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心语

而今八十多，还能做什么。
心有几句话，愿对友人说。
父母接“我”来，儿女送我去。
中有数十载，转瞬成蹉跎。
自问和体味，容我细琢磨。
大事别糊涂，细小可随波。
爱党爱祖国，忠勇牢记着。
国家有召唤，应声前奔波。
父母师友语，记牢践行着。
爱我分内事，分秒不虚过。
诚待我伴侣，家和好处多。
儿女勤管教，父母顾饥渴。
兄弟姐妹睦，二老多快乐。
身体康且健，头脑勤思索。
读书又实干，万难奈我何。
人生能如是，也就差不多。

年逾八十，向九十登攀，何
时死去，实在不知，估计不会太
远，因而有好多心里话，想对师
友说。可是时空有限，难以尽
言，故写在下面，供师友随意看
之，以了解我心，我自然快慰。

若能有一取能用，我始欢放。

（二）人生

人言，人生如戏，如戏人
生，天天看戏，也在戏中。忆我
这一生，体弱志低，智力不及中
人。一生的活动，如以演戏作
喻，我一直在戏台的边角处活
动，虽很认真，但作用不大。为
人叫喊鼓励，自己心中痛快，与
人相处平和。自己一生愉快，觉
得周围人对我都好，感激他们。

思每个正常人的一生，也大
多是：父母用双手接我来，亲人
师友多关怀。风驰电掣靠众力，
儿女黄土把我埋。

人不能光想自己，要时时想
到互利共赢。

曾经有人问我，老师，要是
有一天您将死去时，挂念谁呀？
我想了想，说谁都不挂念。因为
无用，挂不住。不如功夫用在平
时，尽点微薄之力，为好。因

为，具体死日不可知，不如平时
早安排，至于效用有多大，要看
别人咋理解。

（三）听话

怎样听人说话？要明确目
的，听明白、听完想说话人的意
思，以取有用的部分用之，以提
高自己。要端正听话的态度，尊
重说话人。要讲究方法，善意看
着对方说话人，虚心、耐心地
听，要听完整、听明白。必要
时，插话问话，以求充分明白。
切忌不看人，打断说话，鲁莽顶
撞，甚至曲解话义，或断章取
义。圣人说过“不叹言举人，不
叹人废言”。

完整听完后，思考，选用，
有时也适当讨论之，有益。

（四）说话

说话的用途很明确，是为了

表情达意、沟通思想情感、心情
愉快、把要办的事情办得更好。
或曰：“玩笑也那么认真，还不把
人憋死？”我说的玩笑要讲点分
寸，不可太损人，大家明白意
思，欢欢乐乐向善就好。当然可
以轻松活泼，好多大家给我们做
了榜样。

庄重的场合，说话要朴实、
大方，照顾听众，慎选词语，甚
至腔调要灵活。话要合时合地合
理，坚持意思说清楚，留有余地。

生气时，不说话，特别不说
难听话，不刺激人，给人反省的
时间和机会。

悲伤时，自言自语，换角度
思考，给自己找出路。

（五）读书

读书，首先要明确书的价
值，如饥似渴地读，读出意思，
读出味道，读出精华，读出天地
水火、风云变幻。读就要有所

得，不得是浪费。但方法要灵
动、活泼不拘一格，视具体情
况，选用不同方法，争取用力小
而成效好。

书甚多，时有限，不可不慎
选之。首选经典的书，有用的
书，特别是急用的书。不论古今
中外，只要好、有用就读。包括
周围同事、同学、老友写的诗
文，只要有用，不可不读。而且
相互切磋，可以共进，何乐而不
为？这里说的选书读。

怎样费时少、读得多、用力
小、收获大呢？先精，渐粗，跳
跃，翻过，扫一眼就放下。不忘
回头收揽。

我的体会是，不论读什么，
都要先用力钻入，缓缓前行，要
点反复，随手写下。暂不明白
处，放过。读到平常处或自认为
平淡处，可以跳过，甚至翻过
去，扫一眼，放一边。回顾，记
下这次所得。

读了一些书，记下一切笔

记，要得的得到了吗？不一定。
最多是得一半。为什么？因为读
为致用，不用就浪费了。怎样
用？写诗，写文，讲话，做事。
常用才能记牢，记牢才能常用。

（六）写作

有人说，文人酸溜溜，诗
歌、小说、散文何用？我不会
写，也不想写。

我说，你说得太狭隘了。诗
歌、小说、戏剧、散文是文学，
只是写作内容的一部分，还只是
一小部分，是专门人的事，不是
众人的事。国人都写那，国将不
保，人会饿死。

文章的大用是治国安邦、兴
家立业。“文章合为时而著”，大
到宪法、工作报告、计划安排、
领袖讲话、报刊社评，小到个人
的经验、总结、体会、工匠的
纪要、企业家的谋划等，都属于
文章的大用。

国家有档案馆、图书馆，各
省、市、县也有，家庭有书房、
书桌、书架等，这些统属大用，
用于工作、生活，实际。至于业
余时间写诗作文，叹求愉悦心情
的，只是少数人的小用。专业作
家更是极小数人的事业，那只是
他们的“大用”、大家的小用。

总之，听人讲话，阅读书
籍，是为了汲取营养，获得知
识；对人说话，写出文章，是要
运用知识，达到生活更好的目
的，这是一体两面，不能分开。
先吸收，再放出，更好地吸收，
更好地放出，人的生活会越来越
好。难怪“听说读写”成了我们
教育孩子的重要手段。

作者系漯河二中退休教师

“听说读写”育人才
■张宝功

独立寒秋，北风瑟瑟，怀里
的传单猎猎作响，依稀可见“两
城同创意见收集单”的字样。我
缩了缩脖子——先前考虑不周，
选了这么一个地方，结果递出的
宣传单不是大家根本不接，就是
看了两眼就丢到垃圾筒。叹息
着，我的思绪飘散开来。

龙 马 呈 《图》， 神 龟 献
《书》。在古人的想象中，使者带
来了上天的旨意，让中华民族扎
根在此，繁衍生息。那么我们的
先祖艰难跋涉，落脚于此，是否
也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呢？

悠扬笛声，伴着九天之上的
飞鸟，传颂一段辉煌的岁月。贾
湖人脱于鄙陋，他们绝世的旋律
凝聚着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创造
力。笛声沉寂了下来，却并不意
味着文明的终结。终有一天，它
将带给世人惊雷般的震撼。

鸟迹代绳的是仓颉，更开先
河的是许慎。他利用自己的知识
底蕴，凭空创造了字典，从此，
世间文章，通乎《说文解字》则
文意晓然。从此，后世解字之
人，终入环内者也。

冠古绝今的小商桥，自建成
的那刻起便成了后世设计桥梁之
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经典。

我生在漯河，长在漯河。小
时候，我把自己怎么也走不出去
的这个地方看得很大；长大了一
些，了解了古今中外，我才明白
自己所处之地不过是沧海一粟。

但在我拿起笔这一刻，我又觉得
围绕它，我要说的话一辈子也说
不完。

见证了漯河巨变的，正是一
代又一代的漯河人。从静谧的螺
湾河到繁华的漯河，一切都在改
变，但有些东西从始至终也没有
变过。

沙澧河畔唱响 《沙澧文明
歌》，曾经令人避之不及的河岸
焕然一新。不得不承认，人的力
量是无穷的。这条两河流将在更
大的舞台上焕发光彩。

“从个体生命的迁移到食材
的交流运输，从烹调方法的演变
到人生命的流转,人和食物的匆
匆脚步从来不曾停歇。”漯河将
大江南北的吃食聚于一地，点燃
了生命的篝火。食品文化节将

“民以食为天”发挥到了极致。
人们从大江南北来，到大江南北
去，但他们携带的食品艺术将永
远驻留在此。

有人说，河南人是中国人的
娘，不仅因为这里是中原故土，
更因为这里古朴淳厚的民风和自
然亲切的气息让中华民族焕发光
彩。而在漯河，以农为本的观念

尤为突出。“君子务本，本立而
道生。”正是有了这个本，才有
今日漯河的蓬勃创新。我相信，
总有一天，这个小城镇将让世界
大吃一惊。

思绪被同伴唤回，他摇晃着
手中的摄像机，向我展示刚才一
段时间拍摄的成果，我们一起凑
过去看：

“漯河对我意味着梦想”。
“漯河是我的家乡，也是我

为之奋斗的地方。”
“漯河是很平凡的，却又是

非凡的……”
“要时刻提醒自己，这里是

我人生启程的地方。也许将来我
干不出一番大事业，但要对得起
这份恩情。”

“别的地儿无论怎么发达，
终究还是自己的家乡最舒坦。”

我正了正嗓子，对着摄像
机，无比郑重地说：“对我来
说，漯河就是——世界之于我的
起点，她将世界的美传达给我，
也将自身的美传达给了世界。”

辅导老师：谷亚丽

漯河——构筑梦想的地方
■漯河高中 王 昊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文
姣）为加强学校安全工作，进
一步培养广大师生在突发性灾
害发生时，掌握有关逃生知识
技能，10 月 11 日下午，源汇
区受降路小学举行消防安全疏
散演练活动。

下午3点20分，随着消防
队干警下达活动开展指令，校
园广播模拟的防空警报声响
起，各位老师立即到达指定岗
位，引导楼内学生快速疏散。
各任课教师带领学生沿着学校
指定楼梯口快速前进，有序撤
离到学校操场的安全地带。随
后各任课教师清点人数，并层
层向上汇报。演练共用时3分
25秒，32个班级师生全部安全
疏散完毕。消防队干警对此次
安全疏散演练活动进行了总
结。针对第一次演练出现的问
题，师生重新回到班级，进行

了第二次安全疏散演练。第二
次演练的时间仅为 2 分 59 秒。
第二次演练结束后，消防员战
士现场给全校师生讲解、示范
了干粉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
法，并且现场选出学生代表上
台实际操作。

本次活动的负责老师说：
“这次安全疏散演练活动，强
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使抽象
的安全演练变成具体的实战演
习，使全校师生基本了解了灾
害发生时的应对措施，大大增
强了广大师生的与自护自救技
能，也切实加强了学校的安全
教育工作，同时也是对《校园
突发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一
次检验，培养了学生听从指
挥、团结互助的精神品质，为
今后面对灾害及时采取有效的
措施、安全疏散学生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

源汇区受降路小学

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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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李文姣
“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

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
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
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这是
漯河市第二中学（以下简称漯河
二中）高效课堂的最终目的。高
校课堂的实施不仅转变了教师的
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教学行
为，也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漯河二中
的高效课堂并不局限于 45 分钟
的课堂，还延伸到校园生活的方
方面面，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经典浸润人生
书香伴随成长

回眸历史，漯河二中是一所
文化积淀丰厚的中原名校。基于
此，近几年来，漯河二中坚持不
懈地深入开展中华文化经典诵读
活动，把文化经典诵读活动作为
学校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载体，
贯穿到学生学习和生活之中，彰
显了学校的文化底蕴。

漯河二中把经典诵读与学生
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结合，认真
落实“四个一”，即每天背诵一
句名言、抄写一段经典语句、做

一件好事、写一句心得。使他们
通过诵读经典自觉践行规范，在
践行规范中深化对经典文化的认
识和理解。学校围绕“一个主
题”，即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奠基；抓
好“两个追求”，即让学生在快
乐中学习，让教师在幸福中工
作；理清“三个层次”，即养成
教育，成功教育，和谐教育；建
立“四个落实”，即校园安全、
教育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化发
展、学生终身素质养成教育，努
力让广大师生在活动中理解经
典、感受经典，受到教育和启
发。

走 进 校 园 ，“ 上 善 若 水 ，
厚德载物”、“与圣贤为伍，与
经典同行”等宣传字画、标语
赫然醒目。教室走廊、橱窗张
贴通俗易懂的古诗文及名言警
句，并配上生动形象的插图，
形成古色古韵、书香满园的浓
厚氛围。日常学习生活中，学
校老师认真落实“六个一”，
即在孝敬父母、讲究礼貌、践
行 诚 信 、 健 康 生 活 、 爱 护 环
境、安全行路等六个方面，引
导 学 生 ， 读 圣 贤 书 、 立 君 子
品、做有德人，在践行规范中
深 化 对 经 典 文 化 的 认 识 和 理

解。

太极强身健体
烹饪温暖身心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经典诵读可以滋润学生的心
田，而传统武术则可以强壮学生
的身体。漯河二中的校本课程开
设了太极拳演练，如今已成为校
园的一道亮丽风景。清晨，迎着
朝阳，在太极拳教练张东华老师
的指导下，参加晨练的教职工动
作和顺；大课间，音乐响起，全
校学生动作刚柔相济。运动赛场
上，漯河二中的太极拳方阵总能
引来惊呼一片。2011 年漯河市
第六届运动会上，漯河二中代表
市教育局参加开幕式，同学们表
演的太极拳轻如蝉翼、行如流
水，以阳光和谐、刚柔并济的精
神面貌赢得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
掌声。

走进漯河二中的课堂，高
效、快乐、全面是最直观的感
受。漯河二中不仅教授知识，还
教授生活技能，让孩子们走出校
门在生活中也成为小能手。漯河
二中最有特色且最受学生们欢迎
和喜爱的就是烹饪课了。课堂
上，学生分组观摩老师实地操作

之后，回到各组操作台在老师的
指导亲自动手完成规定课程。回
到家里，当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
子亲手为他们下厨做菜时，都十
分感激学校对孩子的培养。漯河
二中的学生们不仅会学习，更会
生活。

成效初见 特色凸显

“为学生一生发展强基”
是漯河二中课程改革的主线。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
学学做真人”，如今，漯河二
中的高效课堂已经卓有成效，
校园整洁了，自习课安静了，
学 生 懂 礼 貌 了 ， 越 来 越 可 爱
了，日常行为习惯和学生的学
习方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团
队 意 识 显 著 增 强 ， 自 主 、 合
作 、 探 究 的 学 习 能 力 得 到 提
升，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为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

在推进新课改过程中，广大
教师边学习、边实践、边研究，
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反思，
在反思中成长，转变了教育观
念，提高了教学技能，成了课改
行家里手。部分中青年教师在课
改中脱颖而出，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教学风格。马学奎老师的“情
境激趣教学法”、刘洪涛老师的

“快乐学习法”等教学方式方
法，符合课改理论，适合学生心
智接受能力，深受学生喜爱。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课堂形式活了，教
学效率高了，学校逐渐形成了学
生快乐地学、教师愉快地教的教
学氛围。

“百舸争流千帆竞，乘风破
浪正远航。”课改带动了校风、
教风和学风的变化，使校园文化
氛围更加浓厚，学校焕发勃勃生
机和活力，为学校发展提供了难
得的机遇，为改进办学搭建了广
阔的平台。

为学生的一生奠基
——漯河市第二中学打造高效课堂纪实（下）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文
姣） 为传承和发扬中国书法的历
史文化，增强学生写规范字、用
规范字的意识，促进学生良好书
写习惯的养成，营造校园文化氛
围，10月12日下午，源汇区许慎
小学举行主题为“传承经典文化
书写精彩人生”的五年级硬笔书
法比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共有60名
选手参赛。选手是由五年级各班
在 班 级 初 赛 的 基 础 上 选 拔 的 。
本 次 比 赛 使 用 统 一 的 比 赛 用
纸，统一规定书写内容。比赛

现 场 ， 参 赛 者 个 个 满 怀 激 情 ，
用心书写每一个汉字。同学们
握笔正确，坐姿端正，表现出
良好的书写习惯，所写作品笔
画 流 畅 、 横 平 竖 直 、 结 构 匀
称、整体美观。学生在短短的
二十分钟内现场完成自己的作
品 。 评 委 老 师 们 从 写 字 姿 势 、
书写笔画笔顺和卷面三方面情
况综合评估学生的写字水平。

硬笔书法比赛活动，既丰富
了学生的文化生活，培养了学生
的书法兴趣和爱好，也提高了大
家的审美意识。

传承经典文化
书写精彩人生
源汇区许慎小学举行硬笔书法比赛

为了使新上岗教师快速成长，10月13日上午，郾城区裴城镇中心校
领导对该镇镇中2016年新上岗的3名教师进行听课、评课、指导。

潘范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