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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趁着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换届
的机会，邵阳市小记者协会组织部分小记者来
到大会现场，参观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并与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市对外文化交流协
会原理事长李兰君进行现场对话。

当天，位于市区邵水西路的泊湾艺术生活
馆里欢声笑语。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举行换
届大会的同时，还现场展出了包括滩头年画、宝
庆竹刻、宝庆烙画、邵阳土布纱绣、剪纸、羽毛画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及陶艺、奇石等。

“老师，这幅画是怎么刻到木板上去的？”在
滩头年画展台前，小记者们你一句、我一句，问
个不停。讲解人员对小记者的提问一一解答，并
现场演示滩头年画的制作过程，让小记者大饱
眼福。

为让小记者们更好地了解剪纸艺术，我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艺术传承人马丽娅还邀请
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新任会长陈小川作为模
特，现场进行剪纸展示。只见马丽娅一手执剪、
一手捏纸，不一会儿就剪好了一件剪纸作品，小
记者们激动地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李奶奶，您好！我可以采访一下您吗？”在
参观之后，小记者们又围住了到场的市人民政
府原副市长、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原理事长李
兰君，就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办会宗旨、组织开

展的活动等进行了采访。
在接受了小记者的采访后，李兰君勉励小

记者，要勇敢地肩负起小记者的社会责任，学会
带着一双发现的眼睛去观察，宣传新邵阳、歌颂
新时代。同时，要珍惜每一次参与实践活动的机

会，不断在活动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努力成
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据统计，7 月 15 日至 17 日，市小记协共开
展“小记者看非遗”活动13场，参与小记者逾千
人次。

参 观 和 采 访 两 不 误
——“小记者看非遗”活动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李 超

7月18日上午，大祥区李美华名师
工作室课题研究交流暨工作室骨干教师
第一次会议在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进
行。课题组的成员们认真研读小学语文
部编版课程标准，明确“作文生活观、低
起点、乐表达”的指导思想。组内成员团
结协作，探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明确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创造性地构建了

“激趣—活动中指导—核心语用练习—
共评—鉴赏—再创作”支架式课堂教学
模式。 （通讯员 徐金玲）

李美华名师工作室
举行课题研究交流会

端午节那天，妈妈说，今天过节，休息
一天，不用写作业，我可开心了。

早上我和妹妹洗漱完后，爸爸说带妈
妈、妹妹还有我一起出去吃早餐。我点了我
喜欢吃的小笼包，妹妹说要和我吃一样的，
妈妈说她想吃米粉。爸爸没点东西，因为我
和妹妹点的小笼包都没有吃完，爸爸就把
我们剩下的吃了，嘻嘻……

过了一会儿，我们都吃完了，回家的时

候，在路上碰见了妹妹的好朋友。妹妹开心
地和她的朋友打了招呼。

回到家，一阵香气扑鼻而来，原来，是奶
奶在煮粽子，真乃“粽香满屋飘”呀！我们又
忍不住每人吃了一个粽子，真好吃。我开心
地跑到奶奶身边说，奶奶，您包的粽子真好
吃，下次可以教我一起包吗？奶奶说，好的。
我开心地抱了一下奶奶，奶奶笑了。开心之
余我又偷偷地去吃了一个粽子，好饱、好饱，
感觉肚子都快撑坏了，嘻嘻……

小记者
大祥区城南学校1803班 罗雅馨
指导老师 夏雪梅 康妮

端 午 粽 香

我家的后山上有一片竹林，那里有密
密麻麻的竹子。竹林是我在捉迷藏的时候
发现的。一棵棵高耸入云的竹子，像士兵似
的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我欢乐的童年就在
这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度过。

林子里有身材挺拔的“竹先生”和“竹小
姐”，它们穿着“翠绿的衣服”，戴着“青绿的
帽子”，绿得发黑，绿得出奇，显得神采奕奕。

春雨刚下没一会儿，我就和小伙伴们过
来“扫荡”竹林。笋儿刚探出尖尖的头儿，我
们就一哄而上，把它周围的土用小锄头挖
开，使点儿力气一拔，竹笋就可以被我们纳
入囊中了。虽然常常会搞得土头土脸被母亲
责怪，可是大家依然手舞足蹈，兴致勃勃。

夏天悄悄地走近了，这时在竹林中乘凉
是最好不过了。我会偷偷地从家中拿来凉
席，又去端来一壶凉茶。我们将席子铺在地
上，小伙伴一边喝着凉茶一边讲故事，时间
不知不觉就从身边溜走了。夜晚，我和妈妈
会拿一张躺椅放在竹林中，一边享受着夏夜
竹林中的凉爽，沐浴着月光，一边欣赏着虫

子的音乐会，慢慢进入甜蜜的梦乡……
秋天的竹林相当有趣。我会趁小伙伴

们不在的时候，悄悄地找一大把枫叶撒在
竹林的各个角落，然后像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似的，大喊：“竹林出奇迹了！竹林落枫叶
了！”小伙伴们半信半疑地跟着我来到“掉
枫叶”的竹林。看到竹林中“枫叶”，小伙伴
们惊讶地望着我，我也装出一副莫名其妙
的样子，直到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我才摊
牌。小伙伴们一拥而上追打着我，竹林中就
传出了我们欢快的笑声……

冬天来时，我喜欢到竹林里散步。这个
季节，许多田园已是一片荒芜，而竹林依旧
青翠。各种各样的鸟儿像约好了似的来到
这里，它们在林地上漫不经心地跳跃，在竹
林间自由自在地穿梭，在枝头欢快地歌唱。
看着它们，听着它们，即使是在寒冬里，我
的心也总是暖暖的。

小竹林一年四季给了我不同的感受，
但是有一种感觉却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
它带给我的快乐。

小记者
大祥区城南学校1606班 贺陈小迪
指导老师 石爱军 邓晓丽

我 的 乐 园

离期末考还有4天，大家都在抓

紧复习，我也不例外。这时，一位“客

人”不请自来。

它像一只迷路的小鹿一样到处乱

撞，“嘭”，它掉进了沙发下。凑近一看，

哎呀，是一只可爱的小鸟，它有着灰灰

的羽毛，尾巴上带点儿黄。它的眼睛小

小的，像宝石，像珍珠，像黑玛瑙，看上

去似乎很柔弱。但是，它可没有那么柔

弱，在我家里它毫不拘束，一点也不客

气，这里看看，那里瞧瞧，还不停地大

声叫唤。我想着它会不会饿了，误飞进

我们家了，想着先给它喝口水。可一碰

它，它就像触电一般，直往高处飞。可我家能有多

高呢？不知道它的头撞了多少次。终于，它停止了

飞行，落在了房门口。妹妹们争先恐后地跑过来，

要看小鸟。小鸟见情况又飞了起来。奶奶说不要

管，它自然会飞出去的，我就没怎么管它了。

到了下午，我想，鸟肯定已经走喽，都这么久

了。我走到客厅，没有发现小鸟的踪迹，但是有“叽

叽叽”的叫声。“它还没走啊！”我顺着声音来到了

阳台，瞅见了它。它似乎要睡觉了，是啊，飞了那么

久，它还那么小，肯定已经累了。我想把它放到客

厅去睡，因为阳台太热了。可它怎样都不愿意离开

挂衣服的两根大杆子。我可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它弄下来啊！想给它喝水，可它又飞得老高。

把它搞下来后，不知道是不是开始习惯我了，我可

以摸它的头了。我看小鸟不愿意走似的，想养它。

可到处飞也不是个办法呀！无奈，我只好使用“暴

力”，用绳子绑住了它的脚，想把它带出去溜达溜

达。可一带出去，它和在家里完全不同，欢呼雀跃，

振翅欲飞，无奈有根绳子牵绊。看着小鸟，望望蓝

天，我默默解开了绳子，“呼啦”一声，小鸟飞走了。

是啊，大自然就是小鸟的家，我们不能圈养它

们，它们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人类不能因为满足自

己的喜好而剥夺了动物的自由。

小记者 大祥区桔园小学59班 刘湘缘

指导老师 谭贤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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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刘老师，六年的小学时光，您像妈
妈一样关爱我们。真的感谢您，妈妈老师！”7
月10日，从深圳回来休假的唐丽再次来到邵东
市廉桥镇新廉学校深情看望曾经的班主任刘
海黎老师。十几年来，唐丽只要回邵东，第一
件事就是去看望刘老师。

“妈妈老师”，是刘海黎教过的学生对她发
自内心的称呼。1995年9月，22岁的刘海黎从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原娄底师专）毕业后，放弃
留在县城工作的机会，毅然来到邵东廉桥镇光
陂中心学校，后又调到新廉学校。二十多年
来，刘海黎情系乡村教育，爱洒山区学子，把一
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她深深爱着的每一
位学生。她用心血和真情博得了学生们的爱
戴，也多次受到表彰奖励，先后荣获优秀班主
任、先进教育工作者等称号。

二十多年来，她一直以校为家，始终把学生的
冷暖挂在心头，用“妈妈”的深情温暖着孩子们。

2013年9月，刚送走一届毕业生，刘海黎又
接手一个一年级班。当时班上来了一位特殊
学生军军（化名），脑瘫患者，行动不便，父母早

年离异，由爷爷奶奶抚养。从小军军入学的第
一天起，刘海黎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关爱着他，常常给他以关心和鼓励，让他快乐
地学习和生活，并叮嘱其他同学好好帮助他，
爱护他，不准欺负他。由于他身体虚弱，容易
摔跤，刘海黎经常和同学们扶着他进出教室，
甚至他上厕所刘海黎都安排专人扶着。每天
中午在学校的饭菜，刘海黎都亲自变着花样做
给他吃。在刘海黎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呵护
下，军军从体弱消极变得阳光向上，并以较好
的成绩升入到初中学习。军军的爷爷奶奶逢
人便说，刘海黎老师真是我们家的亲人、恩人。

每次提起刘海黎老师对自己的关怀和爱
护，已经毕业多年的唐丽眼里总是噙着泪花。
唐丽是一个留守孩子，父母常年在新疆做生
意，她一直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她刚入校时

成绩极差，常常倒数几名。通过了解，刘海黎发
现唐丽智力并不差，而是因为学习分心，于是
每天下午辅导她学习，并鼓励她战胜自己，用
心听课，还买些学习用品送给她。最后唐丽以
优异成绩升入初中、考入高中，直至大学毕业。

刘海黎视学生为己出，把满腔心血和全部
精力都献给了学生，而对自己唯一的女儿却关
心不够。在刘海黎女儿的心目中，妈妈眼里只
有学生，几乎没有她。记得那年参加高考，她
好想妈妈送她到考场去，但妈妈正好担任毕业
班的教学工作，连这个愿望都让她落了个空。

“我妈妈真的是个工作狂，她一心扑在教育事
业上，虽然很少顾及我，但我不怪她，我爱我妈
妈。”如今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女儿通
情达理，对刘海黎没有丝毫的责怪。而正因这
样，让刘海黎更加觉得亏欠女儿太多太多。

刘海黎：学生心中的“妈妈老师”
通讯员 罗亮红 魏小青

在学生们的眼中，有
这样一类教师格外让人
喜欢，让人尊敬：他们谦
虚好学，不断进取；他们
教学有法，干劲十足，精
益求精。隆回县三阁司镇
红光小学教导主任、少年
宫辅导员范宝丽就是这
样的典范。

2009 年在湖南科技
学院毕业后，范宝丽放弃
了深圳的高薪工作，毅然
决然地回到家乡，成为了
隆回县西洋江镇一名普
通的乡村教师，一待就是
8 年。乡村学校条件艰
苦，年轻老师少，学生们
大多是留守儿童，有些连
普通话都不会说。范宝丽
来了后，孩子们高兴极
了，每天围在老师身边。
范宝丽看到孩子们眼中
闪烁的光芒，下定决心，
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教
育好他们。从此，范宝丽
以校为家，她的宿舍就在教室隔壁。她一个字
一个字教孩子们读，一句话一句话陪孩子们
练，一年后，孩子们参加全镇的经典诵读大赛
获得了一等奖。

农村小学教师少，任务重。范宝丽是班主
任，还要教一个班的语文和两个班的英语，一
周二十几节课，她从不说累，每天6时起床、
23时睡觉，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
都是在备课上课阅卷，8年如一日。范宝丽任
教的学科在全镇统考中共获得过16个第一
名。2012 年全县统考中，范宝丽任教的六年
级语文及五、六年级英语均进入全县前十强。

2017年9月，范宝丽被选调到三阁司镇红
光小学担任少年宫辅导员。红光小学乡村少
年宫是三阁司镇唯一的少年宫，经常要承担
大型的赛事和活动。每次接到上级任务，范宝
丽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帮助
学生们突破自我，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2018
年11月，范宝丽辅导学生参加隆回县“快乐
3+1合唱比赛”，荣获一等奖；2019年1月，辅
导学生参加邵阳市第二届科技技能赛，荣获
一金四银……

一张又一张的证书让红光小学声名远
播，而范宝丽却病倒了，在家里才休息两天，
就接到市教育局的通知：红光小学6名学生
将代表邵阳市参加湖南省第二十届“飞向北
京、飞向太空”航天航空模型竞赛。接到通知
后，范宝丽立马来到学校，拖着虚弱的身体一
边上课一边带学生训练，20天瘦了十斤。功
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5月，红光小学6名学
生代表取得了优异成绩。同事都说她：“太能
吃苦了，跟她的淑女形象一点都不搭。”范宝
丽则打趣道：“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红光小学乡村少年
宫被评为2019年度优秀少年宫，范宝丽也被
评为隆回县优秀少年宫辅导员。

范宝丽在辅导学生的同时，也专注自身
的成长。2018 年，参加隆回县科技教师微课
赛，荣获县一等奖；2019年，参加隆回县少先
队活动课竞赛，荣获县一等奖；2019年，参与
编写地方特色教材《隆回文化传承与创
新》……范宝丽还先后被评为县师德标兵、县
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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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采访李兰君。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摄

小记者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