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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淳，27 票。”“杨罡，16
票。”“姜娜，6票。”讲台上，马星
星同学正在念班干部选举的票
数。当他最后念到我名字的时
候，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面去。

“李泽宇，10票！”唉，我这个连
任几届的班长终于“出局”了。
我有气无力地伏在桌上，眼泪
忍不住流了下来。

下课后，班主任把我叫到
办公室，温和地问：“知道是为
什么吗？”我不吭声，朝远处看
了看，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老
师知道我的真实想法，就语重
心长地说：“你能力还是不错
的，班上取得的荣誉都有你的
功劳……”听到这些，我感动得
眼眶一下就湿了。见我这样，老
师就深沉地说：“遇到挫折不可
怕，可怕的是不会反思。想想
看，你有哪些不足之处，你乐于

助人吗？你虚心接受意见吗
……”面对这连串的发问，我无
言以对。

走出办公室，思忖着老师的
一席话，我似乎明白了许多……
往事一幕幕在我脑海浮现。

那天中午，我正陶醉在毛
不易的歌声中，一张白纸忽然
伸到我面前：“班长，能帮我解
这道数学题吗？”我一抬头，原
来是申同学——班上的数学

“钉子户”。我不耐烦地对他说：
“这么简单的题目，你自己想

去！”他失望地走开了。
还有一次打乒乓球，小谢

要和我打。我讽刺他说：“跟你
打球纯粹是浪费感情。”小谢打
乒乓球确实不行，可我的话还
是伤害了他。从此以后，找我打
球的同学越来越少了。还有以
前我在班上布置任务，总是见
谁不顺眼就批评谁，这使得同
学们对我的意见是越来越大。

往事历历在目，我一边想
一边懊恼地低下头，悔恨交加。

打那以后，我变了许多，变

得低调沉稳，也乐于助人了。一
次我做完了作业，抬头看见申
同学正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便
走过去轻声说：“我来给你讲讲
吧。”他惊异地望着我，慌忙说：

“不，不麻烦你……”我心里一
阵难过，鼓起勇气给他道歉：

“以前我态度不好，你别介意。
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一定帮
你。”申同学默默地点了点头，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新学年开始，我又一次参
加班干部竞选，没想到我的票
数居然得了第一。我愣愣地抬
起头，慌忙站起来对同学们说：

“我……”同学们纷纷鼓掌。老
师也微笑着走到我桌边：“不要
辜负同学们的信任，你一定会
干好的。”此刻，泪水模糊了我
的眼睛。

（指导老师：陈俊艳）

成长

认 识 自 我
武冈二中初2101班 李泽宇

所谓心态，就是内心所
处的状态。

作为中学生的我们难免
在学习上遇到困难与挫折，那
我们该怎么办呢？举个最简单
的例子吧，主人公就是我们最
熟悉不过的小红和小明。他们
是两个成绩相差无几的学生，
然而在同样面对不到80分的
试卷时，心态消极的小红选择
了一怒之下将试卷揉皱并扔
进了课桌；而心态积极向上
的小明却拿起试卷去虚心请
教成绩优异的同学，将错题
弄懂之后，还不忘在日记本
上送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
语。在面对自己每一次考试
的成绩时，我们应该放平心
态，用坦然的心态正视自己的
不完美，并积极去查漏补缺，
如此方能成就更优秀的自我。

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
很多考验心态的事，而那些
烦心事时而化作脱缰的野马

撞向我们，时而又化作一粒
粒小冰雹不间断地砸向我
们，时而亦化作小蚂蚁啃噬
我们敏感的内心……而能否
挣脱束缚，就取决于我们的
心态是否强大。

当代年轻人普遍有一种
毛病——“内耗”。形成内耗
的主要原因是太过于在意他
人的目光，总觉得自己不够
完美，将自己贬低得体无完
肤，从而陷入精神内耗的怪
圈。说到这里，有人不禁会
问：内耗不就是更深一层的
自省吗？实际上并不是。如果
你正处于内耗阶段，那么就
必须改变心态，不要和自己
过去的不完美纠缠不清，而
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可期的未
来，多做一些提升自己的事，
成就更好的自我！

让我们改变心态，迎接
美好未来！

（指导老师：肖轼）

思考

改变心态 成就自我
邵阳市第六中学513班 程曦

天阴沉沉的，压得越来越
低，像能滴出墨似的。快下雨了，
我定定地望着不远处的蜻蜓，心
情愈发沉闷。雨不一会儿就洋洋
洒洒地落下了，漫不经心地擦过
我的脸庞和手腕。到处都是混着
汽车尾气的水洼，无边无际的。

“还傻站着干什么？快快
快，先到这儿避会雨。”妈妈的
一双大手将我拉进了一家店
铺。室外滴滴嗒嗒的声响，与室
内的安静截然不同。

“嗯，是避雨吗？那就坐一
会吧。”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
蹒跚走出，带着儒雅的笑容，“你
们好啊！”他慈祥的目光落在我
身上。我有些不知所措，只匆忙
地点了点头。

“您好您好，您别介意。这
孩子啊，就这性格。”

“当然不会。”
“您还别说，这最近的天

气变得真快……”

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局促
地打量着四周，发现这是个书店。
书店的灯光微弱，书上似蒙上一
层纱，让人看起来就不舒服。

我伸着脖子想努力瞧瞧里
头的光景，却似乎怎么也望不
到底。“太暗了吗？”关切的声音
在我身后响起。“我去开灯。”老
爷爷又冲我笑了笑，缓慢地摸
索着墙上的开关。

“吧嗒——”整个屋子瞬间
亮了起来。“你可以到处看看。”

“谢谢。”我从椅子上站起，朝里
头走去。店里装的是仿古灯盏，
泛着淡淡的柔黄，先前蒙上了一
层纱的书这才被我看了个真真
切切。我觉得店里有种很好闻的

香味，是人们说的书香？我不禁
凑上前去，深吸一口气。很好闻，
一种奇妙的感觉，让人很舒服。

“你喜欢读书吗？”那位老
爷爷不知何时走到了我的身旁。
我回过神，有点羞愧，摇了摇头。
他似乎有点诧异，随即又笑道：

“那你就更应该好好看看了，可
能会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哦！”

我随着灯盏一步步向前走
着，将手搭在书架上，随意地拨
弄书。终于，这条路走到了尽
头。我发现这里的灯盏似乎亮
了许多，与开始的暖黄不同，这
最后一盏灯竟亮得刺眼。我好
奇地摸索着眼前的灯盏。“啪
——”旁边书架上的一本书应

声倒地，我连忙弯腰去拾。
手心残留的雨滴浸湿了这

本书中的黄色书签，上面写着：
“万物都有故乡，众生都有

故事。希望和悲伤，都是一缕
光。总有一天，我们会再相遇。
如果你有时间打开，那请给我
一个机会，陪伴你度过安静的
阅读时光……”

记忆到这就断了片。
这么说来也真是奇怪，我

不记得那本书，忘了那个老人
相貌，想不起那家店的名称，但
独独记得这段话和那盏灯洒下
来的光。（指导老师：孙俊）

观察

书 店 漫 游
湘中幼专希望文学社 龙佳

早就于史铁生笔下遇
见过地坛，想象中它恬雅、
宁静，围着朱红的墙，尽管
衰败却仍透露出旧日皇家
的威严。

如今终见到，和想象
中相似却又不似。红墙，棕
瓦，翻新后虽失了古朴，但
也多了几分现代的辉煌。
和想象中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并不安静。园中尽是
如我一般的外来游客，全
然没有荒凉之感。我暗自
笑自己：“早就被改造成公
园了，怎会寂凉？”但我还
是有些失落。

我站在地坛前面，感
受袭来的沉重的历史之
风。祭坛前的雕栏处，某个
正对大门的地方，又或是
我现在站着的地方，也许
就是几代帝王曾经站立之
处。然而，我心所在之处不
在祭坛，而在地坛中的每
一棵树、每一株花、每一根

草。我在花草间缓步行走，
看到的不再是喧闹的人
们，而是史铁生笔下那个
荒凉却陪伴他度过最艰难
时光的地坛。园中的生物
陪他渡过苦海。无人的地
坛是他所爱的，因为只有
在不被世俗侵扰的环境
里，才能真正洞察自己的
内心。史铁生便在这种情
形中回忆着自己的前半
生，重新思考“母亲”二字
对他的意义。一群雨燕的
高歌，冬天不知是谁留下
的脚印，苍黑的古柏，它们
构成了史铁生一个人的地
坛。

而我所看到的，是属
于全中国人的地坛。地坛
先前是帝王祭拜的场所，
而今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
去处。金色从远方倾泻而
下，染黄树叶，照亮人们笑
着的脸。在园中慢慢走着，
失落渐渐消散。

游 地 坛 记
长沙市长郡中学高一2312班 曹琛和

军训教官踩着楼梯来
到木墙上，从上面抛下一根
手臂粗细的麻绳。细小的

“刺”从绳缝中钻出，像绣花
针，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轮到我了。我迈着轻
快的步伐走到3米多高的
庞然大物前，往上看去，只
见木墙上的栏杆闪着黄
光，似乎在对我微笑。我嘴
角上扬，心想：这么简单，
不就翻个墙嘛。我啐了口
唾沫，搓了搓手，开始了翻
墙之旅。

我用力抓紧绳子，双
脚往前一蹬，整个人便垂
直在木板上。我往上跨出
一大步，还没站稳，便滑了
下来，手被麻绳磨得通红。

我鼓了一口气。有了
之前的教训，我小心翼翼
地将一只脚架在另一只脚
上。虽然绳刺顶得皮肤微
痛，但也还算顺利。不过如
蜗牛爬树，让我有点失望。

快到终点了，我窃喜，

伸出右手想握住那金灿灿
的曙光。但我忘记了我整个
人都吊在绳上，左手不足以
支撑我 50 公斤左右的重
量，整个人“嗖”地向下滑。
我吓了一大跳，右手闪电般
缩回。我的身体拽着绳子撞
在了木板上，眼前一片发
黑，双手如脱臼一般。我看
向地面，吓得打了个激灵。
我的左掌被麻绳划破，殷红
的血流出来，在手腕处凝成
几滴妖艳的血珠，让我心惊
胆战。

我努力蠕动着脚尖，
使其终于勾住了栏杆。整
个过程只有几十秒，却让
我如历三秋。我咬了咬下
唇，定了定身，然后破釜沉
舟般向前挪动。在身体彻
底悬空之后，我一扯绳子，
手一伸，借助惯性，趴到了
木板上。

我重重呼了一口气，
高墙终于翻过了！
(指导老师：李亮 肖素珍)

翻 越 高 墙
洞口县思源实验学校 梁超锋

突然，停电了，全城停电了！可老师布置
的作文《开学第一天》我还没完成呢，第二天
就要检查，真急人！此刻一切似乎全都沉默
了。风轻轻地来到我身旁，抚摸着我的脸庞。

我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极为缓慢地摸
索着，想摸寻一个手电筒供照明用。可是这
漆黑百般阻挠，我始终一无所获。大约是找
了五分钟，也可能是半小时，总之这个过程
十分煎熬，最终我摸到了一个光滑的东西
——是可充电的台灯！犹如在浩瀚无垠的沙
漠中，一只饥渴难耐的骆驼望见绿洲一样。
我颤颤巍巍地按下按钮，有光了，久违的光，
我简直要兴奋得叫出声来。但很快反应过
来，快些写吧，没准灯没多少电了。

的确，我的疑虑不能算是没有意义，随
着周围的一切越来越黯淡无光，最终黑暗卷
土重来。台灯熄灭，焦急重新割据了我心中的
半壁江山，仿佛骆驼发觉绿洲是海市蜃楼。我
将笔无奈地按在桌上，仰头闭眼，喟然长叹。
但很快，灵光似离弦之箭划过我沉郁的双眸。
望着黑黢黢的空间，我若有所思……

第二天，当老师说我的作文字迹虽然
潦草，但内容生动，字数也达标了时，我简
直觉得我要“羽化成仙”了。领回作文本刚
坐下，同桌小声说，昨天他家也停电了，问
我是怎么写完作文的。我说，是用手写出
来的。他忍俊不禁，以为我只不过是开玩
笑。我见状，也只是笑笑。

放学后，我和语文课代表同行。他告诉
我，其实由于全城停电，昨天老师通知了各
家长，学生作业可以不用写。我当时瞪大了
眼睛，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来。他
还告诉我：“你的作文是班上唯一的作业。”

“啊！”我一下怔住了。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做到的？”他问我。
我回过神来，自豪地笑了，说：“其实，

光亮并不是影响做作业的主要因素，而是
决心。”

“所以呢？”
“所以我是靠盲写完成作文的……”
这时，他愕然了。
（指导老师：林日新 李巧梅）

青春

突 然 停 电 了
武冈市展辉学校初一385班 邓子翼

明月皎皎，高悬夜空。我与姐姐携手
漫步于古城小道，途经一个卖簪子的小
摊。一支木簪粘住了我的双脚。拿起仔细
端详，只见木簪上点缀着银白月牙儿，在
如水的月色映照下愈发洁白。我爱不释
手，往事也随之涌上心头。

我是在外婆家里长大的，她待我极
好。有时我会跟着外婆去田里种菜，兴趣
来了就帮着浇浇水。看着那些绿油油的
菜，觉得好玩又开心。偶尔我会去追蝴
蝶，摘野花，不知不觉就走远了。忙完事
的外婆不见我的踪影，急得一边走一边
大喊，几次摔倒在田埂上，整个田野都
回荡着外婆的呼喊声。找到我的外婆，
把我抱得紧紧的，眼角流出了泪水。我
听着外婆怦怦的心跳，感受到外婆对我
浓浓的爱。

这种美好快乐的田园生活，在我读初
中时结束了，我要跟着爸妈去外地读书
了。距离开学的日子愈发近了，我也越来
越黏着外婆。待在外婆家的最后一个夜
晚，我独自躺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呆呆地
望着天空中的那轮明月。外婆不知何时出
现在我身旁，她笑着拿出一个木匣子。

“打开看看吧。”外婆神秘的语气勾
起了我的好奇心。打开一看，是一支银白
色的簪子，在月光的衬托下熠熠生辉，皎
洁如明月。我终于笑了。外婆摸了摸我的
头，说：“外婆爱看你笑，笑起来好看。以
后想我了，就看看簪子。”我望了望那轮
明月，好像那簪子。

后来只要一放假，我就往外婆家跑。
外婆也总会站在院门口笑着迎接我，拿
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初二学期的一个
周六，外婆走了，痛苦如潮水一样将我淹
没。之后，我又一次躺在藤椅上，望着月
亮，大脑空白一片。如今，就算我对着簪
子诉说千百遍，外婆也听不到了。

“喂，发什么呆呢，走了！”姐姐的喊声
拉回了我的思绪。月色如旧，簪子依旧，可
送我簪子的外婆却“藏起来”不见了。

（指导老师：李云娥 杨华）

回望

我 的 外 婆
邵阳县青云中学2101班 杨镜冉

记 录

雪映桃花 张贻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