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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竿的线条要
画粗、重一点，枝叶
要 注 意 疏 密 的 变
化。竹子后面的石
头，要画出它的苍劲
来。”日前，在隆回县
思源实验学校美术
社团的课堂上，李小
玉认真地给孩子们
讲授国画知识。该
校是隆回县易地扶
贫搬迁县城集中安
置区教育配套工程，
学校的很多孩子都
来自偏远的山区。

2011 年，李小玉
毕业于内江师范学
院 美 术 教 育 专 业 。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一名共产党员，如何
发挥自己的特长，让
这些孩子快乐成长，
是李小玉从教以来
一直思考并为之努
力的一件大事。

李小玉认为，美
育是审美教育、情操
教育、心灵教育，也
是丰富想象力和培
养 创 新 意 识 的 教

育。只有让孩子们在生活之中认识美，在
自然之中欣赏美，多措并举、多管齐下，才
能点燃学生艺术创作的热情。在美术教
学中，李小玉非常重视对学生兴趣的激发
培养，多途径培养学生感知美、发现美、创
造美的能力。她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对学
生进行辅导，把课堂搬到繁花似锦的小花
园，带领孩子们走进自然，感受自然万物
之美。此外，她努力让自己的课堂变得有
趣，让学生成为幸福的学生；根据美术教
学特点，充分采用参与式的教学方式，针
对不同学生的接受能力、动手能力设计分
层的教学任务。

李小玉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闪亮的
星。小华（化名）是一个从乡下转学来的
学生，毫无美术基础。李小玉发现孩子有
艺术潜质，便带着他从仔细观察事物入
手，并对他进行循序渐进的训练。该生后
来脱颖而出，其画作《牡丹》在学校文化艺
术作品评比中获得一等奖。她至今还记
得孩子得知获奖消息那一刻的惊喜和激
动的泪花。

担任学校美术教学的李小玉，不仅是
学校国画社团负责人，还常年担任班主
任。走进李小玉当班主任的教室，一股浓
郁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教室的四面墙上
皆是学生的艺术作品。在她的教导下，国
画社团的孩子们创作出了一幅幅精美的艺
术作品，并在校园各处进行展示，给学校增
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我很喜欢国画，并且一定要学好国
画，将来用手中的画笔把云上花瑶的美景
画给全世界的人民看，让他们都来花瑶旅
游，这样我的家乡就更富饶了。”一个来自
虎形山的孩子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李小玉新接手的班级里的学生来自各
地。在家长和学校同事看来，该班是一支
真正的“杂牌军”，很多班主任都弃而远
之。李小玉却一点也不畏惧。她说，美术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各种颜料调和融合
后绘出精美的艺术作品。结果，仅仅半期，
该班在李小玉的精心管理下成为令人称赞
的优秀班级。

“在我们这样一所大规模学校，当一名
美术老师很辛苦。像李小玉老师还要承担
易地搬迁户少儿美术免费培训班的教学等
工作，就更累。但她从未抱怨，总是说，把
爱和美的种子播撒进孩子的心田，这是世
间最有幸福感的事业。”该校负责人介绍。

多年来，李小玉坚守梦想，向美而行，
取得了优异成绩。她多次获县嘉奖，还被
评为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县优秀党员、县
优秀班主任、县美术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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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弟弟嚷着要吃甜食的时候，我总
忍不住数落他：“你这个糖水里泡大的家伙
……”我时常感叹弟弟的生活中似乎充满
了甜的元素，而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更多的
则是酸的记忆。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从农村来到城
市打拼，起早贪黑地辛苦工作，根本无暇照
顾我。所以，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乡
下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屋后的那片橘子
林不仅是我玩耍的乐园，也是我解馋的去
处。那时外婆经济拮据，很少买零食和水
果。于是，我的味蕾常常接受的便是那来
自橘子的刺激。

我至今还记得五岁那年夏天，第一次
亲手摘橘子吃的情景。当时天气还比较
热，看着树上个头硕大、微微泛黄的橘子，
我忍不住去摘了几个，迫不及待地吃了起
来。剥皮时橘子散发出的清香沁人心脾，
里面的果肉饱满壮实让人垂涎欲滴。可几
瓣橘子刚送入嘴中，爆开的橘子汁就让我

的舌头仿佛被电流击中，那股浓烈的酸涩
味道刺激着我的神经，我的眼泪都溢了出
来。我扔掉手中的橘子，冲着外婆嚷嚷：

“这橘子怎么这么酸啊？外婆，你是不是舍
不得给我吃，才故意弄得这么酸的？”外婆
抿嘴一笑，不紧不慢地说：“现在的橘子还
没熟透，当然是酸的。等过一段时间它熟
透了，自然就变甜喽，没有酸哪来的甜呀！”

的确，等到深秋时节，当一个个青色的
“小灯笼”换上金黄色的外衣，此时的橘子
吃起来便是清甜可口、回味无穷了。没有
酸哪来的甜？多年以后，外婆这句朴素的
话语仍然让我感慨良多。这不正是我们生
活的写照吗？如今，爸妈已在城里站稳脚
跟，从摆摊到开店，从租房到买房，我们家
的生活这些年有了不小的变化。一路辛酸
走来，全家人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甜蜜。

小说《白夜行》中写道：“一个人如果年
轻时没有尝过酸味，就不能培养真正的味
觉。”酸，是一种让人皱眉的味道，更是一种
磨砺人生的味道。生命中的酸，也许就代
表着人生中的艰辛与坎坷。但恰恰是这些
酸涩的奋斗经历，让我们变得坚强和成熟，
进而享受到圆满成功的甘甜。

（指导老师：陶 志）

有酸才有甜
邵阳市第三中学380班 肖晔非

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很怕狗。一天下晚自
习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你在旁边与我并排
走着。乌黑的小道上，突然传出了几阵狗叫声，
我不由得握紧了拳头，往你那边靠了一点。狗
叫声越来越近，我的怀里像揣了只兔子，紧张
得额头直冒冷汗。你把我的手牵得更紧些了，
又转过头来，安慰我说：“别怕，我在！”当我们
路过一座房子的时候，狗叫声突然加大了。定
睛一看，原来这只狗被关在笼子里了。我长舒
了一口气，继续往家的方向走。谢谢你一直陪
伴着我，让我不再害怕。

我的身体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好。那年，我
感染了病毒。我缩在被子里，头晕脑胀，不想起

床，也不吃不喝。你在我床边急得团团转，一会
儿摸摸我的额头，一会儿又拍拍我的后背，希
望我能好一点。可事与愿违，当天晚上，我就烧
到39摄氏度。你一晚上守在我的床边，为我擦
酒精物理降温。皇天不负苦心人。当早晨第一
缕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斜射进来的时候，体
温计上的数字也显示正常了。你那提到嗓子眼
的心，又跳了回去。

进入初中后，各种各样的比赛接踵而至，
我也参加了英语朗诵比赛。为了这次比赛，我
在家里练，在学校练。可就在比赛前一天晚上，
我的嗓子哑了。我怕发挥失常，想放弃。我躺在
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你听到动静后，轻轻

地走到我的床边，问：“怎么啦，为什么睡不着？
和我说说吧。”我终于受不了，哭着把我的情绪
全发泄出来。听完后，你缓缓地开口：“怕什么，
不就是一场比赛吗？谁都会失败，没什么大不
了的，认真朗诵就好了！”我不再哭泣了，整理
了一下心绪，又回到被子里。

第二天，我满怀希望地走上演讲台，自信
地将稿子念完。我想象的失败并没有来临，反
而拿了唯一的特等奖。我不再退缩，因为一回
头，你就会鼓励我，让我继续前进。

（指导老师：张勇跃 刘勇伟）

我不怕，因为你在
邵阳县岩口铺镇中学220班 杨颖

亲爱的朋友:
海边，云层漫卷，风推白浪。日落时，霞光扑面

而来，染遍了这海里的每一滴水珠，岸边的每一粒
细沙。若是你在，则定会和着柔静的风、伴着低声的
浪，满地留下你的脚印。然后选一处远离喧嚣的角
落，与我天南地北话景致。然而，此刻你却不在，也
罢，那我就带着我满腔的心绪携着云裹着风一道寄
给你罢。

朋友，此刻我虽身处异乡，看似潇洒到处游玩，
然而内心总有一股莫名的浮躁升腾。我推去了下午
的行程，转而一人去了海边。极目远眺，白云浸在光
中慢慢游，一层又一层，一群又一群，仿佛是这风对
云儿哈了口气，荡出了片片涟漪。更远处，那便是树
的疏影，风的痕迹……而那天的尽头，云似乎是汇
向了海中一般，染得这海也此般绚烂。

我惬意地躺在沙上，看落日衔山，倦鸟飞还；听
白鸥长啸，潮起潮落。不过，云退去后，这天便成了
一部舞台剧：太阳拉着小月亮上岗，她不愿，只肯懒
洋洋地挂在天边。没办法，这天无奈地被扯成渐变
的橘黄色。我刚站起身来，便和霞光撞了个满怀。此
时，暮光肆意地洒着，灌得这海微醉。波浪翻吐着白
沫向我缓缓滚来。我在沙滩上摇摇晃晃地走，踏出
一行又一行的脚印。不过最后，浪会冲掉我的脚印，
日会落下，但我依旧会在那，等你到潮起，等你到日
落。这不免让人想起这样一句词，“晓看天色暮看
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我索性躺在水中，一如你
教我的那样，脸朝上，浮在那儿。

那时天气甚好，思念四散开来。回过神来，月已当
空，人潮也涌上了沙滩，我干脆径直回了住处。

此时夜已深，却让人难眠。我靠在窗边，向外深
深地望一眼。

我不知几日能归，若是再见，我希望你不会像
我一般愁苦。但若你想说心事，我也会坐在那儿，静
静地听着。

朋友，我给你寄来了海风和云霞，不知道你是
否能听到我的心声？愿你今夜的梦，是一个伴着海
浪的梦…… （指导老师：王贵菊）

致 友 人
邵阳市第一中学 曾文彬

在凤凰巷，一条悠长而又古朴的街巷
里，时间仿佛流淌得更为缓慢。青石板路上
的每一道裂痕，都仿佛是岁月轻声的低语，
讲述着过往的故事。在这条巷弄的深处，隐
藏着一家名为“时光墨迹”的书店，它就像
一朵静静绽放的莲花，在喧嚣的尘世中显
得格外静谧而淡然。这家书店，不仅是书页
的集合，更是梦想与坚持的诗意诠释。

李先生，这位年轻而温文尔雅的书店
主人，以他的独到眼光和不凡勇气，在“电
子阅读”大行其道的时代，选择逆流而上，
守护着具有魅力与深度的纸质书籍。他相
信，每一本实体书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与
情感，翻阅纸张的声音，是与过去对话的
密语，是心灵得以沉静与升华的媒介。因
此，“时光墨迹”不仅仅是一家书店，它是
文化的温室，是灵魂的避风港，是在快速
消费文化中，为人们提供一处可以深呼
吸、慢慢思考的空间。

书店内部布置得很温馨，每一本书的
摆放都经过李先生的精心考量。它们不仅
仅是商品，更像是等待有缘人来解读的艺
术品。书店定期举办的讲座和文化交流活
动，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读者与学者。
在这里，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朝
气蓬勃的青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
食粮，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与深度。

李先生坚信，文化的传承不在于外在
形式的更新迭代，而在于那份能够触动人
心的情感共鸣与精神传承。因此，“时光墨
迹”书店成为了记忆的守护者和梦想的孵

化器，它不仅收藏着书籍，更收藏着一代
又一代人的情感与梦想。在这里，每一本
书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场交流都可
能促成一次心灵的触碰。书店如同一面明
镜，映照出每个人内心最真挚的追求和梦
想，让每一个踏入其中的人都能在此寻找
到自我，实现精神的共鸣与升华。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光墨迹”不仅没有
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反而以其独特的魅
力，成为城市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它如同一股清泉，滋养着老城的文化土
壤。书店的故事，通过口口相传，成为激励人
心的力量，让更多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停下
脚步，享受阅读、感受历史、参与文化对话。

李先生和他的“时光墨迹”书店，无疑
是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他们证明了在物
质充裕、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追求精神的
富足和文化的深度依然是人们内心的深切
渴望。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书籍搭建的不
仅仅是知识的桥梁，更是心灵的归宿，它让
每一个热爱阅读的人，在文字间找到归属，
在交流中收获共鸣，为这座城市书写了一
段关于梦想、文化坚守的美丽篇章。

在“时光墨迹”里，时间似乎放慢了脚
步，让人们有机会重新审视生活，体会慢
生活的美好。 （指导老师：刘杰）

小镇书香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郑缓缓

夜色尚浅。月如孤眼，凄冷地凝视着我孤独的影
子。路旁，野花恣意绽放。我心无所向，漫步前行。

习题成堆，假期无望——我常满心怨怅。
“这次试题这么简单，你得这么点分？”又是

质疑。
“这次连他的分数都比你高，你看看你！”又是比较。
我甚至都无心自恼。考场上的光影交杂，次次令

我头昏脑胀……
思绪漫天飞舞，早已将我推入了家门。

“你怎么了？”是爸爸温柔的问候。
“我又考差了，连上次比我差20分的他，都考得

比我高了。”我抱怨着，皱着眉头进了房间。诸多“比
较”，伴我成长，也时常令我苦恼。

爸爸缓步走进了我的房间，微笑着，打开紧锁的
窗户。月光皎洁，照到我脸上。轻风拂面，一股清爽直
沁心底。我和爸爸抬头望着这深秋的月亮。

爸爸打破了沉静：“这院子的地板，全都被月光
照得发亮了。围墙下的野草，今晚却没有沐浴月光。”

“嗯嗯。”我小声应和着。
“但是啊，你要知道，明日一早，太阳依然会为了

每株草每朵花而升起。别惧怕黑暗，要坚信光明常
在。”爸爸说。我转头看向他，他眼泛笑意。

“爸爸，我想出去走走。”
爸爸牵着我的手，来到院子里。我定睛一看，发

现墙角的花草也似染上了月色，变得熠熠生辉起来。
我且受用这无边的月色好了！

我似一只候鸟，等朝霞潮涌，等云雾消散。
（指导老师：戴永红）

在 月 光 下
武冈一中2107班 杨萱绮

◆成长

◆感悟

◆心声

◆青春

稻花香 郑国华 摄

◆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