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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豪言壮语，唯有默默耕耘，履行
光荣使命。14年来，她扎根乡村学校，把三
尺讲台作为人生舞台，奉献着绚丽青春，演
绎出别样精彩。“教书有路心为径，育人无
涯爱作舟。一己苦乐从不诉，收得桃李满园
春。”这是她教学生涯的真实写照。她是新
邵县新田铺镇中心小学教师伍弟喜。

伍弟喜从小就热爱教育，凭着一颗热
忱、执着的心，追求着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的快乐，一直工作在农村小学语文、英语
教学的前线。刚考上教师编制时，她被分
配到师资紧缺、教学条件简陋的巨口铺镇
高家坳完小。学校安排她包班一、二年级，
她欣然接受，毫无怨言，并迅速进入角色。
她把自己交给了学校，交给了学生，全身
心投入到了教育教学工作中。

课堂是教学的生命线，伍弟喜不拘泥
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因此，她的课堂
总是生动有趣。她认真钻研教材，精心设计
每一堂课的教学过程和板书，追求灵活多
样的授课方式和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利
用直观教具和现代教育教学手段，充分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轻松的情境中
获取知识，获得学习的新动力。她还十分注
重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及时倾听学生的
声音，根据学生的需求对自己的教学进行
改进升级，力求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作为一名教师，伍弟喜深知“打铁还
需自身硬”，只有不断学习探索，不断提高
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才能真正适应工作

需要。她注重业务素质的提高，经常给自己“充电”，多次参加课改、
教改培训和继续教育学习，不断充实更新自己。

在14年的教学生涯中，她有13年在班主任的岗位上。在班级
管理工作中，她始终保持一颗爱心，理解、尊重学生，与学生建立

“师生+朋友”的关系。多年来，伍弟喜用爱心和责任心，赢得了学
生的爱戴和家长的信任。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伍弟喜表示，自己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
学生们一点点进步、一天天成长，今后将一如既往地爱每个孩子，
用知识浇灌他们的梦想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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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莫巧蓉，是在5月初一
个微雨的下午。她一瘸一拐地攀
上隆回县桃花坪街道东方红小
学教学楼四楼，那情景着实令人
感动。两个月前，她因意外致脚
踝韧带撕裂。

在家里休养的日子里，当听
到班里孩子因她的“失踪”很伤
感后，莫巧蓉非常自责。心里始
终牵挂学生的她，仅仅休息几天
后便赶到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她
说：“任何老师的心里学生总是
第一位的，我不过是履行了一个
老师该有的职责。”莫巧蓉朴实
无华的话语里，透显出她朴实的
为教之道。

当了 30 余年教师的莫巧
蓉，最得意的不是自己得过多少
奖，而是她教过的那些可爱的孩
子们带给她最真挚的感动。莫巧
蓉用心呵护每一名学生，做他们
最知心的朋友。“努力让孩子们
爱上自己，才能获得教育的最大
功效。对待学生，尤其是学困生，
要努力去寻找他们身上的‘闪光
点’，去激发他们的进取心。”莫
巧蓉阐述了自己的育人观点。

干练、豪爽的莫巧蓉，做起
工作来极其细腻。男生小宁（化
名）上学期突然表现出狂躁叛逆，
拒绝与老师交流。莫巧蓉多方面
深入了解情况后，对症下药、耐心
细致地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教
育，想尽办法帮助其重拾自信心，
最终，这个孩子改变了。现在，小
宁会主动向莫巧蓉打招呼问好
了，并常和她聊学习、做活动。“我
喜欢莫老师，有什么心里话会和
她说。”小宁嘟着小嘴道。

莫巧蓉是隆回县小学语文
骨干教师，她把与学生的“共情”
和教育的“理性”完美融入课堂，
蕴于教学，延于生活。在语文课
堂里，她常把课本中的知识点与
生活中的热点趣事联系起来。她
还十分注重学生阅读习惯的培
养，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感受文字
的魅力。多年来，她坚持买课外
书奖励给那些爱阅读的孩子。她
认为，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不只
是要让孩子们学会知识，重要的
是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爱学习、
爱生活、爱家乡、爱国家以及感
恩美好的情感种子。

莫巧蓉经年累月用细水长
流的大爱陪伴学生，以独具特色
的风格和魅力赢得了学生的喜
爱。雅萱（化名）是莫巧蓉教了四
年的学生，从一个啥都不懂的小
娃娃，变成了一个知书达礼、爱
好阅读的“大姑娘”。五年级时，
雅萱转学去长沙就读，依然忘不
了莫老师，不但与她保持联系、
向她汇报学习状况，还把莫老师
画在家庭作业本上，写在了作文
中。

“我幸运地遇见了一位好老
师。我想对她说，莫老师，我爱
您，就算10年、20年……我也不
会忘记您的谆谆教导，也不会忘
记您对我的帮助。”雅萱在一篇

《漫画“莫老师”》的作文中表达
了她对莫巧蓉的感激之情。

甘于琐碎、甘于平凡的莫巧
蓉，把对学生的喜爱、对生活的
热爱、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装进了
她的行囊，继续行走在陪伴学生
健康成长的路上。

用爱陪伴 用心呵护
——记隆回县桃花坪街道东方红小学教师莫巧蓉

邵阳日报通讯员 阳琼 范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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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趣事像天上
的星星，数也数不清；童
年的趣事像地上的石
头，铺满了我成长的小
路。现在，我就摘下最
亮、最美的一颗“星星”
送给大家吧！

外婆家离我家很
近。我七岁时，最喜欢去
外婆家住。在外婆家，我
经常和表妹、表弟一起
玩，当然还有“小不点”。

“小不点”是一条浑身雪
白的小狗，它总是竖着一
双小耳朵，亮晶晶的眼睛
滴溜溜地转，特别机灵。
它和我的小表弟最亲，总
是和他形影不离，它也最
听小表弟的话。每次小表
弟说：“‘小不点’，去，给
我拿鞋子过来！”“小不
点”就屁颠屁颠地给他
叼来了鞋子。

有一次，我们玩起
了捉迷藏。表弟先藏，我
和表妹在门外数数，从

“一”数到“十”的时候我

们就去找。那次表弟藏
得太好了，我们俩在门
后、柜子里、厨房的米桶
里仔细搜寻，甚至连衣
柜的衣服里面都没放
过，就是找不到！我们正
垂头丧气，准备放弃了，
突然看到“小不点”斜着
脑袋看着我们，满脸疑
惑的样子！我灵机一动
说：“‘小不点’，去，找你
的小主人出来。”它突然
抬头冲着衣柜上“汪汪
汪”地叫起来！我们抬头
一看，表弟正弓着腰趴
在衣柜顶上呢！我们哈
哈大笑。后来不管是谁
藏，只要喊“小不点”帮
忙，立马就能找到。

那天，虽然捉迷藏
玩得没有一点儿难度，
但是所有的人都很开
心，笑声充满了外婆家
的房子！

洞口县文昌街道第
三小学六（4）班尹品涵

指导老师 张湘莲

童年趣事

一天，我决定做“鸡蛋土
豆丝饼”。我满怀信心，因为
从不下厨的爸爸给我做的炒
肉，竟然能得到班里同学的
赞誉——好吃!

我学着妈妈的样子，围
上围裙，找来土豆，清洗干
净，刮去表皮。第二步要切成
丝。呀，这可不好办，我刀法
不好，这圆溜溜的土豆又不
听使唤，万一切到手指咋办？
好在我家有刨板，但没想到
刨土豆也会伤到手。经爸爸
提示，应该五指尖内扣，用手
掌根部摁住土豆后上方，然
后用力往前推，力度轻则土
豆丝就薄细一点。

切好后，我想等妈妈回
来再做，结果 30 分钟后，土
豆丝全变成了深褐色。幸亏
外婆地里的土豆多，我很快
又重新制作了金黄亮丽的
土豆丝。

然后，我在土豆丝里加入
了面粉、鸡蛋、黑胡椒、盐、香
油、花生油等各种配料。灶台
上已经被我弄得凌乱不堪。

“哟，我的土豆丝!”一不
小心碗差点掉地上。

“还好!”虚惊地心平静
了下来。

平时看到妈妈操作锅盘
都是动作麻利而轻巧，没想
到这些工具在我手上却不听
使唤。

“噗呲!”吓我一跳。土豆
丝饼入锅油星四溅，小油点
溅在手上还有点疼。

“快点转动锅!”爸在一
旁喊道。

“冒烟了，快把火关小
点!”爸又道。

“要翻饼了!”爸有点不
耐烦了。

定睛一看，饼还是黑糊
了！我真不服气。

静心休息了一段时间，
我仔细回顾了之前的细节与
步骤，略有所悟。这次我不慌
不忙，把握住三个关键环节：
一是油量不能太多又不能太
少，要刚好。二是将“火”调成
适中。三是严格控制好 3 分
钟煎一面，不能超时。如果来
不及翻饼，就立即关火。为了
不被干扰，我把老爸赶出了
厨房，独自一人操作。大约历
经45分钟，我端出了我做的

“鸡蛋土豆丝饼”。
妹妹急忙先尝了一口，

说：“嗯，好吃！”爸爸也在一
旁说：“还行。”并给拍了照
片，发给了还在上班的妈妈，
得到了妈妈的肯定。我心里
美滋滋的，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有坚定信心才能把事
情干好！

双清区华竹中心完小
151班 刘洳兵

指导老师 隆莉 刘敏

第一次下厨

我的父亲和天底下
所有的父亲相比，平凡
而普通，没有什么特别。

我的父亲很普通，
是一名医务工作者，身
材并不魁梧，甚至有些
矮小，留着细碎的短发，
戴着一副小小的黑框眼
镜，脸上总挂着淡淡的
笑容，看起来没有什么
出众的地方。

我的父亲每天日出
而作，但不一定日落而
息，他常常在三更半夜
爬起来为敲门的病人打
针开药。他每天骑电瓶
车接我上下学，车上常
常会有一些药水。父亲
不仅用这辆小车接我，
他还常常开着这辆小车
去给那些行动不便的病
人上门问诊。每次我想
去逛超市了，就会缠着
父亲问：“爸爸，你是不
是最爱我了？”父亲总是
微笑着回答：“是的，最
爱你了。”我迫不及待地
嚷嚷着：“最爱我那就带
我去逛超市呗。”父亲也
总是用他布满老茧、厚
重而温暖的手轻轻地抚
摸我的额头，然后轻松

地抱起我去逛超市……
身为一名医护工作

者，父亲的肩膀上不只
有我们这个小家。

这就是我的父亲，
没有魁梧的身躯，没有
满腹的经纶，过着普通
的日子，做着平凡的工
作。但对我而言，父亲
的伟大难以言明。他没
有魁梧的身躯，却撑起
了我的整个世界，为我
遮风挡雨；他没有满腹
的经纶，却向我言传身
教着为人处世的道理，
引导我成长；他过着普
通的日子，却常常为我
准备惊喜，比如放学后
的零食或是假期的旅
游；他虽然做着平凡的
工作，但尽心尽责满怀
仁爱，无论是霜寒露重
的深秋，还是大雨倾盆
的盛夏，他都会为每一
位病人半夜点灯，开门
问诊。这就是我平凡而
伟大的父亲啊！

我爱我平凡而伟大
的父亲！

双清区前进小学
111班 赵垭煊

指导老师 姚双梅

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
花。有的人喜欢傲雪斗霜的
梅花，有的人喜欢芳香四溢
的栀子花，也有人喜欢芬芳
馥郁的桃花，而我最喜欢冰
清玉洁的荷花。

去年暑假，爸爸妈妈带
我去白水洞玩。我们路过一
大片荷花池。在炎炎烈日下，
路边的小草都显得蔫了吧唧
的，耷拉着小脑袋。可是，荷
塘里不管是荷叶还是荷花，
都是那么神采奕奕，亭亭玉
立于水中，真是与众不同！

我们沿着荷花池中的小
路慢慢观赏。我发现荷花的
颜色居然有很多种，有淡粉
色的，有粉中带点紫色的，有
粉白相间的。最让我惊讶的
是居然还有嫩黄色的，真是
各有各的美，所有的颜色我
都喜欢。这一池颜色各异、在
微风中若隐若现的荷花，远
远望去真像一幅色彩丰富的
水彩画啊！

慢慢走去，我发现不仅
荷花的颜色是各种各样的，
荷花的姿态也是千姿百态
的。有的还是一个花骨朵，它
们的颜色跟荷茎差不多，外

面是一层绿色的，里面带了
一点点红，远远看去就像一
个个立于杆头的雨滴；有的
荷花才展开最外面两三个花
瓣，它们要开不开的样子真
有趣；有的荷花已经绽开了，
就像一个穿着蓬蓬裙的舞蹈
家，随着风在池中跳舞，真是
美丽极了；还有的花瓣已经
全掉了，只剩下一个个像茶
杯一样的莲蓬。莲蓬中藏着
一颗颗白白胖胖的莲子，不
仅可以直接吃，还有药用价
值。其实不仅莲子的用处多，
荷叶也能用来熬粥煮茶喝，
具有解暑的功效。更有趣的
是，荷叶还能做菜，我最喜欢
吃荷叶叫花鸡和荷叶蒸排骨
了。看到这满池大大小小的
荷叶，我仿佛看到了一盘盘
美味佳肴，让我垂涎三尺。

荷全身是宝，就连埋在
淤泥中的藕也是一道美味的
菜，难怪古往今来有那么多
人喜爱荷、夸赞荷。

双 清 区 龙 须 塘 小 学
2008班 刘羽萍

指导老师
封翠艳 刘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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