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记者 刘涵钰
2020 年寒假，我在家读

了很多书，我最喜欢的是
《少年读史记》这套书。

翻开书，我被精彩的故
事、鲜活的人物深深吸引。
品读于书中，仿佛穿越时
空，从尧、舜两帝的禅让故
事到大汉帝国风云录，我感
受到了沙场上战士的勇猛与
绝世英才的风范。我最喜欢
的是 《少年读史记·辩士纵
横天下》，从这本书中，我认
识了许多历史人物，像以养
士而出名的孟尝君、纵横家
张仪、作法自毙的公孙鞅。

但我最喜爱的是孙膑的
故事。孙膑系出名门，是曾
写过 《孙子兵法》 孙武的后
代。孙膑和同门师兄弟庞涓
一起在鬼谷子那儿学过兵
法，也曾帮齐国大将田忌赢

得赛马比赛，后来孙膑和庞
涓都受到了魏惠王的重用，
但庞涓心生嫉妒，认为孙膑
比他更有作为，便命人挖掉
他的膝盖骨，还在他的脸上
刻字，目的是想让他一辈子
也见不了人。孙膑知道后，
在围魏救赵的战争中，用妙
计大败魏军，也趁机用万箭
射死庞涓，复了大仇。

从这则故事里，我看出
了孙膑的机智和勇敢，他对
活着的信念和积极的人生态
度。我想正是这样的信念，
当司马迁遭受磨难时，是孙
膑的奋斗故事激励了他，让
他克服困难活了下来，最后
完成《史记》这样的大作。

《少年读史记》带我走进
司马迁的《史记》，遨游历史
的海洋，也让我越来越喜欢
历史。

《少年读史记》读后感

■本报记者 张腾飞
“历史是前人智慧和经验的总

结。历史故事中蕴含着做人、做
事的智慧，对心灵很有启迪。我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书是 《少年读
史记》。”在“小记者荐书会”
上，小记者刘涵钰给小读者分享
了自己近段时间非常喜欢的一套
书。

《少年读史记》 为系列图书，
分为 《少年读史记·帝王之路》

《少年读史记·霸主的崛起》《少
年读史记·辩士纵横天下》《少年
读史记·绝世英才的风范》《少年
读史记·汉帝国风云录》 五册，
由台湾儿童文学作家张嘉骅作，
是一套适合孩子阅读的历史类书
籍。该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推荐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名单”。

全系列共计 60 篇，《少年读
史记》 从原典文本中的“本纪”

“世家”和“列传”中精心挑选出
了从尧舜到汉武帝时期的60个杰
出人物的事迹，包括帝王、将
相、世家公子、思想家、教育家
等，用清新、明快、优美的儿童
文学笔调，重述他们的言行和故
事，向少年儿童再现了中华文史
之美的《史记》少年读本。

“作者发现《史记》原著内容
太过庞杂，而且又是纪传体，一
个完整的事件分散在众多不同人
物的传记中叙述，小学生读起来
很吃力。张嘉骅针对 《史记》 原
著，把它改写成一部让孩子看得
高兴、看得明白的 《少年读史
记》。”刘涵钰对这本书做了简单
的介绍，“了解一本书的由来是了
解作者的过程，也是读懂一本书

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套书适合 10 岁左

右的孩子阅读，前边是人物小故
事，后边有解析历史人物的智
慧，还有经典原文可以让读者感
受古文的魅力。最后是词语收
藏，都是来源于文中的成语。这
本书的插图原汁原味，值得大家
去看一看。非常开心能够把这本
书通过‘小记者荐书会’推荐给
大家。”刘涵钰说。

“小记者荐书会”推荐书目
《少年读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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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 震
漯河日报社教育综合体少年

足球队的优秀学员张博涵今年 9
岁了，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阳
光、自信。在漯河日报社教育综

合体少年足球队学习的三年时间
里， 他不仅学习了足球技术、
增强体质，也收获了自信和快
乐。

张博涵最初接触足球是受同
学的影响，刚开始只想和同学一
起玩，但随着接触的深入，发现
自己越来越喜欢足球，足球现在
是张博涵最主要的业余活动，周
末和假期都会去踢球。

漯河日报社教育综合体少年
足球队的徐赫教练介绍，张博涵
练球已经有 3 年了，在球场上踢
后卫位置，球感好，踢球时有大
局观，由守转攻时能肩负着中后
场的进攻组织，有出色的传球能
力和突破能力，尤其是最后一
传，有着如手术刀般精准的传球
能力。这些能力都源于他的自律
和坚持，每节课布置的作业，张
博涵能保质保量地完成，甚至加
量完成。

“ 足 球 带 给 我 的 不 仅 是 快
乐，更是成长。通过踢足球，我
的身体比以前更棒了，身体的协
调性更好了。足球运动竞争激
烈，对抗性强，在比赛中容易出
现受伤等情况，但我们都是轻伤
不下火线，足球运动教会我们团
队合作，学会坚强。”张博涵告
诉记者。

张博涵：享受踢球的快乐

张博涵家长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张 腾 飞）
10 月 12 日，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部老师先后走进召陵区实验
小学、召陵区人民路小学、翟
庄小学、万祥街小学，在各校
举行“2019 年～2020 年度小记
者稿费发放”仪式，为本报小
记者现场发放稿费和荣誉证
书，鼓励他们积极参与 《小记
者月刊》 投稿，提升创作能
力。

记者了解到，很多小记者
都是第一次参加稿费发放仪
式，学校很重视，精心组织，
为小记者发放稿费，勉励他们
再接再厉，拿起手中的笔记录
生活中有趣、有意义、有价值
的东西。

“对小记者来讲，这样的仪
式会让他们终生难忘。相信他
们会以此为起点，不断提升和
锻炼自己，争当优秀小记者，
争当优秀学生。”召陵区万祥街
小学副校长李永权在稿费发放
仪式上说。

召陵区翟庄中心小学副校
长郑小红告诉记者：“小记者的
身份让孩子们拥有了更多不同
的体验，对于学生成长很有意
义。”

召陵区实验小学校长林卫
华在稿费发放仪式上说：“小记
者的身份让这些孩子有了不同
的体验。他们能够在参与生
活、记录生活的过程中有所收

获，对于学生成长很有意义。
稿费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让学生更多地参与活动，并积
极投稿，为其他学生树立榜
样。希望有更多学生参与其
中，自信、快乐成长。”

拿到稿费，小记者们非常
开心。在召陵区实验小学的稿
费发放仪式上，小记者蔡佳琳

收到了第一份稿费，她开心地
说：“二年级时我加入了漯河
日报社小记者团，并且参加了
很多活动，比如一日拓展活
动、魔法实验课、走进消防队
等。在老师、家长和报社大记
者的指导下，我写了很多作
文，妈妈和老师都说我的写作
水平提高了很多。今后，我希

望有更多的同学加入小记者队
伍，在小记者的大花园里，共
同努力、共同成长，一起书写
美好的七彩童年。”和蔡佳琳
一样，各学校领取稿费的小记
者纷纷表示，这次领取稿费对
自己激励很大，未来还将认真
写作，希望在报纸上展示自己
的作品。

本周，小记者俱乐部还将
继续走进我市其他学校举行稿
费发放仪式，也希望没有领到
稿费的小记者耐心等待。同
时，《漯河日报·小记者月刊》
也欢迎小记者继续关注，给我
们投来更多精彩的作文、书画
等作品。

图片由本报记者孙震摄

小记者发稿费啦

近日，召陵区许慎中学开展“文明精神 野蛮体魄”拔河比赛。该
校小记者积极参与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谭鹏博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 宜
书） 近日 ，在郾城小学足球场
上，来自我市的一支老牌业余足
球队红狐狸足球队与漯河日报社
少年足球队，展开了一场青年队
与少年队的比赛。

当天下午 3 点 40 分，比赛正
式开始，双方采用七人制比赛规
则，红狐狸足球队首先展开猛烈
的进攻。在比赛第15分钟，红狐
狸队队长林昊单刀直入射进第一
个球。漯河日报少年足球队的小
将们也毫不含糊，很快适应了大
哥哥们的快速逼抢，两名小将不
甘示弱，精准配合，对红狐狸队
的球门进行了连续两次威胁射
门，球虽然被红狐狸队门将扑
救，但仍得到观众的拍手称赞。

小队员利用自身体型小，打
出了短灵巧的精彩配合，很快进
球。在比赛第65分钟，来自漯河
小学四年级的小将张博涵，独自
突破红狐狸队的防线，从中场独
自带球至球门前，打进了至关重
要的一球。

“进球后好激动。”中场休息

时，张博涵告诉记者，“我从二
年级开始接触足球训练，到今年
已经两年了，我最喜欢的球星是
C 罗，以后要跟着徐教练苦练基
本功，努力成为 C 罗那样的球
员。”

“本次比赛场地选在郾城小
学，除了我作为郾城小学雏鹰足
球社的教练外，从足球队创立之
始，陪伴郾城小学足球队与这个
崭新的足球场走到今天，倾注了
很多精力。”接受采访时，少年
足球队教练徐赫告诉记者，“郾
城小学历来重视素质教育，注重
学生全面发展，在这里举办比赛
很合适。”自 2019 年郾城小学与
漯河日报社深度合作，该校创立
了红领巾广播站、雏鹰足球社等
多个社团，取得了良好成绩，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据统计，本场比赛，漯河日
报社少年足球队大约有十次射
门，其中三到四次威胁到红狐狸
球队的球门，七号小将主罚的角
球更是直接威胁到红狐狸队的球
门。

漯河日报社少年足球队
与红狐狸足球队开展友谊赛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作文就在身边，要留心观

察生活，平日里，把看到的、听
到的和心里想到的，及时记录下
来，自然会发现写作是一件简单
而又快乐的事。”10月11日，省
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理
事刘波涛老师做客漯河日报社小
记者会客厅，接受优秀小记者万
忆贝玟的采访。

“什么是作文？您笔名‘老
桥’有什么含义吗？”万忆贝玟
做足功课，在访谈一开始就迫不
及待地抛出问题。“写作文就是
用笔写心里话。”刘波涛老师告
诉万忆贝玟，“我手写我心。当
你想开口说话时，可以用笔把想
说的话写出来，这就有了作文。
作文是用笔去写心事、讲故事，
表达情感。”刘老师谈到小时候
总是随身携带一支笔和一个笔记

本，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马上记
下来，回家后再整理，写成一篇
篇日记，逐渐养成习惯。

说起自己的笔名“老桥”，
刘波涛告诉万忆贝玟，那是因为
喜欢孩子们叫他“老桥”、“桥老
师”， 他希望自己是那座能让学
生走上乐写、爱写之路的桥。他
更愿成为千千万万个孩子的桥，
为他们人生的征途架连自信，铺
设成功。

刘波涛老师从事教学工作
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作文教学
经验。很多学生在刘老师的指
导下，作文被发表或在征文大
赛中获奖。刘老师著有 《作文
就在身边》《写作动力》 等教学
理论专著，先后得到魏书生、
贾 志 敏 、 张 光 璎 等 专 家 的 赞
誉，在 2017 年第 21 届河南语文
年会受到表彰，被评为“河南

作文教改明星”。刘老师利用业
余时间，到学校、社区举办写
作 、 家 庭 教 育 方 面 的 公 益 讲

座。他还告诉小记者，写作拒
绝“假、大、空”，要用情思
考、用心表达，说真话，抒真

情，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更有
吸引力、生命力。

“想写好作文，要多观察身
边的事物。一草一木，一花一
叶，一阵清风，一抹微笑，一句
叮咛……点点滴滴，皆可下笔成
文。用好眼、耳、鼻、口、手这
些观察‘武器’，发挥想象，积
极思考，将会文思如泉。”刘波
涛老师说，写作时还要注意三大
点，第一是关注当下，第二是写
一些美好的事情，第三是字迹要
工整。采访尾声，万忆贝玟根据
采访内容向刘老师口述了一篇短
文，刘老师根据作文中的一些小
问题给予指正。

万忆贝玟告诉记者，虽然采
访时间不长，但是收获不小。通
过刘老师的讲述和指导，发现写
作原来如此简单有意义，更有信
心写出好作文了。

让快乐与写作同行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采访作文教学名师刘波涛

□文/图 见习记者 李宜书
在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团这个

大家庭中，来自漯河小学的小记
者万忆贝玟聪明可爱，学习努
力，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从小家人就告诉我，无论
做 什 么 事 ， 坚 持 和 努 力 最 重
要。”近日，记者采访万忆贝玟
时，她这样说。

万忆贝玟说，她从小喜欢传
统文化，从幼儿园就开始朗诵

《弟子规》《三字经》。上小学
后，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
趣，她主动报名加入漯河日报社
小记者团和漯河日报社小记者教
育综合体的国学讲堂，开始研读

《孟子》《中庸》等国学经典。
“我睡觉前经常让妈妈或姥

姥给我讲中国古代教育故事。比
如说铁杵磨针的故事，让我明白

了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有恒心，
一定会成功。”万忆贝玟告诉记
者。

万忆贝玟从四岁开始参加
市、省、国家级的朗诵比赛，曾
荣获“金牌主播”第二届全国青
少年播音主持儿童组二等奖和才
艺展示总分第一名；“曹灿杯”
全国青少年朗诵大赛河南总决赛
幼儿组一等奖、荣获“朗诵之
星”，并多次荣获语言类比赛金
奖和“精品艺术奖”。

在漯河小学二 （6） 班，作
为班长的她热心帮助同学，并把
听到过的有意义的历史故事讲给

同学们听，传播正能量。在2019
漯河首届亲子“故事大王”大赛
中，她获得了特等奖，大家称她
是“故事大王”。

爱好广泛的她成了班级、小
记者团的小明星。万忆贝玟坚持
每天早上阅读、背诵 、练习语
言基本功等。并在学习期间帮助
小朋友纠正语言中的错别字，课
余时间还坚持学习朗诵、播音主
持、相声、快板，还有书法、唱
歌和双排键等。

多才多艺的她曾担任市少儿
春晚的主持人，参加漯河市春晚
音乐情景剧 《美丽漯河》 的演

出，并担任主要角色；书法作品
入选“少年文化中国行抗疫书画
展”。她还是一名小小“红色文
艺轻骑兵”，先后多次参加共青
团漯河市委、市文联组织的下农
村、进校园、进社区慰问表演和
公益演出。

苦心人天不负，万忆贝玟在
上小学以来，获得了众多荣誉。
当被问及是怎么成为多才多艺的
学生时，万忆贝玟甜美一笑，
说：“我家分工明确，文化课是
妈妈和姥姥辅导，艺术课是姥爷
教。他们的身传言教告诉我，学
习贵有恒，坚持不懈才能成功。”

多才多艺的小女孩
——记漯河日报社优秀小记者万忆贝玟

翟庄中心小学副校长郑小红为小记者颁发荣誉证书翟庄中心小学副校长郑小红为小记者颁发荣誉证书。。

万祥街小学副校长李永权给小记者颁发荣誉证书万祥街小学副校长李永权给小记者颁发荣誉证书。。

人民路小学副校长曹慧霞为小记者颁发荣誉证书人民路小学副校长曹慧霞为小记者颁发荣誉证书。。

小记者万忆贝玟采访刘波涛老师小记者万忆贝玟采访刘波涛老师。。

比赛前球员合影比赛前球员合影。。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李宜书李宜书 摄摄

召陵区实验小学校长林卫华为小记者颁发荣誉证书召陵区实验小学校长林卫华为小记者颁发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