明大喊:“小刚，快

放手。”小刚用力把风筝

抛向天空，小明像脚踩风

火轮似地跑了起来，风筝

“呼”的腾空而起。我在旁

边为他们加油鼓劲，但没

一会儿，风筝像失控的飞

机，左摇右晃，最后坠落

到地上。但是我们并没有

灰心，经过仔细观察别人

放风筝后，小明茅塞顿

开，提议说：“我们试试逆

风跑！”大家一致赞同。在

我们的几番努力下，燕子

风筝终于飞向了天空。

不远处，有个小男孩

正专心地放着一只三角

形的彩色风筝，父母用和

蔼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孩

子，好像在说：“儿子，你终

于学会放风筝了，真棒！”

此时此刻，我多希望

自己是一只风筝，飞上蓝

天，去欣赏美丽的春光

啊！

  （指导老师：

  肖玉 刘承志）

放风筝
大祥区樟树小学 2204 班 王昭妤

邵阳市第五中学的校园里，总能看到一个步

履匆匆却始终面带微笑的身影，他就是该校物理

教师罗更强。从教31年，他用智慧化解教育难题，

用温情守护学生成长，用专长引领同事进步。

“罗老师让我明白，被尊重比被管教更重

要。”小王在毕业留言中写道。这个曾让全校头

疼的“刺头”学生，如今却成了好学上进的学生。

小王成绩垫底，性格倔强，课堂上顶撞老师，课

后挑衅同学，甚至扬言“谁管我，我就让谁难

堪”。面对这样的学生，罗更强没有选择训斥或

放弃。他通过家访发现，小王的叛逆源于青春期

的迷茫与家庭教育的缺失。罗更强决定“以柔克

刚”，他避开公开批评，常以朋友的身份与小王

谈心，从数理化学习切入，鼓励他担任班级“物

理小导师”，还自掏腰包为他购买课外习题书。

在罗更强的教导下，小王开始主动交作业，参与

课堂讨论，甚至在中考时物理成绩跃居班级前

十。

父母离异后，学生小李跟着年迈的奶奶生

活，靠捡废品维持生计。寒冬里，他常穿着单薄

的校服瑟瑟发抖，成绩也一落千丈。罗更强发现

后，默默承担起“临时家长”的角色。他每月从工

资中拿出 200 元资助小李，谎称是“学校助学

金”；周末带他回家吃饭，悄悄备好换季衣物；甚

至动员物理教研组为他补习功课。最令小李难

忘的，是中考前夜，罗更强陪他在操场散步，轻

声说：“人生如物理实验，失败是常态，但坚持调

整变量，终会成功。”这句话成了他的座右铭。如

今，小李已考入了重点高中，他的愿望是“将来

成为像罗老师一样温暖的人”。

罗更强的《磁现象》案例课获邵阳市一等奖

后，他主动承担起培养新人的责任。青年教师王

老师初次上公开课时紧张到忘词，他鼓励道：

“课堂不是表演，而是心与心的对话。”经他指

导，王老师在实验教学大赛中一举夺魁。“没有

罗老师的指导，我绝不可能拿到一等奖！”青年

教师彭老师捧着邵阳市实验教学大赛的奖状，

激动不已。彭老师初次参赛时手足无措，罗更强

连续两周陪他修改课件到深夜。从实验设计到

教具改进，从板书布局到互动话术，逐字逐句推

敲，甚至亲手制作了实验演示模型。这样的“师

徒传承”在五中物理组已成传统。如今，罗更强

带出的几名徒弟均已成长为教学骨干，物理组

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教研组”。

从青丝到白发，罗更强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他

的教案密密麻麻写满批注，办公桌上常年备着碘

伏和创可贴，手机里存着数百条学生的祝福短信。

31年来，他带出 12届毕业班，所教物理科成绩稳

居全市前列，个人荣誉证书摞起来足有半尺高。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罗更强用

爱点燃叛逆少年的希望，用责任照亮寒门学子

的前程，用匠心托起教育薪火的传承。

春风育桃李 匠心铸师魂
——记邵阳市第五中学教师罗更强

伍 洁

山水画卷 王岐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