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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培正小学：“百
牛图展”为党献礼，用画
笔表达爱党之情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
练当空舞？”6 月 29 日下午，东
山培正小学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弘扬“为民服务
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
奋斗老黄牛”精神，举办了主题
为“弘扬‘三牛’精神 、抒展善
美志趣——东山培正小学迎七
一”百牛图展。

该图展在广州市越秀区陈树
人纪念馆展出，100 幅学生作品
各展其长、创意新颖、风格多样、
异彩纷呈，从现场展示的画作可
以看出，作品既是学子们爱党情
谊的表达，也是培正少年用心发

现美、描绘美、颂扬美的艺术展
现。这些作品色彩明快、质朴自
然、稚趣盎然，充分展示了孩子们
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
同时也凝聚着美术科老师的智慧
和心血。此次画展有6幅学生作
品被陈树人纪念馆收藏。

沙面小学：用歌声云
传递红色文化

6月 28日是荔湾区各中小学
复课返校的第一天，学校为孩子
们精心准备了复学第一课。“榜样
第一课”讲述了荔湾抗疫过程中
各种感人事迹和优秀榜样，向每
一位学子传递了携手抗疫、荔湾
有爱的正能量。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沙面小学联合
沙面岛各大社区单位（省外事办、
粤海关博物馆、广州白天鹅宾馆）

倾情演绎了 MV《少年·沙面》。
在疫情防控下，学校师生通过歌
声云传递红色文化。

各校学子用多种形式
向党献祝福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办
了以“学百年党史，讲附中故事”
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学子们以声
情并茂的演讲，怀揣着铿锵有力
的决心，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将
华附故事娓娓道来，抒发了对党、
对祖国的一片赤子心。“歌以传
情，歌以咏志”——广东实验中学
学子传承红色基因，深情唱响《因
为信仰》；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广州
大学城小学组织学校师生和家长
开展《妈妈教我一支歌》快闪活
动，共同唱出心中的美好祝愿。

天河区天府路小学的高芷淳

在参加花地新苗写作比赛的文章
中写道：“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如
此的幸运，因为我出生在这片肥
沃的土地上，它养育着一代又一
代的炎黄子孙，而我又始终坚信，
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我们才拥
有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我们永
远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奋力走进
新时代。”

广州市天河区华融小学的
周子轩同学在参加“品读红色经
典，漫行阅读长征”读后感征集
活动中写道：“过去，因为党，中
国人站起来了；贫困的年代，因
为 党 ，中 国 人 解 决 了 温 饱 ；今
天，也因为党，面对强权霸凌，
中国人敢于说不，体面有尊严地
活着。我们沐浴在阳光雨露中，
我们无忧无虑地学习生活，我们
要感谢党，爱党，永远跟党走。”

（整理/蔡旭嘉）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策划——

看红色经典示范课
齐写“花地新苗”作文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品读红色经
典，漫行阅读长征”系列活动重磅推出特别策划——“阅
读长征”红色经典示范课暨“花地新苗”作文大赛写作指
导课。课程特邀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黄
德初老师于6月28日晚上通过羊城晚报新闻客户端羊
城派直播授课，内容干货满满，让学生和家长收获颇丰。

本次红色经典示范课是“品读红色经典，漫行阅读
长征”系列活动的子活动，由羊城晚报社和广州图书馆
联合主办，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承办，乐学培优品
读行协办支持。

扫描海报二维
码，观看本次示范
课 视 频 。 2021“ 花
地新苗”作文大赛
将于 7 月 15 日截止
投稿，欲参加赛事
的学子要抓紧时间
投稿，详情请关注

“羊城晚报校园达
人”公众号。

温馨提醒

广州学子多种形式向党表白献祝福
7月 1日，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社

会各界纷纷以各种方式庆祝党的生日。广州
学子也以MV、视频、文章等形式，表达对党的
敬爱之情，为党献上生日的祝福。

今年高考作文共同指向：
时代与青年

黄德初老师带来主题为“时
代命题 青年答卷”的红色经典
示范课，带大家回顾 2021 年全
国高考作文试题，并解读高考
作文与红色经典阅读的联系。
黄老师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
无论是全国甲卷的“可为与有
为”，全国乙卷的“射箭为喻，追
求理想”，还是全国新高考Ⅰ卷
的“‘体育之效’的启示”、全国
新高考Ⅱ卷的“‘人’字描红的
启示”；无论是北京卷的“论生
逢其时”和“这，才是成熟的模

样 ”，天 津 卷 的“ 时 间 与 纪 念
日”，还是上海卷的“时间的沉
淀，事物的价值”，浙江卷的“得
与失”，本质上说都是“大情境、
大任务”作文。这些作文都指
向同一个命题：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新时代对当代青年发展的
要求。都指向同一个答卷：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当
代青年如何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成为时代新人，成为新时代的

“君子”。都指向同一个作答方
向：新时代语境，新青年视角。

黄德初老师还解读了红色经
典《红岩》《红星照耀中国》《白洋
淀纪事》《长征》《创业史》与今年

高考作文的关系，为我们展现了
那个时代的精神和青年的使命，
以及这种精神在当代的延续。
以《创业史》为例，黄老师认为
《创业史》表现了以梁生宝为代
表的新中国农民艰难曲折的成
长道路，以及理想信念在他们身
上焕发出来的无穷力量，这些精
神在今天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事业
得到了延续。

“我们从 4月启动以来的‘阅
读长征’活动，倡导读好《红岩》等
五本红色经典，事实上也是将五
种经典精神传递给少年们。难得
的是，今年高考就考到了红色经
典及经典背后的历史精神和家国
情怀。”品读行语文创始人刘静锋

谈到，整个“阅读长征”活动，通过
听、说、读、写、赛、研学等系列活
动，用红色经典丰富学生的精神
谱系，对考生运用到写作中也有
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花地新苗”写作指导：
用时代语境表现伟大精神

今年，广州市教育局、羊城
晚报社共同开展 2021“花地新
苗”作文大赛，作为一项有着广
泛影响力的赛事，该活动每年都
吸引上万名学子参与，今年赛事
活动主题为“以百年中国‘红’，
铸时代少年‘魂’”，希望学生能
够围绕这个主题，回顾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历程，能有所感悟；
结合当前的生活及学习，将自己
的所思所想以作文形式投稿参
赛。如何写好这篇作文呢？黄
老师现场也分享了写作思路。

黄德初老师认为，今年“花
地新苗”活动主题跟全国甲卷的
作文主题高度契合，而如何写好
这类作文，他建议学生要准确把
握“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内容，深入了解建党百年
的历史事件、英雄事迹，深入挖
掘其中的精神内涵和所蕴含的
伟大精神，结合时代语境、当地
历史、本校杰出校友、本家族革
命先辈的具体事迹，来表达这种
伟大精神。 （文/蔡旭嘉）

羊城晚报少年传媒院发动
羊小记参加“我想对党说”视频
录制活动，羊小记们十分踊跃，
热情高潮，纷纷诚挚地向党表
白和送上祝福。

“一百年的风雨同舟，一百年
的 艰 苦 奋 斗 ，一 百 年 的 不 离 不
弃，一百年的团结拼搏，祝愿祖
国繁荣昌盛，更加辉煌。”

——羊小记 陈芷芊（越秀区
东山培正小学）

“值此建党百年华诞，我们缅
怀过去，牢记先辈们的嘱托；我
们展望未来，不辱时代使命，不
负青春韶华，勇于担当新时代历
史责任，做新时代的追梦人和奋
斗者，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
们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羊小记 张天睿（广州市
开发区第一小学）

关注视频号“羊城教育”，观
看羊小记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的表白和祝福。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
特级教师黄德初

东山培正小学“迎七一“百牛图展

羊小记：我想对党说

·校园达人地 2021年7月2日/ 星期五/ 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易芝娜/ 美编 丘淑斐/ 校对 赵丹丹花 A14E-mail:ycwbqc@sina.com

上
堂 作文

（本栏目与广州市中学语文教学
研究会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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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
要求写作。

材料一：1914 年年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
国战场上出现了奇妙的一
幕：战线两侧的同盟国和协
约国士兵不约而同地放下
武器，爬出战壕，走到曾经
的“无人区”庆祝节日，交
换礼品。这就是著名的“节
日停战”。人性的光芒终未
被残酷的战争所掩埋。

材料二：2007 年，科特
迪瓦内战频频。足球明星
德罗巴提议将 3 月的非洲
杯预选赛放在叛军首都布
尔凯举行，并邀请 200 名政
府军官兵前往观战，还送给
叛军领袖一双印着“为了和
平而团结”的球鞋。这是内
战爆发以来双方首次没有
敌意的见面，最终科特迪瓦
以 5 球 大 胜 ，大 家 共 同 欢
呼。足球竟成为了化解战
争的和平使者。

材料三：和 平 与 发 展
是 时 代 主 题 ，也 是 不 可 抗
拒的历史潮流。面对人类
面 临 的 挑 战 ，世 界 各 国 应
该加强团结而不是制造隔
阂 ，推 进 合 作 而 不 是 挑 起
冲 突 ，携 手 共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造 福 世 界 各 国 人
民。——习近平在 2020 年
11 月 12 日的《第三届巴黎
和平论坛致辞》

在 2020 年的最后几天，
校团委计划举办一个“祈愿
世界和平”的主题团会，请
你围绕上述材料，结合你的
感受和思考写一篇发言稿。

要求：结合材料，选好
角 度 ，确 定 立 意 ，明 确 文
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
息；不少于 800 字。

教师点评

非师点评

【
学
生
习
作
】

回顾三年的语文学习，我想
象自己仍坐在初中阶段最后一
节语文课堂上，一个问题在脑海
中回旋——学习语文的意义是
什么？或者说，一直以来的语文
学习，带给了我什么？

我们总会在一些事情即将
结束的时候去探讨它的意义，这
看起来似乎不合常理，却会让我
们受益匪浅——假如我在刚上
初中的时候就思考语文学习的
意义，无非会认为初中语文也就
是读一读、写一写、看一看罢
了。可是待到初中生活即将结
束时，我以回望的视角、反观的
态度来看初中的语文学习，我的
确能看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先说最简单的——语文教
会我们交流。当然，只要掌握说
话最基本的发音和语法，就不会
妨碍自己与他人交谈。但我认
为，语文学习教会我们交流，一
方面是与他人得体地交流，即用
恰当、优雅的词汇，准确、清晰地
表达自己的意思；另一方面是理
解他人的意思，达到心灵层面的
沟通，学会理解话语中深层次的
意思，体味说话人的观点、情感，
等等。

语文还给予了我欣赏的能
力。因为语文学习，我有机会去
接触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
不同国籍、不同风格的作家所写
的作品。这些作品之中，有纪实
的、虚构的，甚至虚幻的、魔幻现
实主义的，或平实真切，或夸张
讽刺，嬉笑怒骂，风格多样。每
读一部优秀的作品，一幅生动的
社会生活画面就在我眼前展开，
让我像穿越了时空。我学会了
领悟那些似乎可望而不可即的

“美感”，这些东西总能被感受到
——虽然很多时候无法用语言
表达，或已经超越了语言本身。

此外，语文学习还给了我很
多东西——令人大开眼界的知
识、不同文化的震撼与冲击、精
炼表达的方法、优美描写的技巧
……但是，要从“意义”的角度来
探讨，就一定要说说这两个方
面：其一，带给我为人处世的智
慧；其二，教会我生活的态度。

有段时间我在读科幻小说

《2001：太空漫游》，一开始我一
直以为作者要将里面的机器人
哈尔描述成一个不折不扣的

“反派”，直到其中一个章节，作
者深刻地从机器人的视角反观
整件事情，让读者感觉到了机
器人自身所面临的危机以及这
种选择中含有的一丝丝无可奈
何，我突然发现自己对于整个
事件，有了更加全面、更加辩证
和深刻的感悟。

又如，我在看费里尼的《大
路》时，也同样一度认定男主角
赞帕诺是一个冷血的、没有感情
的谋生机器。但是随着情节的
推进，赞帕诺形象的立体性被逐
步表现出来，看到结尾，赞帕诺
独自在沙滩上痛哭时，我的内心
竟产生了一种难言的痛。

文学阅读乃至艺术赏析，都
不约而同地要求我们多方面地
看待问题，这便是一种智慧。现
实生活何尝不是如此？每一个
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每一件
事，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角度。
学会了通过文学来理解生活，我
们也能像名家们那样立体地看
待身边的人和事物。正是语文
学习，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如何
观照这个世界。

而我在汪曾祺的《跑警报》
一文中，看到大家用儒道互补
的淡定去面对突如其来的灾
难，让我学会在广州抗击疫情
期间如何成为“勇者”之一；我
在学习苏轼的词文时，读着他
写的“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
烟雨任平生”等句，也感受到一
种随性而为、随遇而安且不抗
拒命运安排的生活态度。现实
与文学相联系，同时也给我指
明了生活该有的方向。这就是
所谓的“生活态度”。

我们不可能照搬别人的做
法，但必然会对某些人的活法高
山仰止。文学的意义就在于一
种启发，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
响。正因为我敬佩、仰慕这些生
活态度，我才会去反思自己、提
升自己。语文学习，唤醒、启发
和引导着我的生活。“语文是一
种生活方式”，这是句真理。

（指导老师 楚云）

语文是一种生活方式
□邓展明 广东实验中学初三（12）班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很荣幸能在这次“祈愿世界和

平”主题团会上发言。今天我发言
的题目是《祈愿世界和平，争做和
平使者》。

和平是时代的永恒主题。先有
“无人区停战”，士兵们放下武器共同
庆祝节日，绽放人性的光芒；后有“足
球和解”，以足球比赛化解科特迪瓦
的内战，传播和平心声。习主席在

“巴黎和会”论坛上的致辞，更是呼吁
世界和平，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出生在和平年代，不曾见
过战争的残酷，不曾体验动乱的苦
难，“和平”对于我们或许只是一句
口号，但和平对于身处战争中的民
众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你
可曾想过，在中东、非洲地区，不时
有轰炸机呼啸而过，不远处枪声又
响，硝烟弥漫，刚刚一片繁荣的城
镇转眼间变成一片废墟……这种
场面至今仍时有发生。战争使人
们生活不得安宁，社会动荡不安，
积贫积弱，父母抱着瘦弱的孩子在
难民营无助、痛苦地沉默着。

人生而平等，没有人应该沦为
战争的牺牲品。和平，才能还他们

一个美好家园；只是追求和平，仍
然道阻且长。

发动战争的人，通常都是为了
追求利益。殊不知一切利益都应
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之上。没有和
平的环境，发展从何谈起？利益从
何而来？还记得抗战时期的中国，
社会动乱，技术落后，经济只会倒
退；反观当今社会，国泰民安，山河
无恙，我们这才有底气、有力气追
寻我们的“中国梦”。

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各国更
应携起手来，加强合作，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和平。

节日的到来，可以让敌对双方
自发停战，举杯同庆；足球比赛的
举行，可以驱散战争的阴云，让敌
对双方共同为比赛而欢呼。它们是
和平使者，我们也可以是和平使
者。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和平的守护
者，守护国家安宁，维护社会稳定；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战争的抗议者，
坚决反对战争，宣扬和平的力量，
唱响和平的颂歌。

和平来之不易，我辈仍需努
力。祈愿世界和平，让你我一起铸
就美好的明天。

我的发言结束，谢谢大家。

本文思路清晰，结构严密。先
由材料引入，得出“和平是不可抗拒
的历史潮流”的结论，接着指出现实
中某些地区“和平依旧道阻且长”，
自然带出下文“和平对发展、对民生
的意义”，顺势提出个人见解“各国
应当携手共创和平世界”，接着围绕

“青年当争做和平使者”主题，列举
具体做法，最后发出倡议，呼吁世界
和平。

全文能围绕材料谈思考与感
受，内容务实，建议具体，排比句式
的运用体现出情感的饱满与真挚。
对主题的阐释鲜明、充分，角色意识
强，对“校团委举办团会”以及以青
年学生身份发言等情境体会充分，
写作任务明确。

但对文题中提到的“2020 年的
最后几天”关注较少，行文中没有突
出关键时间节点，因此也就没能显
示出“未来（新的一年）在即，我们共
创和平未来”倡议的时效性，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立论的力度。

（华师附中教师 盖英俊）

对中学生来说，这篇作文算是
不错的。但“祈愿世界和平”，还应
该具有更强的震撼力。

让我们来看看战争的恐怖：据统
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士
兵阵亡约 800 多万人，受伤约 1000
万人，平民死亡约 600 多万人；第
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一共约7000
万人死亡，约 1.3 亿人受伤；核战
的后果更可怕：广岛被“小男孩”原
子弹轰炸，加上此后几十年因受伤
或核辐射等间接死亡的人口，约
14万人，最高统计是20万人死亡；
长崎遭“胖子”核爆，直接死亡人口
约2.9万到3.9万之间。

尽管统计数字有出入，但战争

尤其是热核战争的巨大恐怖性不
言而喻。1880 年，有过美国南北
战争血与火经历的谢尔曼将军在
一次演讲中警告：“今天有许多男
孩视战争为最高荣耀，但是孩子
们，那是地狱。你们，以至你们的
子孙后代都应记住这一告诫，战争
使我不寒而栗。”斯科特在《战鼓
颂》里则有这样的句子：“人类苦难
目录里的这些不幸，都由战争这只
罪恶之手一个个填进。”

我平时不太喜欢作文中的过
度引用，但在反战文章或发言中，
呈现这样触目惊心的战争数字或
震撼人心的故事却似乎必不可少。
（《羊城晚报》高级编辑 何龙）

祈愿世界和平，争做和平使者
□曾梓丹 华师附中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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