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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端
午， 羊小记

度 过 一 个 特 别
的节日！ 因为他
们 参 加 了 由 羊

城 晚 报 教 育 发 展
研 究 院 联 合 花 语

田教育及流花中心
举办的“童趣诵端

午，粽香飘四方”端午
节特别活动。 现场有诗

词、有粽子、有欢笑……精
彩纷呈，且看羊小记发回来
的报道吧！

童趣诵端午
文化种心间

当天活动现场，花语田教
育的刘柯菡老师向小记者们
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和相关

传统习俗， 小记者们在台下全
神贯注地倾听着， 回过神来才

恍然大悟：“原来吃粽子和饮雄黄
的习俗是这样来的”。

伴着抒情的音乐， 越秀区育
才学校四年级的羊小记周孟呇为
大家带来了《端午御魂》 朗诵表
演：“端午之魂呼， 登古塔、 唱大

风、云飞扬……”只见台下的同学
们被孟呇同学富有感染力的朗读
吸引着，听得格外入神。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 羊小记
和家长也体验了快乐的亲子时
光，刘柯菡老师结合端午节文化，
带领现场的大小朋友一起做游
戏。 在这些有趣的互动游戏中，羊
小记接受了端午节的文化熏陶，
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
进了与父母之间的美好互动。 连
平时严肃的爸爸们， 也玩得不亦
乐乎。

包粽初体验
粽香飘四方

端午节活动， 当然少不了包
粽子。 虽然端午节都会吃粽子。 但
包粽子， 对于很多小记者甚至家
长，还是第一次体验。

桌面上摆着清香的粽叶，
丰富的糯米内馅， 让很多小记者
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大家迫不及
待上前试手，但从粽叶中“溜跑”
出来的糯米让小记者意识到“包
粽失败”， 只好耐心听老师讲解，
一步一步学习： 将粽叶卷成一个
圆锥形， 往里填上馅料， 卷起粽
叶，用线绑紧粽子……看似简单，
但每个步骤都十分讲究， 经过一
次次的实验，在家长、老师的指导
之下， 小记者们完成了自己的端
午“杰作”。

“童趣诵端午，粽香飘四方”
的端午节特别活动在欢笑声中落
下帷幕。 人生如“粽”，拆开层层

“包裹”，每一口都是未知的惊喜，
愿我们所有羊小记都能成为不负

“粽”望的好少年！
京溪小学 李欣蔚

市桥西丽小学 王晟睿
八一实验学校 卢雅祺

育才学校 梁安瑜
（小羊姐姐综合整理）

2019 年 5 月，作为广东
医科大学扶贫工作队的一
员，冯有辉响应组织号召，到
雷州客路村担任第一书记。
工作中， 冯有辉是扶贫村第
一书记；在家，冯有辉则是一
位生病母亲的儿子、 高考孩
子的父亲。 当其他家长时刻
陪在孩子身边嘘寒问暖、关
心鼓励， 每天送上爱心营养
三餐时， 冯有辉却驻扎在客
路村，在鸡棚里加水、喂鸡，
在乡间小道走村串户登记贫
困户信息， 在苦恼贫困家庭
孩子上学问题。

小冯说， 看着别人的家
长都陪着孩子一起备战高
考， 自己的父亲却一个月都
见不到一次， 奶奶生病了也
是妈妈一个人在照顾， 爸爸
就像家里的“客人”，他真的
无法理解这样的爸爸， 常常
因此还生爸爸的气。 但生气
归生气， 高考的日子越来越
近，认真复习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 随着爸爸每次回
家和他讲的扶贫故事越来越
多， 小冯因此得知贫困村民
生活的艰辛、 山里孩子对外
面世界的渴望， 渐渐懂得了

爸爸扶贫工作的意义。 对小
冯来说， 一方面他获得了不
少扶贫工作的鲜活素材，一
方面也慢慢了解了爸爸工作
的价值， 一股无形的力量因
此产生。

小冯坦言 ，正是这股力
量，让他觉得自己需要更加
奋发图强，未来才能帮助更
多的人。“爸爸在外面扶贫
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过上
更好的生活，我在家照顾好
奶奶和妈妈， 努力学习，就
是对爸爸扶贫工作的最大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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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高考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社会各界的运行
轨迹都有所改变。 即便是在教育界，雷打不动的高
考时间，也在今年重新变成 7 月 7 日 -8 日。

疫情下，一切都在变化。 以往在线下热闹备考，
而今大部分时间在线上“云备考”；以往家里人陪在
身边为你高考加把劲，而今医务人员上前线、扶贫
队员离家园， 让家里的孩子在疫情期间迅速成长
……不论是考生，还是家长，在今年都会有别样的
备考经历，如一位家长所说，这是百年一遇，值得我
们所有人铭记。

2020 年，所有的经历都弥足珍贵，所有的努力
都将不负韶华。 我们以此文为记，致敬每一位在高
考路上乘风破浪的考生！ （陈玉霞）

文轩是个自觉、 理性的
理科生， 疫情期间自己每天
按部就班完成学习任务。“虽
然卷子是做不完的， 但他每
天还是拼命做。”文轩爸爸透
露，文轩面临高考同样“压力
山大”，一度失眠或凌晨 4 点
左右就醒来。

不过， 对于爸妈的“缺
位”，文轩不但没有责怪，还泰
然自若地扛了过来。 每年高
考、中考，总有很多家长在考
场外接送孩子，对此，文轩却

多次向父母强调：“你们不要
来，我自己搞定！ ”中考和高
考，他均选择“独来独往”。

文轩说，自己在医生家
庭长大， 早已习惯父母不在
身旁，自己独立照顾好自己，
父母就可以全身心投入战
疫、投入医务工作。 他坦言，
自己曾立下过从医的志向。
但随着年龄增长， 他对计算
机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因
此， 计算机专业成为他目前
考大学的首选。

复读对于很多考生和家庭
来说，都是比较难的一个决定。
对于晓辉的这个决定， 他的家
人还是很支持的。晓辉妈妈说：

“孩子主动选择复读，这是他成
长、有勇气的表现，我们对孩子
的自尊、自强、自信及他对人生
责任和方向的重新认识， 都感
到很欣慰， 所以非常尊重孩子
的选择。 ”

但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
是， 此次复读遇上了新冠肺炎
疫情，这让学生、家长及培训机
构都措手不及。“因为疫情，所
有孩子都被迫在家里线上学
习， 对于高四孩子来说更加紧

迫。在网课初期，晓辉显得焦虑
不安， 甚至影响到作息和睡眠
质量，这让我们也很着急。 ”

晓辉妈妈说，在老师的指导
下，自己尽可能为孩子的学习做
好后勤保障工作，如营造舒适安
静的学习环境、配置好家里的网
络系统、新购打印机以利于复习
资料打印、 购置家庭健身器材
等，并配合老师督促孩子各项学
习。晓辉妈妈表示，备考期间，她
还有个主要工作，就是每天与机
构的指导老师沟通，了解孩子的
学习状态，共同督促孩子按计划
学习备考。“孩子绝对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

高
考

事
故故
事
1

一家三口参加毕文轩成人礼

医护家庭考生：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图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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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读生家庭：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扶贫工作队家庭：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图 / 学校提供

疫情期间， 高考生最期望的可能是有
家人的守望相助。 但对有些家庭， 这个小
心愿似乎难以达成———对疫情期间还得参
加扶贫工作的家庭来说， 家长不在孩子身
边， 孩子得自己独立走完备考之路。 冯有
辉和他的孩子便是如此。

6 月 30 日 , 冯有辉为客路
村村委会全体党员上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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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晓辉参加了人生第一次
高考 ，怀着侥幸心态步入考场的他 ，最终因
为自己的懈怠以未考上心仪的大学告终 。
悔吗？ 悔！ 为了达成心愿，晓辉作出了复读
的决定。

虽然他没有预料到高四会遇上疫情、会
给自己的学习和复习带来诸多不便，但他相
信天道酬勤。 这一次进考场，他踌躇满志。

毕文轩是广东广雅中学一名普
通的高三学子，也是一个抗疫医生家
庭里的“特殊”孩子。 说他“普通”，他
是今年受疫情影响的万千学子中一
员 ， 这一阶段的人生轨迹与他人无
异 ；说他 “特殊 ”，他生于医护家庭 ，
父母均奋战在抗疫一线，在疫情期间
缺少父母的陪伴，他要独立走完这段
有些艰难的备考之路。

文轩生于“医二代”家
庭，近半年来，他的父母一直
坚守在抗疫一线， 文轩甚至
超过 3 个月没见到妈妈。 文
轩的爸爸是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的急诊科副主任
医师，负责接触发热病人，承
担甄别、 筛查新冠肺炎疑似
病例等工作。

“我们科室之前检验出 10
多例确诊病例， 即使能每天回
家和孩子见面， 我还是小心翼

翼的。 ”文轩爸爸说，在疫情最
严重的时候， 自己每天回家进
门前都做好消毒工作， 和孩子
也保持一米以上安全距离，尽
可能做到相对隔离。 吃饭时各
自吃， 孩子吃完饭就回到房间
学习，父子减少接触。

面对高风险的工作环
境，文轩爸爸初心如磐，但对
于因职业原因无法很好地陪
伴孩子备考， 还是抱有一丝
愧疚。

母子 3 个月未见面，父子在家相隔 1 米

因压力过大，一度凌晨 4 点醒来

在传统的高考模式
下， 第二次高考的复读
家庭压力倍增， 考生和
家长的心理状态调整显
得尤为重要。

“疫情期间，学习环
境和氛围与往常完全不
同， 身为家长， 我们其
实也很焦虑， 网课质量
如何、 孩子和老师是否
主动沟通、 作业能否按
时交等各种担心从未停
过， 加上有时候自己工
作上也不顺心， 心情会
非常烦躁。 ” 晓辉妈妈
坦言， 今年疫情下的备
考， 有时候真的让自己
血压飙升， 所以她和其
他家长会参加机构安排
的“家长大学课堂”，调
整与孩子沟通的技巧。
她说，这些体验，或许会
终生难忘。

乘风破浪
逐梦之旅 更多督促和沟通，“孩子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当复读遇上疫情，我们要给他更大的支持

]
的

]

爸妈放心去战疫
我能照顾好自己

]

血压飙升，家
长也要心理辅导

羊城晚报学生记者俱乐部成立 10
多年了，现已升级为羊城晚报少年传媒
院，是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旗下专
注于学生核心素养教育的资源平台，已
在广州市多所中小学建立校园记者站。
媒介素养培训课程是培养“羊小记”的
第一步，旨在通过学习新闻理论基础结
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对学到的新闻知识
进行实战演练， 在新闻培训、 新闻写
作、新闻摄影、语言艺术、采访播报内
容等培训中，让学生以记者的视觉去观
察身边事物，探索求真，培养学生专业
的口才表达能力、 缜密的逻辑思维能
力、扎实的写作功底以及独立自主的社
会实践能力。

据介绍， 羊城晚报少年传媒院坚
持以“社会皆课堂”、“发现个性正能
量” 为原则， 致力于通过媒介素养培
训提高学生口才表达、 写作水平、沟
通交流的能力； 开设名人讲座、 重大
活动报道采访、名校探访、名企参观、

自然科学、公益爱心、主题拓展等丰富
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开阔学生眼界；
以课外促课内的形式， 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 并通过羊城晚
报校园达人微信公众号、 羊城晚报少
年传媒院微信小程序栏目展现学生记
者风采。

想要了解更多羊城晚报学生记
者招募详情， 请关注羊城晚报校
园达人微信公众号或者添加微
信 客 服 小 羊 姐 姐 （ 微 信 号 ：
yw686124）进行咨询。

（文/陈海云）

“羊小记”养成记： “羊小记”这样过端午———
把诗意包进粽里
把文化种在心间

据介绍， 此次羊城晚报学生记
者的选拔面向广州市中小学生进
行，招募通知一经发出，便得到广大
家长以及学生的积极响应， 数百名
学生投来了简历。 据负责学生记者
选拔工作的人员透露，想成为“羊小
记”的学生们底子都不错，拥有演讲
朗诵、诗词展示、自弹自唱、主持表
演等多样才艺， 但他们都想接受更
加专业的媒介素养培训， 参加更多
有分量的社会实践活动， 所以纷纷
报名， 希望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学生
记者。

目前， 羊城晚报学生记者媒介
素养课程培训正在有序开展， 羊城
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的陈老师通过
情景模拟、 角色扮演等丰富的互动
教学方式， 让学生与新闻发生了有
趣的化学反应。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
记者？ 新闻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和特
点？ 进行新闻采访该有哪些技巧和
采访礼仪……陈老师从记者职业、
记者素养、 新闻特点及新闻六要素
出发， 让学生学会如何采访及辨别
新闻。

在教学现场， 学生记者陈炫儿
很高兴地反映 ：“在学习新闻采访
时，老师运用情景模拟，让我们扮演
不同场景下的采访者和被采访者，

体验当事人、 记者的不同角
色立场， 并及时提点我们注
意事项，非常有趣，我觉得对
提高我们与人沟通的技巧很
有帮助。 ”而另一位学生记者
金俊宇则表示 ：“通过几节课的培
训， 让我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更深
的了解， 明白任何报道都应该遵循
客观事实，恪守新闻职业道德，不能
编造虚假的新闻。 ”

课后， 老师还带学生记者走进
岭南报业博物馆，通过中国报业发
展史 、羊城晚报发展、岭南名报人
及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等回顾时
代的社会风情、历史变迁 ，让学生
对羊城晚报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学
生记者丁玥表示：“走进博物馆，仿
佛进入一条时空隧道，泛黄的报纸
诉说着旧日的往事 ，从《东西洋每
月统记传》《循环日报》等报纸文物
中， 我感受到报纸的悠久历史；从
岭南名报人中，感受到他们对于传
递新闻真相，报道客观事实的责任
与坚持。 ”

据悉，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学生
记者会将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
活动中，通过采访调研的实践活动，
撰写学生调研报告， 巩固和验证所
学的理论知识。

以课外促课内，社会皆课堂

怎样才能当一名合格的学生记者？ 如何更大
胆地表达？ 怎样才能写得一手好文章？ ……这个
学期， 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举行了 2020 年
羊城晚报学生记者选拔活动，通过简历筛选及线
上面试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记者。 近期他们已参
加系列的新闻培训，加上参加羊城晚报的课外实
践活动，慢慢养成能采能写的“羊小记”。 据悉，第
二批“羊小记”的招募将在近期启动，有兴趣参与
的学生可关注招募信息。

第二批招募将在近期启动，有兴趣参与
的学生可关注招募信息

媒介素养培训，与新闻初相识

羊 城 晚 报
校园达人微信
公众号

媒介素养培训 + 实践活动

“羊小记”上媒介素养课

“羊小记”体验包粽子

“羊小记”和大记者们一起采访广东首届美育论坛

父亲不在身边，精神力量鼓舞孩子

高考首日，华师附中考点考生入场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