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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第一天，新课本发下
去，同学们都在开开心心地讨论
假期趣事，讨论新课本的内容，
一大堆书本的包装纸堆在教室
角落，却没人打扫。大家嘻嘻哈
哈，我也默不作声。我想看看同
学们对班级事务的关心程度，会
不会有人组织大家把垃圾收拾
起来倒掉？会不会有某位同学
主动把垃圾扔掉？过了两节课
我再次来到教室，大家依然很兴
奋很热闹，那一大堆垃圾也很猖
狂，依然盘踞在角落里。同学们
的班级荣誉感非常强，为什么这
件事没有人管呢？学生的集体
荣誉感和班级责任感还需要引
导，常提常新，这是一个绝佳的
教育契机。

我问学生：“新书都收到了
吗？”学生很开心：“收到了。”“包
装纸呢？”学生：“在后面。”“嗯？
包装纸怎么还留在教室？要用来
装扮教室啊？”

“包装纸堆在教室这么久，我
原以为班干部会组织大家打扫一
下，我也希望会有某位同学主动
把垃圾扔掉。我们班级能做事
情、愿意做事情的同学很多，但是
今天到第二节课了，我还是没有
看到大家的行动，这说明大家对
班级事务还是不够留心。好的卫
生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维护。班
干部就是班级的‘小家长’，要关
注班级变化，主动管理班级；每位
同学都要做班级的‘有心人’，积
极参与班级活动，不怕吃苦，不怕
吃亏，以能为班级做事情、让班级
变得更‘美’为荣，这才是一个好
的班级。”

紧紧抓住这个契机，我又引
导学生：“新学期，新气象。新学
期我们也要想一想，每个人都可
以为班级做什么，让我们的班级
变得更好？”

有 的 学 生 说 ：“ 我 会 写 书
法。”于是，我们班级就有了“宁
静致远”的字画，也有了“为学深
知书有味，观心澄觉室生光”的
对联。有的同学说：“我会画
画。”于是我们新学期装饰橱窗
和黑板报有了人选。有的同学
说：“我擅长规划，我可以提醒同
学们做好学习规划。”于是班级
新 学 期 的 学 习 规 划 着 手 制 定
了。有的同学说：“我喜欢读
书。”于是我们班级的图书角有
了负责的同学……班级的班干
部也同样被我以各种“天赋”赋
予合适的职位安排，大家都各司
其职。

一个好的班级除了教室卫
生整洁美观，有灵动新颖的文
化布置，更需要有“美”的内核
——积极向上的拼搏状态和精
神面貌。

于是，我们又趁机制定了本
期班级的奋斗目标，为了将班级
目标的落实具体化，我趁机拿出
一张“班级能量瓶”张贴起来。我
希望通过“班级能量瓶”，积攒班
级的正能量。班级整体取得比较
大的进步就可以获得一颗能量，比
如小测全班一次过，校风先进班集
体评比班级获得前三名，作业全班
按时高质量完成，课堂认真听讲被
科任老师表扬等等，我们都可以获
得一颗能量。班级中有突出的个
人或全体，也可以为班级积攒一颗
能量。班级的第一颗能量来自班
级的10位男生，10位男生冒雨搬
回班级的新书，这样的担当行为为
班级赢得了一颗能量。我们约定，
当“班级能量瓶”中的能量积累到
20颗时，我们就可以兑换一次自由
课或电影一部。

抓住开学初的这次教育契
机，我们将新学期的要求、目标和
期待都填得满满的。“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我们的新学期是
班级所有同学众志成城、齐心协
力不断进步的开始。

（作者系厦大附中教师）

人的一生由无数个时刻衔接成线，有些时
刻反反复复出现，或无心，或刻意。

上了高中，只放月假。返校前，爸爸总让
我跟奶奶说一声。“说一声”无非就是说句“奶
奶我去上学了”，我总是觉得麻烦、没必要，但
爸爸在这点上异常坚持。于是我总是背着沉
甸甸的书包，一步一颠，匆忙而又熟练地跑过
门前空地，到奶奶住的一层楼，在卧室门口探
头，在厨房门口张望。找到坐在床头佝偻着给
膝盖抹药，或是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择菜的奶
奶，我操着不太熟练的本地话，用固定的音调
说出那句：“奶奶我去上学了。”接着看着奶奶

抬头，笑着应答“好，好……”到这，我就完成任
务了，利落转身，报告爸爸，上车返校。

有时在卧室和厨房都没见着奶奶，流程就
更简洁了，只需跟爸爸说奶奶不在，就可以应
对爸爸的坚持，又避免我的不自在。

某次时间充裕，我带着不耐烦的怒气，向
爸爸问出了长期的疑问。左右不过一句话，也
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就算我不说奶奶也知道，
为什么每次都要做足形式，专门去说一声呢？

爸爸顿了顿，轻声说：“奶奶年纪大了，说不
准哪天就突然走了，你上学前跟她说一声……”
爸爸嘴唇张合几下，最终还是把话截断在这了。

委婉又直白。
一直以为，“死亡”是一个敏感忌讳的话

题，在本地民俗中更是如此。因为忌讳，所以
长辈提到某个去世的同乡都得压低声音。自
从历经亲人的离世，见到父母的悲恸号哭，我
便不敢再提及相关字眼，怕刺伤未能忘却释怀
的人。

而此时这个话题还是被提出了。愣怔过
后，是后知后觉。原来那一句话不只是普通的
报告，它也被给予告别的色彩。像是每月定期
的存档，在未知的死亡面前，一次次刷新着双
方留在对方脑海中的面孔与记忆，当死亡真正

来临的时候，心中的遗憾与后悔或许能消减一
些——至少我与她正式道过别。

经此，原本单薄无趣的形式，变成了一场
场盛大厚重的仪式。我不再匆匆得到答复就
转身，而是在那几秒钟内，用视线临摹奶奶的
身形，记住她脊背佝偻的弧度，记录她膝盖外
翻内翻的角度，刻画她脸上的沟壑，最后在脑
海里保存她那腼腆的笑，并祈祷着下一次无用
的告别。

那些预备告别的时刻，精心准备而又简单
朴素，却是抵御人生无常的坚实的盾牌。

（指导老师：陈晓华）

清晨的阳光如绸缎般柔和，轻轻地洒在教室那一
排排整齐的桌面上。窗外，树叶间隐约可见的小鸟们
伴随着晨风，欢快地唱着悦耳的歌曲，它们的旋律似
乎在预示着即将开始的一天会充满欢声笑语和新奇
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教室，空
气中回荡着他们朝气蓬勃的朗读声。那声音在教室里弹
跳，仿佛给四壁涂上了有活力的色彩。上课的铃声准时
响起，宣告着学习新知的序幕即将拉开。

老师踏入教室，神情从容，她的目光扫过一张张期待
的面孔，最终停留在了刘小明的身上。“今天由一位同学
来发书，就让刘小明来负责吧。”老师的话音刚落，同学们
顿时窃窃私语起来。刘小明，我的同桌，他的成绩向来不
理想，时常成为老师批评的对象。然而今天，老师的选择
出人意料，让所有人都感到诧异。

刘小明自己也是一脸困惑，他犹豫了片刻，但在捕捉
到老师鼓励的眼神后，他终于站起身，稳重而坚定地走向
存放课本的地方。他开始分发书本，动作迅速而精准，仿
佛在无声地证明着他的能力。很快，轮到了我。我的眼
睛紧紧盯着那本全新的教科书，心中的喜悦如同绽放的
花朵，无法言喻。

刘小明来到我们这桌，他抱着书本，伸手递给我一
本，却又将手中的书收回，递给我另一本。我并未多
想，只是低头翻阅起来。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小
小的瑕疵——书页上多了一个折痕。心中的明灯瞬间
亮起：“难道刘小明是故意给自己留下了好书，给我的
是……”

由于正在上课，我压下了心头的波澜，待到下课铃
声“释放”了我们，我才找到机会与刘小明交谈。“我们
能不能换一下书？这本似乎是我之前的那本。”我试探
性地提出。

“行吧。”刘小明的回答简单而干脆。当他拿出自
己的那本书时，我却愣住了。那本书边角翻卷，封面沾
满了污迹。刘小明微微一笑，“没事，包上书皮还能继
续用。”

我的内心涌起了深深的愧疚：“对不起，我误会你了。”
“没事。”刘小明的回答依旧简单，但他的眼神中流

露出一丝温暖和宽容。
自那以后，刘小明不仅是我的同桌，更成了我的好朋

友。我经常帮他补习功课，而他的学习成绩也在稳步提
升。我们的友谊在互帮互助中愈发深厚，就像早晨的阳
光一样，给予了我们无尽的温暖和希望。

（指导老师：方小娟）

发 书
■市三实小 六年（2）班 翁宁羚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蛇年元宵节如期而至，处处张灯结彩，喜
气洋洋。今年元宵节恰逢蒙蒙细雨，千丝
万缕飘挂在天地之间，我的家乡福建省平
和县演绎着一场特别的龙艺表演，挑战吉
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世界上最长的龙艺！

“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
梦。”夜幕悄悄降临，细雨洒在广阔无垠的
天地间，洒在大街小巷的灯笼上，洒在川
流不息的人们身上。虽然天下着雨，但街
上依旧人山人海，丝毫不减平和人民观看
龙艺的热情。我穿上小雨衣，跟着爸爸妈
妈来到街上。

远处传来“咚咚咚”的震天锣鼓声，一
条望不到尽头的“巨龙”在细雨中缓缓地
蜿蜒而来。这条“巨龙”共 125 节，400 多
米，身穿五颜六色的彩衣，错落有致，闪烁
着霓虹的五色光芒，俨然扑朔迷离的真龙

在穿越，在曼舞，在盘旋。蒙蒙细雨洒在
龙身上，洒在彩灯中，折射出缤纷的光芒，
整条龙艺就像一条在云雾中穿梭的彩虹，
美轮美奂，飘飘渺渺。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巨龙”开
始舞动起来。它时而腾空而起，时而俯冲
而下，时而盘旋扭动，活灵活现，仿佛飞龙
在天傲然驰翔。我紧紧盯着“巨龙”，生怕
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瞬间。

近了，近了，龙艺近在咫尺，125节龙
身逐一映入眼帘，涌进大脑深处，融入我
的细胞：每一节龙艺都是浮雕的龙鳞作为
底座；每一节龙艺都是一种造型，125 节
125个塑像，没有一个雷同，有“奇、秀、险”
的灵通山，有古朴典雅的“六成楼”，有布
达拉宫之称的平和柚海景观，有气势恢宏
的“福建舰”航母，有《红楼梦》中的“大观
园”……无不让人惊叹龙艺人的精湛技

艺，无不让人惊呼龙艺人的丰富想象；每
一节龙艺上端坐着一个善童靓女打扮而
成的戏剧人物形象，有仪表端庄的状元
郎，有貌美如花的大家闺秀，有肚里能撑
船的宰相，有智勇双全的哪吒……惟妙
惟肖，栩栩如生，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无不
令人欢呼雀跃。

突然，广播里传来激动人心的声音
——恭喜平和县龙艺成功创造吉尼斯世
界纪录！我兴奋得手舞足蹈，脸上洋溢着
自豪的笑容。我为我的家乡感到骄傲，我
为能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而骄傲。平
和，真了不起！平和人民，太伟大了啊！

这次雨中观龙艺的经历，将成为我一
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我期望能看到更多
精彩的民俗非遗活动，能感受到更多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指导老师：游贵阳）

雨 中 龙 艺
■平和县金华小学 四年（5）班 卢晨熙

我的家乡地处闽南沿海，元宵之时，
这里都会举行一场古老而独特的民俗活
动——穿灯脚。这一天，家家户户张灯结
彩，晚饭后，大家都庄重而虔诚地等待着
这一仪式的到来。

穿灯脚活动开始前，村民们通常会在
保生大帝庙前堆起火堆，由一些健壮的少
年抬着神明跳过去，俗称“跳火堆”，寓意
消灾免祸。紧接着穿灯脚活动就开始了，
穿灯脚的队伍便在婆婆或老妇人的陪同
下，沿着保生大帝庙、东安戴氏家庙、东安
戴氏俨诺堂等顺序行走。沿途人山人海，
前来观看者络绎不绝，整个村庄都沉浸在
一片欢声笑语之中。

在一片哗然声中，新娘和小媳妇们从
祠堂的右侧边门进入，在众人的围观下，
这些新娘一个个显得腼腆局促起来，脸上
的红晕在灯光的辉映下愈加明显，就像一
朵朵娇羞的玫瑰，煞是好看！她们迈着小

步子，沿着墙根绕到摆着祖先牌位的“祖公
龛”前，然后回身从“八角亭”灯前走过，并
领取灯花。她们举着甘蔗，口中还念念有
词。在家乡甘蔗是吉祥之物，寓意生活节
节高，至于口中念的是什么，我并不知晓，
但猜想应是祈求生活幸福美好之类的祝
福话语。此时，前来“吃瓜”的群众最是乐
呵，妇人们窃窃私语，评论着哪家的媳妇
最好看；挤在灯下的小男孩和小青年则会
争相喊叫，或抛上点燃的鞭炮，或高声喊
着吉祥话，为整个活动增添了几分热闹和
喜庆。

来看热闹的我们也跟着起哄，与堂弟
们争着抢着抛鞭炮，可能是过于激动和紧
张，堂弟的鞭炮点燃后并没有成功扔出
去，我见状急忙拉住尾端用力一抛才将这
场“大风暴”给制止了。放炮危机并没有
打消我们的兴趣，我们也在场下叫喊着许
多吉祥话——“吉祥如意，平安喜乐……”

然后又紧跟着新娘到处乱跑，好不快活！
听奶奶说，穿灯脚活动不仅是对新婚

夫妇等的祝福，更是对祖先的一种告慰和
敬仰。通过这一活动，人们不仅表达了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还传承和弘扬了
闽南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

如今，这一习俗在漳州市已被列入第
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上千年的历
史，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据说穿灯脚是
由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兵将从中原带来漳
州，并随着移民带到台湾，因此在海峡两
岸广为流传。

虽然时代变迁，社会进步，很多传统
习俗渐渐流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穿灯脚
这一古老习俗仍然被当地人民所珍视和
传承。它不仅是一种民俗活动，更是一种
文化立碑和精神寄托，承载着漳浦人民的
乡愁和记忆。

（指导老师：黄慧敏）

家 乡 习 俗—— 穿 灯 脚
■市实小 六年（10）班 张昊

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看到了一个外国人的
面孔，他瘦瘦的，鼻梁高高的，有一头深棕色的短发，笑
起来很温暖，让人觉得很友好。他用一口不太标准的
普通话跟观众们打招呼：“大家好，我叫埃文·凯尔，大
家过年好！”

我好奇地问爸爸妈妈他是谁，为什么中国的春晚
上会出现一个外国人？爸爸妈妈告诉我，他的名字叫
埃文·凯尔，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国人
民的好朋友。

原来，埃文·凯尔叔叔是一个美国人，有一天，他获得
了一本二战相册，其中包括一些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他
知道这些照片很重要，不能让它们落到坏人手里。于是，
他拒绝了那些想买照片的人。后来，他把相册赠给中国，
并收到了领事馆回赠的一封信件和象征珍贵友谊的中国
瓷器。爸爸妈妈告诉我，这件瓷器很珍贵，是中国的“国
礼瓷”，只有 3个外国人收到过，第一位是加拿大医生白
求恩，他曾经救过无数中国人的生命；第二位是德国人约
翰·拉贝，他用自己的努力，在南京大屠杀时保护了很多
中国人；第三位就是埃文·凯尔叔叔。

2024年，埃文·凯尔叔叔来到了中国，去了北京、天
津、上海、南京等好多城市。他每到一个地方，大家都非
常欢迎他，像对待好朋友一样热情地招待他，让他在中国
玩得很开心。除夕晚上，他带着中国送给他的礼物，参加
了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我在电视上看到埃文·凯尔叔
叔笑得很开心。我想，他一定是因为能够帮助我们记住
历史而感到高兴。我觉得，他真像一个超级英雄，因为他
不怕困难，勇敢地站了出来，做了正确的事情。

知道了埃文·凯尔叔叔的故事之后，我决定向他学
习，做一个勇敢、善良的人。如果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我
一定会伸出手，尽力去帮助他们。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
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指导老师：曾燕梅）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埃文·凯尔

■二年级 张承烨

漳州古城 芗城实小 六年（9）班 王诗晗 （指导老师：韩爱华）

M 我爱我家
M 成长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