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爱春天的柳树。
当皑皑白雪逐渐消融，大地上

褪去了残存的点点浅白；当刺骨的
朔风渐渐离去，又到吹面不寒煦风
暖身的时候，一年之中最可人的季
节——春天，就来了。

春天在哪里？人们常说，春在
枝头。蜡梅早已凋落，迎春花黄色
的小朵渐次在枝头上绽放，是春
天；煦暖的东风剥去人们身上臃肿
的冬衣，是春天；绵绵细雨润湿了
干涸的泥土，是春天。但我以为最
能表现春色的，莫过于柳树；最善
解人意的，莫过于柳枝了。

天气渐暖，春风吹拂。清浅的
河水泛起涟漪，岸边的柳树开始融
入春天的氛围之中了。那些枝干
粗壮、树皮粗粝的柳树身上残存的
冬日肃杀却在柔细的枝条上褪去，
星星点点的绿意渐渐染上枝头。
一行行柳树，一枝枝柳条，绿意遥
看近却无。真佩服朱自清先生的
感悟，春色“只有些大意罢了”。这

“大意”一词何等贴切！
渐渐地，那柳枝上点出一串串

的嫩芽，浅黄的像梦幻般地若有若
无；不多久，那柳枝上冒出一串串
的嫩叶，嫩绿的，如婴儿蜷曲的小
手。雨水过后，天气渐暖，柳叶像被
春雨唤醒了似的，从紧握的拳头变
成修长的月牙，展平为完整的叶
片。柳叶的颜色也由浅黄、嫩绿变
成翠绿。轻风拂过，万千枝条轻盈
舞动，像极了少女飘逸的发丝，清漪
的水面上也映出柳枝婀娜的倩影。

惊蛰过后，万物
萌动。那柳叶早已
从梦幻般中苏醒，把
积攒整整一冬的能
量都释放了出来，快
乐地生长着。叶片
呈现出饱满的深绿
色，远远望去，万千
柳枝泻下一条条绿
色飘带，轻风掠过，

曼妙起舞，惹人心动。
江南的春天是从柳枝上的梦

幻开始的，春天的色彩也是从柳枝
上那一丝丝绿意开始的。如果说，
同样令人喜爱的秋季是枫叶“点”
出来的话，那最可人的春季就是从
柳叶上“染”出来的。柳叶将春天
来到人间的信息一点一点地染在

它的颜色上，染在盼春人的心头。
柳叶上染出最可人的春天。春风
杨柳万千条，春在柳枝头。

春意柳枝是那样的可人，也难
怪古代诗人们笔下留下了它们多
姿多彩的身影。我们感觉到了杨
柳风吹面不寒的微暖，观赏到了如
绦垂下的万条新绿，体会到了垂丝
绊路人的缠绵，品味到了柳丝轻柔
织就的无尽愁绪。当然，我们也看
到了“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
势便狂”的张狂，读出了“绊惹春风
别有情，世间谁敢斗轻盈”的恃美
而骄的神态。

是啊，袅娜多情的柳丝惹人
怜，惹人爱，惹人恼，惹人妒，是多
么正常不过的事呀！

乍暖还寒时节，我常常漫步江
边，看看江边一行行的垂柳。那些
柳树树干粗壮，树皮粗粝。树皮上
面布满皱裂成灰褐色的沟壑，像是
被时光揉皱的羊皮纸。微风拂过，
柳枝袅袅，整棵树像极了垂首梳发
的秀女，而坚挺的树干便是她沉稳
的脊梁。

我逡巡在这一行行柳树下，看
着沐浴在春光中的褐色的树干、柔
顺的柳枝、深绿的柳叶，似有所
悟。古人咏柳，大多借柳枝之柔
软、轻盈、飘逸，赋予它独有的情
感，或赞颂，或讽喻，或寄寓离情，
或借物抒怀，托物言志。他们的目
光大多聚焦于柳枝，尤其是婀娜的
春天的柳枝，那柔美的春柳怎能耐
住多愁善感的诗人的心？

一行行，一排排的柳树，沐浴
在春光里。在我的心中，春柳啊，
是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呈现在世人
面前的。她褐色的枝干与绿色的
叶片，一暗一明，一陈一新，不正是
沧桑生命与蓬勃新生的写照吗？
她粗壮的树干与柔细的枝条，一粗
一细，一刚一柔，不正是粗中有细、
柔而能刚品行的呈现吗？她沉稳
扎根大地的主干与飘逸舞动春光
的枝条，一静一动，一立一飘，不正
是以静驭动、动静相参处世哲学的
具象化吗？春柳啊，你刚柔相济，
你方圆兼修，立其身，驰其形，成了
春天里最有韵味的形象啊！

啊，春柳。
（作者系湘潭大学附属实验学

校教师）

位于湘江第一湾的湘潭人
杰地灵、历史悠久，享有红色之
城、文化之城、山水之城的盛
名，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为教
学实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宝贵
素材。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我以培养核心素养为出发点、
着力点和落脚点，将“我爱湘潭
我的家”群众性文明建设活动
作为读写课堂的实践任务，并
结合湘潭文旅资源，引导学生
在生活情境中学语文、用语文，
在生动活泼的实践活动中激活
学生的学习动力，构建了富有
时代气息的语文课堂。

万楼兴，湘潭兴。万楼见
证了湘潭 4个世纪以来的蓬勃
发展。它历史悠久，景色秀
丽。风车坪学校与万楼为邻，
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
此，课堂伊始，我从湘潭的名胜
景点出发，创设了“游万楼”主
题情境，鼓励学生们积极学习，
完成“我爱湘潭我的家”投稿任

务，有效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
趣与热情，为习作课堂注入了
真实的情感体验。

结合习作要素的具体要求
和学生的学习基础，我确立了
本课的学习目标，并安排了3个
层层递进的学习任务：“讲一讲
我的游览路线”“写一写心中最
美的那处景”“评一评让你印象
深刻的那处景”，让学习过程可
视化。学生们通过绘制万楼路
线图，学会了如何有序介绍游
览路线；在欣赏了万楼的灯光
秀和美景后，他们文思泉涌、妙
笔生花，创作了一篇篇充满童
趣和想象力的作品，点亮了心
中的美景，也增强了对莲城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课堂的尾声，学生们齐
声朗诵“人在湘潭，家在湘潭，
爱在湘潭”。这些质朴而温情
的文字激发了他们对家乡的热
爱以及建设湘潭的美好愿景。
我鼓励学生们去探索湘潭，感
受湘潭山水人文的魅力，并运

用在课堂上
学到的技巧
来记录游玩
经历，用文字
描绘湘潭之美，
用智慧为大美湘
潭添彩。

巧用莲城文化，
不仅能创新课堂形式，为
学生们带来更加开阔的学习
体验，还能推动地方课程建设，
让湘潭文化名片更加璀璨夺
目。

此外，为了培养学生的家
乡情怀，我在开学第一课上，将
湘潭特色建筑与新学期课程主
题深度结合，激励学生通过调
查、阅读等途径，自主挖掘城市
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走向。
学生们则精心绘制了“万楼图”

“莲城图”等艺术作品，并广泛
查阅资料，向师生们生动讲述
莲城地标的动人故事。

（作者系雨湖区风车坪学
校教师）

在四季的轮回中，校园静静
地伫立，如同一位智者，默默守望
着知识的田野。每当晨光熹微，
校训“学以致用，用以原道”在朝
阳的映照下，如同一座历史的灯
塔，照亮了学子们求知的航程。
这不仅是一句箴言，更是校园精
神的传承，引领我们走向知识的
殿堂。

穿过校门，一条宽阔的柏油
马路如同时光的轨迹，笔直向
前。青灰色路面拓印着深浅不一
的足迹，记录着学子们匆匆的脚
步。它又如同一条黑色缎带，在
香樟树影间蜿蜒穿行。春天，它
沾着玉兰的芬芳，秋日又铺满了
银杏叶，将无数个晨昏编织成泾
渭分明的年轮，记录着学子们成
长的点点滴滴。

循着柏油路的方向前行，五
层高的教学楼正散发着文明的光
辉，如同一座知识的宝库，蕴藏着
无限的智慧。教室宽敞且明亮，
墙壁上挂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激励
着学子们追求卓越。教室内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一应俱全，多媒体教学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

教学楼内还设有多个实验室，配备了先进
的实验设备。校史馆详细记录了学校的发展历
史。电脑室中的先进的计算机设备，则提升了
我们的信息技术能力。“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
今……”知识墙上的每一行字都在娓娓道来，诉

说着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更迭，激励着
我们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缓步走下教学楼的台阶，一片绿意
盎然的茵茵草毯展现在眼前。田径场
宛如一块天然织锦——深绿与浅碧的
草块如棋盘般交叠延展，四座球门如同
沉默的哨兵伫立其间。少年们奔跑的
身影搅动着斑驳的光影，飞溅的汗水折
射着骄阳的光芒，将“野蛮其体魄”的箴
言化作跃动的生命符号。

这片绿茵场既是运动的热土，更是
时光的容器。当足球划出青春弧线，跑
道丈量着成长刻度，这里便成了梦想的
孵化场，既承载着国旗升起时的庄重心
跳，也回荡着啦啦队呐喊的炽热声浪；
既有文艺汇演时流转的霓虹星海，更有
体育竞技中迸发的原始生命力。

这片土地不仅孕育着草木，更见证
着少年们拔节向上的轨迹，将每个起舞
的日子都编织进记忆的经纬。

纺中，在湘江河畔已矗立了六十余
载。它是学习的殿堂，亦是青春的舞
台。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变迁，它永远是

我们内心深处最温暖的地方。
（作者系岳塘区湘纺中学369班学生 指导

教师：彭芳）

我老家附近有一座老房子，屋顶上
灰黑色的瓦片看起来摇摇欲坠，缝隙间
长出葱绿的小草，丛密的青苔爬满它的
屋檐，门墙上的砖块也因岁月的侵蚀而
愈发松散。暗淡的色彩使它显得如此
孤寂，仿佛百年间无人在此居住。

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一位老婆婆，我
们称她为“电视奶奶”。由于没有子女
的照料，她的房子总是显得格外冷清。
第一次见她时，我便觉得她是童话故事
里的巫婆婆。她不苟言笑，手里总是拿
着一根长长的棍子，对我们这些活泼的
孩子总是很凶。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
她发起“挑战”——有时，我们会敲响她
的门，在她发现之前迅速躲到墙后；或
是趁她打盹时拿走她的长棍，看她那着
急的模样。后来我才知道，那不只是棍
子，那是她用来走路的工具。回想起这
些，我才意识到当时的自己是多么幼
稚。

或许是因为两家离得近，又或许是
因为祖母对她的同情，祖母总爱去她家
小坐片刻。我心中隐隐担忧，她会不会
向祖母告状，今天没有，那明天呢？我
希望祖母明天不要去她家。然而，祖母
却拿出一袋法饼——那是小孩子最难
以抗拒的诱惑，告诉我这是老婆婆送
的。那一刻，她不再是童话故事里的巫
婆婆。

天微微黑时，我们聚在客厅里看电
视。这时，她会拿着一条木凳来到我
家，远远地坐在客厅后面。祖母连忙招
呼她坐近些，却被拒绝了。如此反复几
次后，祖母也不再坚持。后来，我们给
她取了一个名字叫“电视奶奶”。弟弟
妹妹遇见她时总是这样喊，祖母也常常
这样打趣她。一来二去，便成了她独有
的称呼。

我慢慢长大，“电视奶奶”依然住在
那里。晚上，我家的门总是敞着，直到
夜深才会关上，像是不言而喻的秘密，
又像是心有灵犀的约定。

我一直以为她没有子女，然而某天
放学回家时，那座冷清的房子突然热闹
起来。我第一次见到房子里走出了年
轻人，看起来是一对夫妇。他们和祖母
诉说着什么。祖母面色沉重，而那妇女
早已红了眼眶。那神情我曾见过，我明
白，“电视奶奶”不会再来看电视了。

时光悠悠流转，曾经环绕在屋子前
的那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如今已不见踪
影。唯有这座老房子，依旧弥漫着挥之
不去的沉闷气息，仿佛在固执地坚守着
往昔的岁月。我已难以忆起她的模样，
唯有那袋诱人的法饼和那些灯光如昼
的夜晚，在记忆深处，依旧清晰如昨。

（作者系湘潭理工学院人文与艺术
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指导教师：
薛瑞众）

在许多人看来，好成绩似乎总与悬梁刺股
的刻苦学习密不可分。我既没有挑灯夜战至
深夜的热血经历，也没有写穿练习册的学霸

“勋章”。但我拥有被公交车扶手磨亮的校徽，
以及课间总被各种问题填满的大脑。

我逆袭的第一个秘诀，在于充分利用碎片
化时间。对我而言，我追求的并非单纯的分
数，而是真正掌握知识。我每天需搭乘半小时
的公交车去上学。但对我来说，这从来不是一
个枯燥的时间，而是脑海中一个个鲜活的知识
点。在有限的时间内，我可以学习无限的知
识，当公交车成为移动书房，堵车也成了馈赠
的复习时长。

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是我逆袭的第二个
秘诀。在上周整理作业练习题时，我注意到所
有的满分练习题都崭新如初，而那张布满醒目
红叉的生物练习卷却显得十分破旧。它记录
着我连续 9次在遗传题目上的“惨败”。如今，
它却成了我的“提分秘籍”，试卷上那些因反复
思考留下的褶皱，比标准答案更能引领我找到
知识的漏洞。

我的第三个秘诀是拥有强大的内心。当
同学们嘲笑我“连经纬线都不懂”时，我并未感
到难堪，而是害怕——如果现在为了面子而选
择沉默，等到中考那天，沉默就会变成刺眼的
空白。每当我在课堂上举手提问时，我都会在
内心默念：“考场没有尊严分，只有对错分。”那
些憋红脸的瞬间，实际上是在为我积攒攻克难
题的勇气。

最后，学习不应局限于书本，生活便是我
们最好的课堂。“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为什
么到了冬天，我们这里依然暖和，而北京已经
下雪了？”……在家时，我的弟弟总喜欢问一些
看似无趣的问题。尽管我常常打趣他，但我还
是会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当知识与生活经验
相结合时，它便褪去了晦涩难懂的外衣，变得
鲜活起来。

或许在许多同学眼中，我的方法犹如用树
枝对抗火箭炮。然而，正是这些看似笨拙的坚
持，让普通学生的书桌也能化身战略指挥部。
那些深夜苦读的星光，终将成为你眼中的光
芒；错题本上反复描红的笔记，将成为你丈量
世界的标尺。真正的旅程不会因为穿过哪条
河流而停滞，他们永远会为下一处风景心动。
当你合上笔盖的刹那，并非故事的终章，而是
新章节的扉页被风翻开的序曲。

你听——那些深埋心底的知识种子，正在
酝酿着破土而出的雷鸣。

（作者系湘潭市益智中学236班学生 指导
教师：杨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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