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人人都需要掌声。掌声会给人激励，给人创造活力；面对困难和考验，掌声给人信心，给人奋进的动力，应该说，掌声是一种鼓励，是一种尊重，因此，我们要学会鼓掌，为自己鼓掌，为他人鼓掌。
记得有一次，我数学考了 94 分，老师为我鼓掌，同学为我鼓掌，妈妈为我鼓掌，我自己为自己鼓掌，那掌声虽然不像很多人一起鼓那么热烈，但是，对我来说，那掌声非常响亮、激烈，一直传到了我的心里。我忘不了那次掌声，它时刻激励着我努力学习。

还有一次，我做常规数学题的时候，跟妈妈定了一个计划：连续五个 100分，可以换一张心愿卡。这时，我心想：“我前四天已经得了四个 100 分了，这是最后一次，我再得一个 100 分的话就可以换一张心愿卡了！可是，如果我没有得100分的话，我就不能得到心愿卡了！而且，还得从第一个 100分开始！”于是，我

开始非常认真、仔细地去做每一道题，在每道题结束时，我都要回头检查一遍！做完了，在妈妈检查的时候，我的心里很紧张，恐怕有错的，得不到 100 分，我没有心思去做其它的，用眼睛紧紧地盯在数学本上，当看到妈妈在本上写“100”的时候，心情才放松下来！然后，妈妈为我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并给我了一个响亮的掌声。
生活需要掌声，掌声的魔力多大啊！让我们珍惜别人的掌声，同时也不要忘记把自己的掌声献给别人！让我们一起为多彩的人生鼓掌吧！

郑东新区心怡路小学 李月欣
辅导老师 王兴华

点评：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掌声，特别是当别人身处困境的时候，但是也不要忘记把自己的掌声送给别人。作文对这次掌声描写得很详细，内心活动描写得很生动，加油！

难忘的掌声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这首童谣从明朝就广为流传，让我知道

了老祖宗过年的风俗。

今年妈妈带着我回周口，陪姥姥姥

爷一起过新年，这一次的团聚使我更多

地了解家乡的民风民俗。

春节前夕大家都忙着置办年货，我

的任务是和帅帅哥一起把二楼、三楼的

卫生打扫干净，妈妈负责一楼。妈妈说

卫生打扫干净了，预示着来年红红火

火，欣欣向荣。除夕这天家家户户贴春

联、放鞭炮，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这

不，我们贴完春联就开始包饺子了。包

饺子可是我的“强项”，从三四岁妈妈就

教我擀饺子皮，包各种形状的饺子，姥

爷还夸我“真能干”。

除夕夜一大家人坐在一起吃着热

乎乎的团圆饭，有说有笑、十分热闹。

最开心的就是发压岁钱了，我和哥哥姐

姐都争着抢着给姥姥姥爷磕头，舅妈也

来凑热闹，抢着磕头要压岁钱。我们收

到了红包，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

一，全家老小一起熬年守岁，共享天伦

之乐。我和哥哥姐姐们一起跑到三楼

顶看烟花，放烟火。强强哥先点燃导火

索，只听“嗖，嗖”一条“火龙”直冲云霄，

一朵美丽的“菊花”开放、五彩缤纷，一

会儿变红，变紫，一会儿变黄，变蓝。烟

花有的像银蛇飞舞，有的如孔雀开屏，

又如天女散花……美丽极了。

妈妈说：“如今‘年味’虽然越来越

淡，但是人们的生活却是越来越好。年

的味道是什么？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

和和美美，团团圆圆坐在一起吃饺子。”

好好过年，好好寻找“年味”，只要

你肯，那最浓的情意与最真的“年味”都

将扑面而来!
管城回族区回民第一小学 许芮瑞

辅导老师 肖瑞华

点评：小作者通过描述过年期间的

一段段精彩瞬间；展示了过年家乡的民

俗特色，进而引出“年味”就是全家团圆

和美的主题。内容丰富、文字生动，寓

意深远。

寻找“年味”

2016来了，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
味：是欢喜；是期待，更是许多美好的回
忆。忘不了，拔河比赛的紧张和兴奋，
把全班同学的心连在了一起；忘不了，
作文比赛的投入和认真，写下了我们的
美好祝愿；忘不了，红歌会的肃静和紧
张，汇成了对祖国妈妈的深深敬爱……
我要把这些美好的记忆做成一个美丽
的“相册”，当我时不时地翻开看看时，
可以让我体会到成长中的欢乐。珍藏着对过去一年的美好回忆，我
满怀信心迎接2016年的来临。2016 年，我又长大了一岁，我要
学会放弃——当我正在看最喜欢的
动漫节目时，妈妈叫我去做事，我要
毫不犹豫地放下遥控器，帮助妈妈做
事情；我要学会摆脱——当我整个人
完全沉浸在电脑游戏时，我要果断地
摆脱鼠标，让自己沉浸在书香里；我
要学会坚持——当我做作业时，尽管手

已经写得发麻，我依旧会再次拿起钢
笔，把作业写完；我要学会诚实——当
我捡到钱财时，我会立即交给学校，让
学校帮忙找到失主。新的一年，我要学
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2016 年，我一定会抖擞精神，努力
做一个最好的自己。我相信，在新的一
年里，会有更多新奇的事情发生，让我
们在喜悦中一起去迎接 2016年崭新的
太阳吧！

郑州中学第三附属小学 吴宜润辅导老师 孙怡贤
点评：小作者很善于观察生活，能

敏锐地捕捉一个个有意义的瞬间；恰当
运用排比的手法回顾了过去一年的难
忘生活，展望了新的一年自己努力的方
向。全文节奏明快，语言清新，字里行
间透露出清新的生活气息和儿童情趣，
读来其乐无穷。

你好 2016

依旧是那种气息，甜甜的，带着一

种纯净的味道。我走进教室，看着对面

窗台上的花花绿绿，欣慰不已。初见它

们是盛夏后的九月。

我靠近窗台，看着花盆里一株株娇

艳欲滴的植物不由得开心起来。有的

叶子上有颗颗饱满剔透的水滴挂在上

面，只见那水滴缓缓地、慢慢地从叶片

上滑落下来，滴到土壤里，刚接触到土

壤，水滴就快速钻进里面躲起来，土壤

的颜色瞬间变深了。

窗台上的风景不单单是植物，它们

的房子——花盆也各有特色。大家的

花盆多种多样，有鸭子、蛋壳、茶杯、假

山，还有玻璃瓶、饮料瓶……我的花盆

是青花瓷，满满的中国风韵味。

我为自己种养的植物浇了浇水，看

着它。它很平凡，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正因为它平凡，我才选择种养它。它绿

油油的，模样和吊兰很像。长长的枝条

垂下来，调皮得像“万面墙上一点绿”。

它是一种很坚强的植物，我记得有次好

几天忘记为它浇水，直到有人喊了一

声：“这是谁的花，枯了啊！”吓得我提心

吊胆小跑过去，看到它还没完全枯萎，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松了一口气，

赶忙浇水。

照顾它，使我的校园生活平添几分

乐趣。多了一个和同学们共同的爱好，

大家相互谈论养花的心得也是极好的。

一阵阵清香唤回我的思绪，此时，

教室里的人逐渐多了，早读时间快到

了。
谢谢你们绿色的身影，装扮了我们

的家；谢谢你们纯净的姿态，渲染了青

春的色彩；谢谢你们，陪伴我们。

郑州市第七十一中学 常嘉倚

辅导老师 毛 静

点评：开篇点题，以淡淡清香道出

班级其乐融融的气氛。作者留心到被

人忽视的窗台一角，感悟生活点滴，可

见平凡生活就是作文的素材，细致观察

即写作源泉。

一阵阵清香

《动物漫空》
金水区文化路二小 李湘

辅导老师 毛意菡

《金猴闹春》
金水区实验小学 王硕

辅导老师 于丽

《大圣归来》
中原区淮河路小学 卢静璇

辅导老师 吴黛

《画和平》
二七区荆胡小学 胡奕凡

辅导老师 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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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教育

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对学生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一个教
师道德水准的高低，从某一方面来说，
就是对学生的热爱程度如何。教师只
有热爱学生，爱护学生，才能静心地去
培养学生，教好学生。

公园里姹紫嫣红的鲜花，无不是
园丁精心培育的结果。教育战线上的

“园丁”，对自己的“幼苗”若没有一颗
赤诚的爱心，对他们只是形式上的“浇
浇水，施施肥”，至于长得好坏不管不
问，那么是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学生可从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
动中受到人格魅力的感染。健康的思
想素质，是一个学生成长的重要条
件。学生世界观的形成得益于教师的

不倦教诲，得益于教师的正确引导，得
益于教师的爱心奉献。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传统美
德在老师身上有最深刻的体现，有时
候，老师对学生的爱比母爱更博大，宽
广。魏巍写的《我的老师》这篇脍炙人
口的散文中，学生的心目中记下教师
温柔美丽的形象，琐屑小事，一举一动
都体现了老师爱的风范，让人记忆深
刻，难以忘怀。

要使学生获得学习知识，并非想
象的那么容易，那么简单，需要教师付
出心血和汗水。这心血与汗水的结
晶，便是用爱的教育，尤其在对待差生
上，则更能展示。如果不从关心与爱
护的角度去了解学生，鼓励学生，那么

差生就会永远差下去。
做一名合格的教师，要遵循教师

职业道德，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
热情可以融化心灵上的坚冰，记得曾
经对于屡犯错误的后进生，我用感化
的方法，充分相信他可以改过自新。
他发现老师没有歧视他，而且重视自
己的时候，深受感动，从此，一跃而起，
进步很快。教育是爱的共鸣，心与心
的呼应，是情感的交融与呼唤。

爱是一种力量，一种品质，是教育
者成功的秘诀，是教师必备的修养。
教师的爱应体现在对学生的信任和期
望之上。一个教师应怀着高尚的爱，
去爱每一个学生，用爱心打开学生的
心灵之窗。

织梦空间

年——五谷丰登庆丰年

甲骨文“年”字，上面是“禾”字，下面是
“人”字，像禾谷成熟，人背着一捆“禾”回家
之形，表示丰收之年。故许慎《说文》：“秊，
谷熟也。——《说文》。”甲骨卜辞中“受年，
不受年”等，都是关于禾苗是否丰收，是丰年
的占卜。

古时，庆祝“丰年”不是在今日所说的农
历正月初一那天，而是指禾苗成熟之际便庆
祝“年”。如，五谷皆熟为有年也。——《谷
梁传·桓公三年》。

后来，“年”，作为纪岁、纪年之用，如
“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
子·滕文公上》。此后历法不断根据农业生
产周期进行调整，最终以农历历法把“年”调
为正月初一，即今日所言的“中国年”日期。

“年”这个汉字寓意深刻，在其不断流转
和构建过程中，饱含了华夏民族对丰年的期
盼，年成好坏、丰年与否，是生是死、得食不
得食的问题。

因此，现在对过“年”仍很重视，仍保留
很多传统民俗。

国学课堂
汉字文化

演化顺序

甲骨文→金文→ 篆体→ 隶书→行书→ 草书 →楷书

用爱打开学生心灵之窗
郑州市惠济一中 崔园丁

杏坛心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