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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今天 什么什么看看

文艺，是文学和艺术的总称，是人们
对生活的提炼、升华和表达。文艺作品
是丰富多姿的社会关系、千差万别的人
物形象在艺术家头脑中长期孕育，并激
发他们将心目中的形象表现出来的结
果。本报开设《文艺天地》版面，内容设
置为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文艺作品鉴赏
（包括但不限于影视作品、书画作品、儿
童文学等）。欢迎给我们来稿交流。请在
文末标明您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银
行账号和开户行信息。

邮箱:jswmtl@163.com

眼下正值春节返乡之时，海豚AI学携手人
民网发起“文字里的家乡”系列读写公益活动，
日前邀请知名作家毕淑敏分享书写家乡的技
巧，并邀约全国青少年提笔写作，以“家乡”为主
题，自选体裁进行创作，共同构建家乡叙事。

日前，语文报社发起“吟咏成长，笔绘未
来”第二届中小学生公益诵读与写作活动，投
稿时间为2025年1月1日—5月31日，该活动
旨在进一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与弘
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

这些写作主题活动，呈现出中小学写作教
育蓬勃发展的态势。然而，不少业内人士指出，
受写作教育理念不够先进、写作教学设计囿于
传统、写作与生活脱钩等因素影响，青少年写
作教育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以写作为媒，激发孩子们的成长

在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看来，写作是
人根据特定目的，以语言文字为主要符号，通
过一定的谋篇布局，反映客观事物、表达思想
感情、传递知识信息、创造新知、传承文化以及
与他人交流沟通的高级精神活动和社会实践
活动。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指出，写作对于孩
子们来说，向内可以认识自我，向外可以探索
他人与社会。在阅读与写作过程中，孩子们可
以形成并完善“我是谁”“我可能成为怎样的

人”“我如何与他人友好相处”“我如何在群体
中完成自我认同”等认知，并在这个过程中获
得精神和思想的成长与富足。

还有教育专家指出，在心理学层面，孩子
们通过写作，可以思考如何保持良好的情绪；
在逻辑理性层面，孩子们通过写作，可以思考
如何在不同领域彰显自己的理性思考；在德行
层次，孩子们通过写作，可以追问生命的意义
和价值，过一种有品质的精神生活。

在笔者参加的一次关于中小学写作教育
的座谈会上，几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认为，写作
贵在求真，真实地面对自我，书写真实的生
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好的写作教育，
就是引导孩子们求真，在读与写的过程中求
真、做真人，孩子们的写作素材源于真实生
活，在写作实践中感悟真意义，以写作为媒介
实现真成长。

写作教育是情感教育、审美教育，也是语
言创新能力教育，不仅对孩子们的成长意义重
大，也关乎民族的心灵境界和创造活力。

为孩子们埋下一颗写作的种子

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理论家、上海大
学教授谭旭东指出，写作教育应该深入孩子们
的内心情感与想象世界，给孩子们的心灵埋下
一颗种子，这颗种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不断生
根发芽，直到开花结果。

语文教学名师张祖庆坚持的写作教育核
心理念是：欣赏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发现
少年儿童，放大每一个少年儿童每次写作时的
表达闪光点，让每次作文，成为少年儿童体验
写作快乐的旅程；唯有千方百计地唤醒孩子们
内心沉睡的“写作巨人”，让他们兴致勃勃地写
作，他们才会把写作当作享受。

一些知名作家在谈及自己的文学创作经

历时，都表明青少年时期读到的一些好文
章，培养的写作兴趣和写作习惯，让自己受
益匪浅。

1月9日，作家王蒙在《人民日报》发表《写
作是生命的光辉和永远》一文，在文章中，王蒙
提及，他读过的第一本书是《小学生模范作文
选》，书中首篇叫《秋夜》，第一句话是“皎洁的
月儿升上了天空”。“皎洁”二字一下子把他镇
住了，月亮变得更亲近、更有魅力了。写作语言
的魅力，激发了他对世界的感悟，也激发他想
要写好作品的愿望。

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高洪波在被问及童年
时期为何对写作产生兴趣时，他表示，大约是
小学五年级时，他写了一篇题目为《春游》的作
文，得到老师的肯定与夸奖。当时老师还安排
了一位女生在班上朗诵他的这篇作文，又给他
颁发了奖品：一本2毛5分钱的作业本。这极大
激发了他对写作的兴趣。

这些事例表明，在中小学写作教育中，要
为孩子们埋下一颗产生写作兴趣、热爱写作的
种子。

写作教育任重道远，需合力推进

“我们教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们
都去当作家，而是通过写作去撬动、启发他们
的思想，培养他们的情感。”在四川省南充市一
所中学的唐姓语文教师看来，要提高中小学写
作教育的成效，除了需要提升对写作教育的重
要性认识，还需要优化写作教学设计，以及社
会多方合力推进。

她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等多个
层面应合力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写作教育。她
说，2024年，重庆市推出一项名为“中小学作
文创新计划”的全新写作项目，意在提升学生
的写作能力和创造力，这一计划的背后，既反

映了教育界对传统作文教学的反思，也回应了
学生个性化表达的迫切需求。

教师在写作教育中，对写作题材和体裁也
可以进行创新，尽量贴合孩子的兴趣。成都市
实验小学青年语文教师李佩忆不给孩子们的
写作设限，大力鼓励学生尝试创作散文、打油
诗、古体诗、现代诗、童话故事、侦探小说等。孩
子们的文笔虽然稚嫩，对此却兴致盎然。

在创意写作的大潮下，中小学创意写作的
建设与发展为写作教育提供了一条路径。2024
年11月14日至15日，中国中小学创意写作联
盟首届年会在江苏苏州外国语学校吴中校区
成功召开。年会以“让创意写作为作文教学赋
能”为主题，三场学术报告、八节创意写作展示
课、两节创意写作名师示范课、六场名家论坛
等内容，不仅展示了我国中小学创意写作联盟
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也为全国中小学创意写作
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社会文学力量如文学期刊的助力、作家进
校园等，也可以推动中小学写作教育。比如
2024年12月16日下午，广东省湛江市小小说
学会与湛江日报社校园周刊《小湛同学》携手
走进湛江市第二十小学，共同开展了一场精彩
纷呈的“阅读与写作”主题活动。

当下，人工智能的灵活运用，可为写作教
育带来生机与活力。如用AI帮助孩子们打开
写作素材库，无论是历史典故、名人轶事，还是
自然奇观、风土人情，皆可迅速呈现在孩子们
眼前。智能批改系统的运用，可实时为学生作
文进行精准把脉。

教育专家们表示，优质的写作教育像一道
光，光照之处，精神世界豁然开朗；如一座桥，
连接个体小我与广阔世界。教会孩子们写作，
引导孩子们爱上写作、善于写作，启迪他们勇
敢而真实地表达自我、探索世界，应有更多积
极探索。

寒冷的冬天，后山岭上几株腊梅在漫
天的大雪中傲然绽放，散发出沁人心脾的
浓郁花香。腊梅的枝干苍劲有力，花朵娇艳
动人，它们在寒风中相互映衬，构成一幅美
丽的冬日画卷。腊梅因其与梅同时开放，香
又相近，色酷似蜜蜡，故又名“蜡梅”，或称

“腊木”“香梅”“黄梅”，花香甚浓，古人有赞
云：“一花香十里。”

腊梅集高洁、秀雅、坚贞、刚毅等高贵
品格于一身，古人亦称其为“奇友”“寒客”。
流传至今的咏梅诗，多为梅花而写，写腊梅
的却不多。不过，清雅的腊梅也自有喜爱它
的文人墨客。

宋代诗人郑刚中在《腊梅》中写道：“缟
衣仙子变新装，浅染春前一样黄。不肯皎然
争腊雪，只将孤艳付幽香。”诗人笔下的腊
梅，犹如一位身着黄衣的仙子，盛开在寒冷
的冬日里，却不与腊月的白雪争奇斗艳。她
低调的气质、淡黄的色泽、醉人的幽香，无不
令诗人为之倾倒。

清代诗人钱蘅生的《腊梅》又是这样写
的：“晓风帘自捲，春信占梅先。腊蕊雪中破，
清香小院前。”这首小诗，宛如一幅清新的冬
日雪中腊梅图，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我们
读此诗时，仿佛同诗人一道，在一个冬日的

清晨，伫立在窗台前，望着庭院中的腊梅树，
风雪之中，朵朵腊梅如期绽放，带来了迷人
的清香，也捎来了新春将至的信息。

宋代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在《短韵
奉乞腊梅》中写道：“卧云庄上残花笑，香
似早梅开不迟。浅色春衫弄风日，遣来当
为作新诗。”黄庭坚的这首七言诗，虽只字
未提对腊梅的喜爱，却流露出赏梅时的喜
悦心情。前两句中，诗人用一个“笑”字写
出见到腊梅花开时的开心之情，若非心情
不佳，又怎能感受到花的笑意？腊梅淡黄
色的花瓣，如同早梅的花香，激发了诗人
的创作灵感，让他忽然之间文思泉涌，忍
不住赋诗一首。

清代诗人张洵佳有一首诗是这样写腊梅
的：“品格天生迥不群，寒梅腊底异香薰。菊花
仅有霜能傲，一片冰心让此君。”本诗意在赞
扬腊梅卓尔不凡的品格。在诗人心中，腊梅花
盛开在最冷的寒冬腊月，且有着不同寻常的
香气，是十分不俗的花。秋菊虽有凌霜之姿，
但终究难抵冬日冰雪，而腊梅却能绽放在最
冷枝头，迎接万丈光芒。经此对比，更显出腊
梅不惧严寒的傲骨。更难得的是，腊梅开在严
冬，却依然保持着一片纯净之心。

而写腊梅的词，如清代徐元瑞的《清平

乐·腊梅》、清代陆蓉佩的《探春慢·腊梅花》、
清代宗婉的《菩萨蛮·咏腊梅》等，同样留下
了诸多关于腊梅的名句。

古诗词描写的腊梅内容丰富多彩，既
有对腊梅外在美的描绘，也有对其内在精
神的挖掘和赞美。这些诗词不仅展现了腊
梅的独特魅力，也传递了诗人词人对生
命、自然和人生的深刻思考。腊梅在寒风
中绽放，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
精神象征，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环
境中，也要保持高洁的品格和坚定的信
念，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最是清晨好读书
◎ 孙佳

近年来，我在不知不觉间养成一个习惯，
早上醒来后，喜欢赖在床上读书，时间长则一
个小时，短则一刻钟。每天准时醒来，打开枕边
的书，或把夜间阅读的内容温习一遍，或找点
新内容看。我感觉到，此时读书，要比其他时间
读更有滋味，更容易吸收。

有时，一篇千把字的文章，我会仔细“咀
嚼”，耐心寻找文章中和自己灵魂相通的地方；
看到文章中情感最柔软的部分，我眼中会饱含
热泪，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情愫溢出。这样的读
书，远比在喧嚣的、忙碌的时间找点空闲读书
痛快。

每天醒来，静静地翻开书，赏里面的风物
地理，品里面的人情世故，和书籍进行一次又
一次的心灵对话，这样的阅读，让自己的知识
变得丰富，让工作信心增加不少。

我清晨起来读书的做法，在年少时就开始
了，那时母亲常常告诫我：“三个早上抵一个日
头。”可惜当年，我对母亲的教诲不能悟出真谛，
即使被叫起来在晨光里扯开喉咙读一阵书，或
赌气似的对着墙壁默读，心里全没有半点现在
的通畅。年少时的晨读只为交差，让父母觉得我
在用功，捧起早餐时能理直气壮一些。

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晨读，恐怕要从开始工
作算起。“书到用时方恨少”，刚工作那阵，由于
对业务不熟悉，我白天总是忙忙碌碌，晚上还
要带工作回去做，有时会加班加点到凌晨，甚
至通宵达旦。此时，我才深刻认识到，阅读渠道
的狭窄和信息量的储备少，会给工作带来巨大
不便。不加班时的深夜，读完与工作有关的参
考书籍，再想看看自己喜欢的文学类书籍，“瞌
睡虫”早已经爬上眼皮。心里虽然告诫自己还
要读会儿书再睡，最终控制不住哈欠连天。

早上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头脑清醒，精
神振作了不少，此时读读自己心仪的书，无论
是散发着墨香的新书，还是从图书馆或朋友处
借来的旧书，虔诚地阅读一二，白天工作起来
顿觉神清气爽，也增加了底气。

就在N个清晨里，我有幸领略到老庄思想
的深邃，体验到文学的雅致清新、扑朔迷离。历
史在每天的晨读中铺展开去，从模糊走向清
晰，工作也从生涩变得得心应手。这一切的改
变何尝不是从晨读开始的？

作家张爱玲好像说过，读书人最美的样子，
就是他拿起书本沐浴在阳光里读书的样子，专
注而不失优雅，生动而又不失稳重，最是让人敬
羡。细想这句话，我深以为然。倚在床头，让晨光
透过窗纱来到房间，心在书海里徜徉，让晚熟的
我觉得自己也是可以进步加速的。

最是清晨好读书。晨读让我从肤浅渐渐走
向深刻，从盲目走向理性，从内耗走向自洽通
透。晨读给我带来遐想和乐趣，给我带来智慧
的源泉和精神的力量。

节日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而，
普及节日知识，传承历史文化，需要从娃娃
抓起。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余世存先生
编写的《给孩子的节日之书》，宛如一把神
奇的钥匙，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丰富多
彩的节日世界的大门。这本书的最大特点，
就是生动有趣的文字和精美的插画相结合，
能充分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愉快

地阅读。
本书囊括了我国16个传统节日的来龙去

脉，除了大家熟知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
节日，还有历史上极为重视的春社、上巳、寒食
等节日。它对我国传统节日的描述是全面详尽
的，分别从历史故事、文化传承、风俗礼节、生
活方式等方面，解读节日独特的传统文化内
涵，其中又以太阳和月亮为线，引导孩子们学
会观察太阳和月亮的变化，感受一年四季的自
然变迁，领悟中国古人的生活智慧。

在这本书中，每个节日都被描绘得生动
传神，有关节日的一个个鲜活故事在文字中
灵动开来，在孩子们的头脑里形成动感的画
面，从而激发出他们获取知识的极大兴趣。作
者用浅显而通俗的语言，以层层递进的方式
讲述节日起源、神话传说以及特征鲜明的庆
祝方式，让孩子们的阅读体验有着轻松感和
明朗感。

对孩子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必须遵循
他们的认知规律，因而这本书多以插画形式
普及节日文化，堪称一大亮点。林帝浣、张乐
家创作的插画色彩鲜艳、形象逼真，具有动

态感的设计与静态的文字相得益彰。从插画
与文字的完美搭配可以看出，这样的书籍不
仅能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传统节日的文
化场景和氛围，还可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
让他们能更加直观确切地感受到传统节日
的欢乐与温馨。

在这本书中，余世存以节日文化的传授
为出发点，在传递知识之时，还进行了情感输
出，通过介绍各种节日的相关知识，促进孩子
们从节日中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友情的珍贵
以及家国情怀，还有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热
爱。此书中，有关春节的热闹喜庆、中秋的团
圆美满、端午的爱国情怀等，都书写得细腻而
饱含深情，使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对
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给孩子的节日之书》内容涵盖天文、社
会、民俗、历法、气候、艺术六大领域，以及语
文、地理、历史、数学四大学科，为孩子们打造
出一个充满魅力的节日宝库，让他们在阅读
中收获知识、积蓄情感，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
传统的同时，培养孩子们的德育、智育、美育
等方面的人文素养。

勇敢追梦
绽放生命之光

——观电影《小小的我》
◎ 诸纪红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曾是怀揣梦想的
行者，然而，当命运的枷锁沉重地套在身上，又
有几人能如电影《小小的我》中的刘春和一般，
挣破禁锢，向着那束光坚定前行？

该片以患有脑瘫的刘春和为中心，讲述了
他在为外婆圆梦舞台的过程中，如何冲破身心
的枷锁，寻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的故事。刘春
和的声音坚定有力：“我要为外婆圆梦舞台。”
他目光坚毅、话语铿锵，带着这样的信念，踏上
了艰难的逐梦之旅。在舞蹈室里，汗水如雨滴
般从他的额头滑落，他每次尝试站立，肌肉便
剧烈颤抖，可他始终紧咬牙关，眼神中透露出
不屈，舞台灯光映照出努力的身影，他每次跌
倒后重新站起，都是在与命运较量。

易烊千玺对刘春和的演绎，堪称精湛。他
通过细腻入微的表演，将刘春和的内心世界展
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紧皱的眉头、紧咬的牙
关，还是紧握的双拳、不服输的眼神，都让观众
感受到角色内心的痛苦与坚持。

影片中的外婆，是刘春和的温暖港湾，她
的一举一动皆有爱意。她轻轻抚摸刘春和的
头，为他擦去汗水，眼中满是疼爱；她陪着刘春
和与疾病抗争，嘴里念叨着鼓励的话，给足了
他勇气。外婆的存在，与刘春和的困境形成鲜
明对比，一个温暖慈祥，一个艰难挣扎，却又紧
紧相依，这种反差让祖孙情更加动人。

影片在讲述刘春和的追梦故事之时，还深
刻地展现了他与家人之间的复杂情感，特别是
他与妈妈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妈妈对刘春
和既有深深的关爱，又有难以言说的无奈与挣
扎。两人之间的互动，既有冲突也有和解，展现
了家庭关系的多面性，也为影片增添了更多层
次感。

影片对社会关于残疾人的认知引人深思。
刘春和虽然身有残疾，但他从未让这个标签禁
锢自己。在舞台上，他用自己的舞蹈向世界宣
告：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无论身体条
件如何。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成为影片的重
要主题之一，让观众在感动之余，也引发对一
些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

影片的画面和配乐为故事增色不少。家庭
中昏黄的灯光，舞台上绚丽的色彩，都清晰地
映入观众眼帘，给人以视觉享受。配乐与情节
相得益彰，当刘春和在舞台上舞动时，激昂的
音乐响起，强烈的节奏好似在为他加油助威，
让观众的情绪也随之高涨、沉浸在紧张而激动
的氛围中。在刘春和终于站上舞台的那一刻，
全场寂静无声，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他的身影
在璀璨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渺小，然而他身上由
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坚韧与勇气，却让他在这一
刻显得无比伟大。他就像一颗在黑暗中闪耀的
星，虽然微小，却足以照亮整个夜空。

《小小的我》不仅是一部关于梦想与坚持
的电影，更是一次对人性光辉的深刻挖掘。它
让我们明白，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心怀梦
想，勇往直前，就能在黑暗中找到那束属于自
己的光，绽放出独有的光彩，照亮自己，也温暖
他人。

有识之士呼吁：中小学写作教育需要提质增效

用写作照亮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 宋雨霜

感受节日之美 ，从娃娃抓起
——读《给孩子的节日之书》

◎ 陈裕

古诗词中凌寒绽放的腊梅
◎ 张晓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