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记者 盛子昂
我跟妈妈逛书店时买了一

本书——《想赢的男孩》。书
中的故事虽不跌宕起伏，但我
的心紧紧地被辛可夫这个小男
孩的命运牵动着。

这本书的主人公辛可夫是
一个普通甚至有些缺陷的男
孩。从小他就是一个失败者，
不管是赛跑、考试，还是称体
重、砸石头，他都没有赢过。
上学以后他输得更惨。因为身

体协调性的问题，他写的字被
老师批评“惨不忍睹”。上课
时，他总是傻里傻气地大笑，
影响其他同学学习，最后被老
师安排坐在角落里。他在地理
考试中得过唯一的一次优，结
果还遭到同学们的讽刺和嘲
笑。踢足球时的他是一个“盲
脚客”，经常碰不到球反而踢
到队友的脚，有时还会踢出乌
龙球。四年级的户外运动日
中，他慢腾腾的跑步速度导致
自己的队伍和冠军擦肩而过。
所以五年级的时候，这个被班
里同学称为“废物”的小男孩
被所有队拒绝了。他想交朋
友，但是邻居和同学都不愿意
接受他的友情。

辛可夫虽然常常与“赢”
擦肩而过，但他从不沮丧悲
观，从没在乎过输赢。他用善
良和阳光，面对生活中的不
顺。被老师批评时，他笑着对
老师说“谢谢你”；当朋友不
高兴时，他愿意把最好的东西
送给朋友；为了和邮递员爸爸

一起上班，他给一百户人家写
了一百封信，哪怕信上只有短
短的几句问候。特别是在一个
糟糕的雪天，当得知他的朋友
克劳蒂亚失踪了，他冒着风雪
寻找，直到晕倒也没有放弃。

学习不好的辛可夫却由衷
地热爱着学校，每天上学总是
第一个到校。即使是刚做完手
术，他还企图偷偷溜去上学。
遭到排挤的辛可夫真心地对待
他的朋友和同学，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他们，而且不求回报，
即使他们瞧不起他，觉得他邋
里邋遢，反应迟钝。从没赢过
的辛可夫快乐地坚持着每件事
情，即使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
败，也绝不放弃。

辛可夫凭着他的那份坚定
的信念和不放弃的精神，最终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正如这本
书封面上印的两行字“谁都有
颗想赢的心，但不是谁都输得
起”，一个坚持着自己脚步不
断向前的人，有什么理由不会
赢呢？

《想赢的男孩》读后感

■本报记者 张腾飞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想

赢的男孩》，曾荣获国际文学
奖，这是一部描写童年与成长
的励志小说。它让我们明白：
不论现实中输掉了多少次考
试、比赛，只要找到内心独有
的力量，就能赢得真正的成
长。”在小记者荐书会中，小记
者盛子昂说。

这本书英文名原为 《Los-
er》，是“失败者、失意者”的
意思，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
喜好，翻译老师就将这本书翻
译为《想赢的男孩》。也正是这
个翻译，吸引了作为男孩子的
盛子昂。

盛子昂介绍说，主人公是
一名叫辛可夫的小男孩。在他
整个小学阶段，似乎一直在
输：控制不住自己在课堂上的
表现，总是笑到老师无法上
课；喜欢踢球，但有时会把球
踢进自己队的球门，还会在对

手队赢的时候使劲为他们欢
呼；写的字连老师都辨认不出
来；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
因为总是会被他连累。然而，
即便输成这样，辛可夫还是找
到了内心独有的力量，那是无
法用学习成绩来衡量的人生动
力，那是真正赢得成长的秘密。

该书共三十章，书中的插图
绘制精心，朴实、简洁的画风，
与文字交相辉映，能很好地将书
中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小记
者面前。同时，作者杰里·斯皮
内利是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纽伯瑞金奖得主，美国儿童文学
界最具天赋的小说家之一。他有
6个孩子、21个孙子、孙女。孩
子们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灵
感和素材，他深深明白正确地面
对输赢对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
么，《想赢的男孩》的灵感就来
源于此。

小记者不妨读一下这本描
写童年与成长的励志小说。

“小记者荐书会”推荐书目
《想赢的男孩》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俱乐部由
漯河日报社和市教育局联合发起
成立，每年通过举办200多场次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小记者在了解
家乡风土人情、发展变迁、传统
产业的同时，综合素质得到全面
提升，赢得了学校和家长的认
可。如今，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已
经遍布我市各中小学校。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俱乐部有
《漯河日报》《漯河日报·小记者
刊》《漯河晚报·小记者专版》、
漯河日报小记者网、漯河日报小
记者官方微信、漯河发布六个发
布平台。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俱乐部在

2019 年征集研学基地的基础上，
现面向漯河市、河南省乃至全国
征集2020年度漯河日报社小记者
研学基地。

征集对象：景区、书店、影
城、休闲场所、美食餐饮、民生
服务、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卫
生医疗、交通运输、品牌连锁机
构、农家庄园等。

联系地址：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部 （市区嵩山东支路新闻大厦
601室）

洽谈热线：
0395—3134517
17639595777
联系人：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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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6 2020年10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苏艳红 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了解更多小记者活动了解更多小记者活动
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政策信息
投诉建议

新闻监督热线新闻监督热线
13939500232
16639566116

■习作园地

科学技术像一缕阳光，照亮了
祖国走向繁荣强盛的道路。科学技
术像一道绚丽的彩虹，托起了民族
复兴的希望。邓小平爷爷曾说过，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如果科技不
发展，我们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
打，发展科技是颠扑不破的真
理。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
其来，为了打赢这场战役，全国各
地医务人员带着各类医疗设备迅速
支援湖北，抗疫战场上与科技有关
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来。

为了救治更多的患者，雷神山
和 火 神 山 在 “ 北 斗 ” 导 航 和

“3D”打印技术的助力下，仅用不
到十天便建成并投入使用；为了减
少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无人清扫
车、消毒无人机、自动售药机、在
线医疗大显神通，快递无人机、配
送机器人等加入物流大军；为了遏
制新冠病毒，科研人员日夜奋战在
实验室研制疫苗。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说“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
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
大疫离不开科学技术发展和技术创
新。”科技创新帮助我们战胜了疫
情，保卫了祖国。

北斗导航系统让我们摆脱了对
GPS的依赖，导航定位不再受制于
人；华为5G技术让我们立于世界
信息时代的前头；“墨子号”量子
通信卫星让我们的信息绝对安全保
密，再也不用担心被他国窃取……
正是这些强大的科技，才让我们越
来越自信，才让祖国在国际舞台上
掷地有声。

毛主席曾经说过，“科学技术
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
好”。只有科技强大了，祖国才能
更强大。少年强则国强，我愿意努
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
己的创新能力，为科技强国奉献自
己的力量。

辅导老师：蔡贺蝶

科技托起强国梦
市第二实验小学六（3）班 马辰菲

■本报记者 王 培
10 月 21 日～24 日，漯河日

报社小记者部开展的以“作文就
在身边”为主题的系列专题讲座
在漯河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召陵
区翟庄中心小学、召陵区人民路
小学及新闻大厦相继举行，作文
教学名师刘波涛作为主讲人，为
小记者带来一堂生动的写作课，
分享写好作文的秘诀。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漯河日
报社小记者部联合我市多所学校
共同举办，邀请作文教学名师刘
波涛与师生共同分享如何写好作
文。刘波涛从事教学工作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作文教学经验，著
有 《作文就在身边》《写作动
力》等教学理论专著，其教学方
法新颖独特，擅长引导孩子观察
生活，记录真情实感。在作文教
学中，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
达，很多学生在他的指导下，作
文被发表在报刊或在征文大赛中
获奖。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
间，到学校、社区举办写作、家
庭教育方面的公益讲座。

讲座上，刘波涛通过风趣幽

默的语言，迅速把学生的积极性
调动起来，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现场气氛十分活跃。“写作就是
我们的第二张‘嘴巴’。”他向学
生们讲解了写好作文的重要性，
并通过生动形象的作文实例阐释
了如何进行作文写作，学生听得
津津有味，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
和掌声。“作文就在身边，我们
写作文要靠六大观察‘武器’：
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口来

尝、手来摸、脚来量。”刘波涛
向大家传授了写作文的秘诀。同
时，为了让大家更加直接地了解
如何写作，他拿出一个柚子让孩
子们通过观察和感受，从细节出
发进行生动具体的描写，从中学
习和感悟写作方法。

“我们正在学习看图写话，
但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今天
听了刘老师的讲座，我知道了
看 图 写 话 首 先 要 明 确 了 自 己

‘讲故事’的角色，其次要把握
图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等
要素，最后要说清楚图中故事的

‘起因、经过、结果’。有了这个
写作思路后，我觉得看图写话相
对轻松很多。刘老师还鼓励我们
要提高观察能力，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积累素材，我有信心一定会
写出好作文。”小记者盛子昂对
记者说。

小记者陈芳菲也有同样的感

受，通过参加周末讲座清楚了写
作是怎么一回事、写作要写什
么、作文怎样写等，现在对写作
文有了浓厚的兴趣。

在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刘
波涛与学生们互动，生动翔实的
事例、幽默风趣的语言，让整堂
讲座生动有趣，作文讲座变成了
趣味课堂，受到大家的热烈欢
迎。学生听后纷纷表示获益良
多，为写好作文增添了信心。

作文讲座变趣味课堂

欢迎各位小记者们来到本
期的“阅读能力提升”专栏。
今天我们阅读迟子建的《时间
怎样地行走》，对于不同年龄
的读者，时间流走又有什么不
同的含义与特点呢？让我们一
探究竟。

时间怎样地行走

■迟子建
墙上的挂钟，曾是我童年

最爱看的一道风景。我对它有
一种说不出的崇拜，因为它常
管着时间，我们的作息似乎都
受着它的支配。到了指定的时
间，我们得起床上学，得做课
间操，得被父母吆喝着去睡
觉。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没
睡够不想起床，在户外的月光
下还没有戏耍够不想回屋睡
觉，都必须因为时间的关系而
听从父母的吩咐。他们理直气
壮呵斥我们的话与挂钟息息相
关：“都几点了，还不起床！”
要么就是：“都几点了，还在
外面疯玩，快睡觉去！”这时
候，我觉得挂钟就是一个拿着

烟袋锅磕着我们脑门的狠心的
老头，又凶又倔，真想把它给
掀翻在地，让它永远不能再行
走。在我的想象中，它就是一
个看不见形影的家长，严厉而
又古板。但有时候它也是温情
的，在除夕夜里，它的每一声
脚步都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
可以在子时钟声敲响后得到梦
寐以求的压岁钱，想着用这钱
可以买糖果来甜甜自己的嘴，
真想在雪地上畅快地打几个
滚。

我那时天真地以为时间是
被一双神秘的大手放在挂钟里
的。它每时每刻地行走着，走
得不慌不忙，气定神凝，不会
因为贪恋窗外鸟语花香的美景
而放慢脚步，也不会因为北风
肆虐、大雪纷飞而加快脚步。
它的脚，是世界上最能禁得起
诱惑的脚，从来都是循着固定
的轨迹行走。我喜欢听它前行
的声音，总是一个节奏，好像
一首温馨的摇篮曲。时间藏在
挂钟里，与我们一同经历着风
霜雨雪、潮涨潮落。

我上初中以后，手表就比
较普及了。我看见时间躲在一

个小小的圆盘里，在手腕上跳
舞。它跳得静悄悄的，不像墙
上的挂钟那么清脆悦耳，“滴
答——滴答——”的声音不绝
于耳。手表里的时间给我一种
鬼鬼祟祟的感觉，少了几分气
势和威严，所以明明到了上课
时间，我还会磨蹭一两分钟再
进教室，手表里的时间也就因
此显得有些落寞。

后来，生活变得丰富多
彩了，时间栖身的地方就多
了 。 项 链 坠 可 以 隐 藏 着 时
间，台历上镶嵌着时间，玩
具里放置着时间，至于电脑
和手提电话，只要我们一打
开它们，率先映入眼帘的就
有时间。时间如繁星一样到
处闪烁着，它越来越多，也
就越来越显得匆匆了。

十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北
京第一次发现了时间的痕迹。
我在梳头时发现了一根白发，
它在清晨的曙光中像一道明丽
的雪线一样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知道时间其实一直悄悄地躲
在我的头发里行走，只不过它
这一次露出了痕迹而已。我还
看见，时间在母亲的口腔里行

走，她的牙齿脱落得越来越
多。我明白时间让花朵绽放的
时候，也会让人的眼角绽放出
花朵——鱼尾纹。时间让一棵
青春的小树越来越枝繁叶茂，
让车轮的辐条越来越沾染上锈
链，让一座老屋逐渐驼了背。
时间好似变戏法的魔术师，突
然让一个活生生的人瞬间消失
在他们辛勤劳作过的土地上，
我的祖父、外祖父和父亲，就
让时间给无声地接走了，再也
看不到他们的脚印，又能在清
冷的梦中见到他们依稀的身
影。他们不在了，可时间还
在，它总是持之以恒、激情澎
湃地行走着——在我们看不到
的角落，在我们不经意走过的
地方，在日月星辰中，在梦
中。

我终于明白挂钟上的时间
和手表里的时间只是时间的一
个表象而已，它存在于更丰富
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在行
走，时间就会行走。我们和时
间如同一对伴侣，相依相偎
着，不朽的它会在我们不知不
觉间，引领着我们一直走到地
老天荒。

迟子建：《时间怎样地行走》

■本报记者 孙 震
曲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

宝 ， 蕴 含 着 语 言 、 情 感 、 认
知、思维、审美、创造等多方
面 的 教 育 价 值 。 10 月 23 日 下
午，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邀请
我市曲艺名家宋清文老师走进
召陵区实验小学为 200 余名小记
者作 《传统文化进校园》 公益
讲座。

在二楼会议室，“传承传统
文化，曲艺名家进校园”公益讲
座如火如荼地进行。召陵区实验
小学校长林卫华与在场老师、小
记者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曲艺文化
的独特魅力。宋清文，字秋水，
号石愚斋主，中国曲艺家协会会
员，漯河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中国书画研究会会员；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漯河市
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楹联
学会会员；国家一级篮球裁判。
宋清文老师首先深入浅出地介绍
了中国曲艺的种类、特点，随后
详细讲述了相声的发源、发展、
发扬的全过程，分享了我省相声
界数代传人的艺术生涯和自己学
艺的经历，并教导小记者学习老
一辈艺术家刻苦钻研、迎难而上
的宝贵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加以

传承和发扬，努力学习、报效祖
国。现场频频响起热烈的掌声。
林卫华代表召陵区实验小学对宋
清文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他鼓励学生积极学习中国传
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
文化瑰宝，更重要的是要学习
和发扬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为实现“中国梦”而学习
奋斗。

公益讲座寓教于乐，既有
理 论 讲 述 ， 还 有 名 家 现 场 表
演，由宋清文和徒孙启明共同
表演的相声和快板，引起在场
师 生 的 阵 阵 掌 声 。 下 午 的 讲
座上，小记者们全情投入，一
个个听得全神贯注，纷纷拍手
叫好。公益讲座结束后，宋清
文老师在林卫华校长的陪同下
来到三楼书法教室为正在上书
法课的小记者指导。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组织曲
艺进校园公益活动，既让小记者
在愉快的氛围中体会到传统艺术
的魅力，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又能开阔艺术
视野，提高艺术修养，促进小记
者的全面发展。希望小记者通
过这次活动，打开通向艺术世
界的大门。

让学生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文/图 见习记者 李宜书
“小记者们，你们知道陈星聚

吗？”“他是一名抗法英雄，是当
之无愧的民族英雄。”10 月 25
日，在新闻大厦三楼会议室，漯
河日报社小记者部邀请我市知名
剧作家余飞为大家讲陈星聚的故
事。当天，共计300多名小记者参
加。

大讲堂上，余飞还未开讲，
小记者们说：“余飞老师，您快给
我们讲讲这位英雄吧！”

“在临颍县台陈镇有一名伟大
的民族英雄，他叫陈星聚。”开讲
后，余飞老师娓娓道来，课堂气
氛十分活跃。“陈星聚是晚清时期
人，家在台陈镇，清朝光绪年
间，他在台湾担任知府。他曾率
领台湾人民抵御法国侵略者，取

得了台北保卫战的胜利。在台陈
镇，有陈星聚纪念馆……”陈星
聚的故事让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

郾城区第二实验小学的小记
者李明泽告诉记者，“我老家是临
颍的，但是没有去过陈星聚纪念
馆，听了余飞老师讲的故事后，
我非常钦佩陈星聚了，放假我一
定去他的纪念馆看看。”

“为了也让小记者更全面地了
解民族英雄陈星聚，了解漯河这
片热土上涌现的英雄，我们专门
请了余飞老师为小记者上一堂别
开生面的历史课。”漯河日报社小
记者团负责人告诉记者，余飞是
我市知名剧作家，系中国剧协会
员、河南作协会员、河南戏剧文
学学会理事，对我市的历史文化
和人物很有研究。

听英雄故事 受爱国教育

小记者听余飞老师讲陈星聚的故事。

首先，文章以人生过程为
线索。以“童年”“初中”“后来”

“十几年”等词引出不同时间节
点作者的独特思考：童年时代
感受到人的生活和快乐，受时
间的支配。青少年时代由冷落
时间到感受时间无处不在。成
年以后由感受时间隐藏在生活
里，到领悟时间对生命的引
领。全文贯穿了作者对时间的
不同感悟：如小时候贪玩而痛
恨时间的管束；初中时漠视时
间而不刻苦学习；后来对时间

麻木而无所作为；十几年前发
现白发而感叹时光飞逝；现在
明白应该和时间一起行走。

其 次 ，文 章 采 用 多 处 象
征。“象征”指借用某种具体的
形象的事物暗示特定的人物或
事理，以表达真挚的感情和深
刻的寓意。它能丰富人们的联
想，给人以简练、形象的实感，
表达真挚的感情。作者用不同
的事物象征不同阶段的时间流
走，使文章更有深度，我们在读
散文时，会感觉到作者含蓄的

情感。但如果我们能理解作者
所用的象征手法，更能帮助我
们与作者产生共鸣。

最后，语言丰富，文字优
美。文章多处用比喻、拟人的
手法。看到这些生动有趣的描
写叙述，不禁让读者会心一笑，
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记者在赏析句子手法的时，
不仅要了解写作手法，更要将
其作用了解清楚，同时根据语
境来赏析一篇文章。

时光无涯，行者无疆。根

据自然界的规律，我们总是慢
慢成长，渐渐懂得生命的意
味。而时间却一刻也不肯停
留，我们不可避免的老去，或许
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们能
更加明了时间行走的意义，更
加留心时间留下的印记。“我看
见时间在……中行走……”小
记者们不妨用这个格式，尝试
写下自己在生活中发现的时间
留下的痕迹，在阅读之余学习
名家作品的写作技巧，提升写
作能力。 张腾飞 整理

伴着时间的脚步走向成熟
——赏析《时间怎样地行走》

翟庄中心小学讲座现场。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召陵区人民路小学讲座现场。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