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菁菁校园
审稿：曾世国   责编：李海燕    版式：张 凌    总检：魏  谦2025 年 6 月 26 日    星期四

在绥宁县实验中学，英语教师杨乙花

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乡村孩子的求

学之路。28 载教学生涯，她辗转 3 所学校，

用爱与智慧点亮乡村孩子的求学梦。

1997 年，刚从邵阳师专（邵阳学院前

身）毕业的杨乙花，被分配到条件艰苦的

东山中学。面对漏雨的教室和残破的教

具，她没有退缩，而是用满腔的热情和坚

定的信念，在黑板上勾勒出一个又一个英

语世界。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英语，她

带着学生在田间地头辨认四季，将抽象的

单词与生动的现实相结合。她的课堂，总

是充满了欢声笑语，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掌握知识。

2001 年，杨乙花调入绿洲中学。面对

更复杂的学情，她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将

枯燥的语法知识融入生活情境，用英文歌

曲和电影片段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2021

年，杨乙花调入实验中学，主动承担毕业

班的教学任务。她在所教班级实行分层教

学模式，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

自己的学习方法，重拾学习英语的自信。

在她的精心指导下，学生们在各类英语竞

赛中屡获佳绩，中考成绩也屡创新高。

作为资深班主任，杨乙花更是将“严、

爱、巧”三字真经融入日常管理中。她立下

规矩，培养学生自主管理能力；她用爱心

关怀每一个学生，寒冬腊月为住校生提供

取暖设备，自费设立班级奖学金。她独创

“心情树洞”日记本，用英语批注与学生进

行心灵对话，倾听他们的烦恼与困惑，并

给予最真挚的鼓励和支持。

如今，50 岁的杨乙花依然保持着早

上 7 时到校的习惯。被问及坚守讲台的动

力时，她笑着指向办公桌上的水晶杯——

那是 10 年前毕业生集体赠送的礼物，上

面刻着“To our forever lighthouse”（致我

们永远的灯塔）。这句话不仅是对她的赞

誉，更是对她教育事业的最好诠释。在教

育这片热土上，杨乙花将继续用自己的光

和热，照亮更多学子的前行之路。

点亮乡村孩子的求学梦
——记绥宁县实验中学教师杨乙花

李熹珩

海伦·凯勒渴望 3 天光明，在无光无声的世界

里执着寻光；岳飞以“精忠报国”为毕生所愿，金戈

铁马征战不休；袁隆平怀揣“禾下乘凉”梦，用汗水

在稻田里书写传奇。于我而言，在成长的磕绊与温

暖的交织中，有了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的梦

想。

我是早产儿，打小身体孱弱，常去儿科病房。

肖姑姑是爸爸的挚友兼我的主治医师，是我健康

的守护天使。她身材高大，可面对病痛中的我，总

是轻言细语，恰似和煦春风，瞬间抚平病痛给我带

来的不安。那些暖心的安慰，如同神奇的药方。肖

姑姑医术精湛，在她的精心呵护下，我逐渐摆脱

“小病号”的阴霾，茁壮成长。她的仁心仁术，让我

真切领略到医者的无私与伟大，也在我心底悄然

种下“当医生”的梦想种子。

新冠疫情来了。白衣战士们挺身而出，不顾个

人安危，向着抗疫最前沿极速冲锋。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下，是被汗水湿透的衣衫；勒得满脸通红的防

护镜和口罩背后，是一张张疲惫、坚毅的面容；被

汗水泡得发白、布满褶皱的双手，是他们与病魔鏖

战的见证。这一幕幕场景深深烙印在我心间，让我

“长大当医生”的梦想愈发炽热而笃定。

逐梦之旅，恰似逆水行舟。前方或许荆棘丛

生，道路泥泞不堪，但梦想之光在前，我无畏无惧。

我愿紧攥梦想的缰绳，以梦为马，扬起理想的风

帆，在知识的汪洋中破浪前行。

（指导老师：陈远超 李晓东）

把 梦 想 刻 进 生 命
邵阳市第六中学 551 班 李成溪

从前，在一片郁郁葱葱

的森林里，住着一棵老杨树

和一只啄木鸟。啄木鸟是出

了名的“森林医生”，常常忙

着给生病的树木治病。

一天，啄木鸟外出治病

回来，远远就瞧见了老杨树。

它兴奋极了，一拍翅膀，“嗖”

地落到老杨树身旁，欢快地

嚷道：“老杨树！我回来啦！以

后我不走啦，就守着你，专门

给你当‘私人医生’！”

老 杨 树 听 到 声 音 ，努

力 晃 了 晃 树 枝 ，像 是 在 拍

手 欢 迎 ，沙 哑 地 回 应 ：“ 哎

哟哟，你可算回来啦！我在

这 儿 孤 孤 单 单 的 ，天 天 盼

着你呢。”啄木鸟这才仔细

打 量 老 杨 树 ，发 现 它 身 上

爬 满 了 虫 子 ，原 本 翠 绿 的

叶 子 也 变 得 枯 黄 ，没 了 往

日的精神头儿。

啄木鸟心疼极了，立刻

开始工作。它用又尖又长的

嘴巴，快速地在树干上“笃

笃”啄着，把一条一条虫子

精准地抓出来。没一会儿，

老杨树上的虫子就被清理

得干干净净。

老 杨 树 顿 时 感 觉 轻 松

不少，感动地说：“啄木鸟，

太 谢 谢 你 啦 ，可 帮 了 我 大

忙！”啄木鸟笑着落在枝头，

扑棱扑棱翅膀：“咱可是好

朋友呀，谢啥！以后我一直

陪着你，守护你！”

温暖的阳光洒落下来，

老杨树的叶子重新焕发生

机，变得绿油油的。啄木鸟

在枝头欢快地唱起歌，老杨

树也跟着轻轻摇晃枝丫，它

们又能开开心心地相伴，守

护这片森林啦。

（指导老师：张姬 岳萍）

老 杨 树 与 啄 木 鸟
双清区中河街小学 223 班 周高霆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

友的眼睛里。”伴随着小朋友们欢快的歌声，春天，

一个绿意盎然的季节悄然来临。

春天在一片片翠色欲滴的叶子里。许多片翠

绿的叶子构成了一棵高大挺立的树，许多棵高大

挺立的树成了一片茂盛的森林，为这个世界涂上

了亮色。

春天在一滴滴纯净的水珠里。许多纯净的小

水珠就成了一条清澈的河流。这些河流终将通往

大海，成为小鱼、小虾的乐园。

春天在小动物们的活力里。小燕子成群结队

地飞着，宣布：“我回来啦！我回来啦！”水里的小鱼

也不再昏昏欲睡，悠闲地吐着泡泡。小鸭子则像一

位优雅的小公主，高傲地挺着头，在水里欢快地游

泳。冬眠了 3 个月的小青蛙正刚刚苏醒，好奇地打

量着这新世界。小鸟也正忙着衔来草和树枝，开始

筑造着自己的新巢，为早春又增添了一丝活力。

春天还在农民伯伯的汗水里。他们撒下的一

颗颗种子，流下的一滴滴汗水，都是送给大自然最

好的礼物。

（指导老师：夏朝辉 蒋婷）

春 天 的 踪 迹
大祥区第一实验学校 2005 班 李妍茜

春天的一个午后，阳光像

一抹揉碎的星屑，透过教室的

玻璃窗洒在我的课本上。耳旁

突 然 响 起 外 公 曾 说 过 的 话 ：

“孩子，你要像向日葵一样，追

着光生长，总有一天你也会成

为照亮别人的小太阳。”我摸

着胸前飘动的红领巾，心里种

下了一颗追光的种子。

外公是我获取知识的第

一道光。在我牙牙学语时，他

总抱着我坐在公园的大树下

给我讲故事。当我上小学时，

他总是握着粉笔在公园的青

石板上教我列算式，粉笔灰簌

簌地落进他的衣领。知识是照

进我人生的第一束光。外公告诉我：“要追着光

走，才能看见更亮堂的远方。”

去年学校举办以“展示自我，放飞梦想”为

主题的英语演讲比赛，我报名讲述了未来我想

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当我讲到新冠疫情爆发，

那些抗疫医生为了救死扶伤逆行的故事时，舞

台的灯光突然暗下来，只剩追光灯打在我身上。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漫天的星斗都落在抗疫英

雄们勇往直前的路上，他们防护服里的汗水在

月光下泛着银辉。在台下此起彼伏的掌声中，我

忽然明白，原来追逐的光，终会在某个时刻变成

自己心中的火种。

“追光而行，终成光芒”，光是一种温暖，一种

希望，更是一种力量。雷锋叔叔就是那束永不熄

灭的光。他为身边人做的都是些看似微不足道的

事，但串在一起汇聚成璀璨的星光。

时至今日，雷锋精神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闪

耀。张桂梅校长，一个扎根在贫困山区的教育工

作者，她用自己的知识和爱心为山区孩子点亮了

求知的光。志愿者们，无论风雨，无论严寒酷暑，

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

手。他们是现代“活雷锋”，他们在这个世界发光

发热。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缓缓躲进了云层，余光

已把云朵染成了蜜糖色。我趴向教室的窗台，望

着操场上同学们跳动的光影，我想，我们追逐的

从来不是某道具体的光，而是在灵魂深处燃烧的

火焰。它或许藏在解出试卷难题时的豁然开朗

里，或许躲在给老奶奶让座后的言语感谢中。那

些散落在成长路上的星火，终将在某个黎明连成

银河。生命中最美的样子就是追着光，成为光！

（指导老师：章芃 曾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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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微笑可以创造奇迹。当你失意难过

时，你不妨笑一笑；当你遇到苦难时，你不妨笑一

笑。微笑，就像冬天的第一缕阳光，直达心房；微

笑，就像指南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微笑的

力量，不可估量。

那次上语文课时，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听

着，这时老师突然提问，我的手臂举起又放下，

放下又举起，一时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举。就

在我犹豫之际，老师突然喊我来回答，因为紧

张，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双手却不由得抓

住衣角，看到所有的同学都望着我，不由得头

皮发麻，脑袋一片空白，早就把想好的答案忘

得一干二净。额头上湿湿的，一滴豆大的汗珠

落了下来。

也许是时间太久了，有些同学开始不耐烦了，

我的眼睛也不知道往哪里看。就在这时，我突然对

上了老师那双干净、明亮而又黑白分明的眼睛。老

师正微笑地看着我，眼神中流露出鼓励的神色，顿

时让我轻松了许多。这时，我的椅子被轻轻踢动了

一下，我往后一看，坐在后面的好友正扬着嘴角，

小声地对我说着“加油”。望着她那真诚的微笑，仿

佛一股暖流流进了我的心中，一缕阳光驱散我心

中的阴霾。这一刻，我有了力量，之前忘记的答案，

也重新出现在了脑海。当我说出答案时，我看见了

老师眼底的赞许。

微笑，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明媚，能使我们在

黑暗中找到光亮，能使我们在迷雾中找到方向，让

我们的生活充满微笑吧！

(指导老师:李君 钟敏)

微 笑 的 力 量
北塔区芙蓉学校 伍家裕

去年生日时，爸爸送了我 4 只寄居蟹作为礼

物，它们住在我房间角落的玻璃缸里，成了我最

特别的朋友。

每天放学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趴在玻璃缸

前观察它们。这 4 只寄居蟹各有特点：最大的一

只壳是螺旋状的咖啡色，我叫它“咖啡豆”；最小

的那只总是缩在壳里不肯出来，像害羞的小姑

娘，我给它取名“小贝壳”；还有两只特别活泼，一

只喜欢在缸底爬来爬去，另一只会沿着玻璃壁往

上爬，我管它们叫“跑步健将”和“蜘蛛侠”。

最有趣的是看它们吃饭。记得第一次喂它们

时，我把鱼饲料撒在缸底，4 只寄居蟹立刻从壳里

探出头来。它们用钳子夹起饲料，“咔嚓咔嚓”啃

起来。“咖啡豆”吃得最快，“小贝壳”却总是慢吞

吞的，像在品尝什么山珍海味。有时候它们还会

为了一块饲料打架，钳子碰在一起，但很快又会

和好，继续各吃各的。

上周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我给它们换水

时，发现“小贝壳”一直缩在壳里不出来。我急得

差点哭出来，跑去问爸爸。爸爸说可能是最近换

水频率太高，寄居蟹感到害怕了。我轻轻地把水

温调到和原来一样，还在缸里放了几片海藻。果

然，第二天早上，“小贝壳”就小心翼翼地探出了

小脑袋，像在跟我道歉。

通过照顾这些小家伙，我明白了每个生命都

有自己的小脾气。寄居蟹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们

用钳子、用爬行的方式告诉我：要耐心，要温柔，

要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它们。现在每次看到它们

在缸里爬来爬去，我的心就会变得特别安静，好

像也变成了它们中间的一员，在海边的沙滩上快

乐地散步。

(指导老师：郭瑜 李志姣)

特 别 的 朋 友
大祥区西直街小学 253 班 肖晟睿

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

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以前我

总以为，美只存在于远方，

是 壮 丽 的 山 河 、绚 烂 的 极

光。直到最近，我才发现，美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清晨，阳光轻柔地洒进

校园，给教学楼披上一层金

色的纱衣。我走在校园小径

上 ，看 到 一 朵 不 知 名 的 小

花在墙角努力绽放。它没有

玫瑰的娇艳，却以自己独特

的 姿 态 ，诠 释 着 生 命 的 蓬

勃。花瓣上还挂着晶莹的露

珠，在阳光的折射下，宛如

一颗璀璨的钻石。这小小的

花朵，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坚

韧与美好。

课堂上，老师专注授课

的身影也是一种美。他们用

智慧的火花，点燃我们对知

识的渴望；用耐心和关爱，引

领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

游。当老师看到我们解开难

题时，露出欣慰的笑容，那一

刻，我感受到了奉献之美。

课间休息，同学们围坐

在 一 起 讨 论 问 题 ，互 相 帮

助，共同进步，欢声笑语回

荡 在 教 室 里 。那 纯 真 的 友

谊、积极向上的氛围，不也

是美吗？

傍晚放学，我走在回家

的路上，看到一位环卫工人

正认真地清扫街道。他的身

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

外高大，那粗糙的双手，那

专注的神情，让我懂得了劳

动之美。

原来，美一直都在我们

身 边 。只 要 我 们 用 心 去 感

受，用眼睛去发现，就能在

平凡的生活中找到无尽的

美好。

（指导老师：肖海容）

美 就 在 身 边
新邵一中 638 班 李钰晗

6 月 23 日，洞口县雪峰博雅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在当地一家机械制造企业进行

实践操作。近年来，该校采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订单培训”等方式开展职业教育教

学，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培育人才市场需求的职业技术人才，有效提高了

学生就业率。                     滕治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