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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 瑞 通讯员 徐惠萍 汪 婷

我是一个没
出 过 远 门 的 农 村
娃，每当大家聚在一起
聊旅游和交通工具时，我
总是沉默不语。国庆节，我去
沭阳的亲戚家玩时，才第一次
见到火车。火车从远方呼啸而
来，车厢一节、两节、三节，从我面前
轰隆隆“飞”过，我的心也跟着扑通扑
通地跳，没坐过火车的我惊喜极了！

去年 12 月 14 日，耿车镇关工委组
织我们“参观高铁之‘宿’，感受家乡变

‘迁’”，我作为《关心下一代周报》小记
者，来到了即将运营的宿迁高铁站。乘车
来到宿迁站二层送客坪，我激动地跳下
车，发现眼前的高铁站“宿迁味”十足。宿
迁是楚霸王项羽的故乡，也是洋河酒、双沟
酒的产地。宿迁站融合了楚汉文化和酒都
文化的元素，站房的“飞檐峭壁”既有楚汉
建筑的风格又不失现代气息，站前广场地
面上的光带与喷泉构成了酒杯酒花的造
型，展示着酒都的魅力和宿迁人的热情。

宿迁站的候车大厅里有好多高科技的触屏屏幕，供游客查
阅宿迁地图、公交线路。我试用了一下，既灵敏又简单。大厅
里，洗手间、母婴室、开水间、自动贩卖机、按摩椅，应有尽有，人
性化的服务设施一定会让乘客们心里暖暖的。“五老”张显生
爷爷说：“宿迁历史上连普通铁路都没有，到南京只能坐大巴
车。高铁的开通不仅结束了宿迁不通铁路的历史，而且直
接迈入了高铁时代。”讲解员阿姨还告诉我们，2019年 12
月16日宿迁站就要正式通车啦，我真为家乡感到自豪！

回家后，又一个好消息迎接了我。爸爸知道我
去参观了高铁站，特意在网上订了几天后从宿迁
到徐州的高铁票。他说：“现在坐高铁去徐州
只需要半个多小时，下个周末就带你去徐
州玩！”

农村娃坐高铁不再是梦！我
终于也可以体验中国速度
了！

农
村
娃
走
进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高
铁
站

宿
迁
市
宿
城
区
耿
车
中
心
小
学
五
（
3
）
班

苏
梦
灿

（
小
记
者
证
编
号

J 183584

）

指
导
老
师

陈
苇
苇

我有一颗会我有一颗会““飞飞””的种子的种子
盐城市亭湖初级中学八（4）班 王赫凡

指导老师 陆秀珍

清晨，一束阳光唤醒了我
心中那颗会“飞”的种子。

种子飘飘荡荡，将我的思
绪带回小学时光。那一年六一
儿童节，我参与的舞台剧《铁军
畅想》正在表演。我身穿新四
军军服，高举着新四军旗帜，在

舞台上奔跑，手中挥动的旗帜迎风飘扬，猎猎作
响。新四军心系百姓、抗日救国的光辉形象从那时
起就埋进我的心中，一颗争做新四军小小接班人
的种子也在我心中悄然生长。从那以后我刻苦学
习，每天天刚亮就起床晨读，会“飞”的种子也在朗
朗书声中开始了远航……

转眼，小学就要毕业了，会“飞”的种子落在了
一节语文课上。“2003年，杨利伟作为中国航空第
一人，冲出地球进入太空……”在老师激情的讲述
中，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令人神往的画面：杨利伟叔
叔驾驶着“神舟五号”飞船，驶离蔚蓝的地球，奔向
广袤无垠的太空，华夏儿女的千年“飞天梦”向前迈
进了一大步。后来，我又聆听了杨利伟叔叔和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同学在《朗读者》节目中带来的《天
地九重》片段：“大气层中飘浮着片片雪白的云彩，那
么轻柔，那么曼妙，仿佛贴在地面上一样……”从此，

我立志成为一名航天员，飞上太空看看美丽的地球，种
子也搭乘着我的“航天梦”越飞越高……

时光荏苒，升入初中后我幸运地成为了一名升旗手。
每周一，伴着嘹亮的国歌，我拉动绳索，看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国歌法、国旗法的宣传和教育，让我更加明白作
为一名升旗手肩上的责任。我暗下决心，要向国庆阅兵式上的

三军仪仗队学习，认真对待每一次升旗仪式。会“飞”的种子也在
浓浓的爱国情滋养下，飞得更有力量……
会“飞”的种子，蕴藏着我从孩提时代起就萌发的小小梦想。我会

继续用知识和梦想浇灌它，让它向着祖国腾飞的方向不断飞翔！

盱眙县维桥中心小学：

趣味运动迎元旦
本报讯 上月27日，盱眙县维桥中心小学举行趣味体

育运动会，喜迎2020年元旦。运动会有垫排球、纸篓接球、
跳绳、碰碰球等四个项目。赛场上，小选手们有的神情专注
地垫排球，有的将空中飞来的纸球稳稳接在纸篓里，有的咬
着牙跳绳坚持跳满一分钟……这次庆元旦趣味体育运动
会，愉悦了同学们的身心，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

（通讯员 王希明）

常州市武进区东安实验学校：

“拥军优属小分队”拜早年
本报讯 上月 29日，常州市武进区东安实验学校“红

领巾拥军优属小分队”的少先队员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
社区，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同学们身穿迷彩服，佩戴红领
巾，手持小红旗，走进退役军人王文君爷爷、军属倪凤秀奶
奶家，给爷爷奶奶拜早年。 （通讯员 华再清）

高邮市外国语学校：

挥毫泼墨庆元旦
本报讯 上月30日，高邮市外国语学校开展“庆元旦”

主题书法、绘画、手抄报评比活动。同学们精心制作、积极
参与，此次活动共收到参赛作品165件。评委老师从内容、
版面等方面进行评选，共评出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
等奖30名、优秀奖若干名。 （通讯员 赵桂珠）

本报讯 上月31日，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小学
部全体老师、少先队员及家长志愿者齐聚学校操场，摆开一
个个“小书摊”“小货摊”，举行第四届“携手共成长”爱心义
卖活动。义卖筹得的善款将全部汇入“日新爱心基金”，用
于帮扶至少5名青海的贫困学生，承担他们6年以上的学习
费用及生活费用，为他们的成长助力。（通讯员 孙国平）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小学部：

义卖情暖“格桑花”

仪征市青山中心学校：

跟非遗名师学面塑
本报讯 上月28日，仪征市青山中心学校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面塑引入课堂，邀请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师工作室何老师走进学校，带同学们一起“玩泥巴”。讲台
上，何老师为同学们做示范；讲台下，同学们学着何老师的
样子捏、搓、揉、掀，制作出一只只栩栩如生的小老鼠。

（通讯员 李云宝）

入冬，书吧温暖依旧
本报记者 李 彤 通讯员 何振宇 朱 斌

入冬清晨，寒风呼啸。扬中市联
合中心小学的校门旁，明亮的灯光从
一间小屋的玻璃窗透出，给寒冷的清
晨添了几分暖意。小屋里空调开得很
足，此刻虽才 6点半，却已有几位同学
聚精会神地在这里看书。

“他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这个小书吧是专为他们准备的。”校长
朱金龙介绍，学校有50%以上的学生是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孩子大多与父母
一样早出晚归。“考虑到教室里太冷，
学校就将校门处的小超市改造成小书
吧，每天早上 6点半开门，下午从放学
开到5点多最后一个孩子离开，有专人
负责学生的安全。”小书吧里，卡通造
型的桌椅充满童趣，书柜上摆放着数
百本课外书，墙上还贴着几篇学生的

读后感。小书吧有着一个温馨的名字
——“脉脉馨香”。

下午 3点，低年级放学铃声响起，
小书吧一下就涌进了几十个孩子。65
岁的何世平老师忙着安排同学们坐
下，同时还要注意招呼接孩子的家
长。何老师原是联合中心小学的教导
主任，退休后他承担起了管理小书吧
的工作。小书吧里井然有序，同学们
有的写作业，有的读课外书。当同学
作业遇到了难题，何老师也会指点一
二。每天下午 3 点起，小书吧就成了

“学生中转站”，同学们一批批涌进书
吧，再陆续被家长接走。“有时家长来
得迟一些也没关系，只要学生不离开，
我会一直陪着。”何老师说。

六（2）班的李啟悦是小书吧的常

客。小书吧没建起来时，放学后她常
常一个人呆在教室里，冷清不说，还有
些害怕，有几次她宁愿呆在门卫室
等。这让她的爸爸既心疼又内疚。“现
在我可以在小书吧看书写作业，和同
学聊天。爸爸知道我在这里挺安全，
就能放心地工作了。”六（2）班马典奥
在书吧里看完了几十本课外书，他说：

“我唯一不满的就是地方太小，最多的
时候有几十个同学挤在里面。没办
法，谁叫这里这么受欢迎呢！”

自 2016年设立以来，“脉脉馨香”
小书吧为联合中心小学的同学们提供
了一个既安全又温馨的港湾，为外来
务工的家长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书吧
虽小，却暖人心，成为寒冬里一道靓丽
的风景。

学学学学节气节气节气节气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做有节之人做有节之人做有节之人做有节之人 开心一刻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中午林林在家里玩，妈妈
在织毛衣，爸爸在看报纸。

忽然，林林拿起了插头，妈
妈想启发孩子，于是说：“孩子，
插头应该插在有两个洞的地
方。”

于是林林一下子把插头插
进了爸爸的鼻孔里。

尼克：“天气为什么这么
冷？”

爸爸：“因为现在是冬天，
冬天总是冷的。”

尼克：“为什么？”
爸爸不耐烦地说：“尼克，

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问我的
爸爸这么多问题。”

尼克：“啊！难怪你回答不
出我的问题呢。”

兔 子
儿子：爸爸，你属什么？
爸爸：属兔。
儿子：那你属公兔还是母

兔？

“感谢信”
一家饭馆收到一封“感谢

信”，服务员马上围了过来，因
为这个饭馆还是头一次收到感
谢信呢。

他们抢着拆开信读了起
来：“叔叔阿姨，你们好！自从
开展‘灭蝇’活动以来，我们一
直找不到苍蝇集中的地方。那
天来到你们饭馆，一会儿就打
死 300 多只苍蝇，这使我们班
荣获学校‘灭蝇’竞赛第一名。
特此感谢！”

小明和妈妈坐火车。他看
着窗外，突然大叫起来：“妈妈，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妈妈说：“发现什么了？”
小明得意地说：“妈妈，你

看，近处的电线杆子比远处的
房子跑得快。”

跑得快

插 头

为什么

不是买的
小可只有 5 岁多，他经常

一有钱就自己去买东西，家里
人都拿他没办法。

一天，妈妈看见他手里拿
着气球，于是生气地说：“你怎
么又买气球了？”

小可连忙说：“这不是买的。”
“那是怎么得来的？”
“是买泡泡糖中奖送的。”

古色古香的镇江西津渡街区里，一串串
大红灯笼、热气腾腾的小吃，以及卖冰糖葫芦
的叫唤声，驱散了冬日的寒意。去年 12月 7
日，大雪节气当天，镇江市孔家巷小学节气小
分队街头的剪纸义卖活动，更为镇江的这条
文化特色老街增添了一抹暖色。

“姐姐，你看，这是我们自己剪的四季图，
多好看呀！如果您买下的话，您付的钱我们
会捐给镇江市残联，这是献爱心呀！”五（2）班
王芷菁一番真诚的“吆喝”，成功收获了20元
爱心款。王芷菁说：“冬季缺乏生机，红色的

物品和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热情，可以驱
散寒意。”可别小看同学们的这些剪

纸作品，当天他们一共筹得
402 元义卖款，能有如此

大的收获，背后的奥
秘 可 不 一 般 。

王芷菁说：“我们的剪纸作品经过非遗传承人
的指点，更蕴含着二十四节气的传统文化。”

二十四节气教育是孔家巷小学的特色校
本课程。同学们不仅把节气习俗画在蒲团、
竹匾、台历上；用五彩的折纸、鲜红的剪纸、风
干植物和种子描绘二十四节气图景；编排《二
十四节气之美》舞台剧，还走进大自然开展丰
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春意盎然时，他们“观蛰
虫始振”“变身茶农学制茶”；炎炎夏日，他们

“腌咸蛋、学犁田、观日月、知天象”；秋高气爽
之际，他们体验“舌尖上的桂花”，感受“丰收
节的快乐”；皑皑白雪之冬，他们“小雪忙腌
菜”“大雪观鸟筑巢”……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
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个
节气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被誉为中国的
第五大发明，2016年11月被正式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我们虽然远离了农耕时代，但是这些祖

先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与今天的
生活息息相关。”在二十四节气这个
生动“课堂”里，六（4）班范晶晶学会
了包粽子、包饺子，认识了五谷和草
药，更明白了清明祭祖、重阳敬老的传
统。

二十四节气里，蕴藏着大自然的语
言，也渗透着人生哲理。跟着二十四节气的
课程，六（4）班丁梓博欢乐地走过一年又
一年，求真、向善、臻美的生活智慧在他
的心间悄然生长，“在参加节气实践
活动中，我懂得了敬畏自然、珍爱生
命、不惧风雨，从小要做一个气正有
节之人。”

图为镇江市孔家巷小学节气
小分队的同学们跟随非遗传承人
学习剪纸（上图）和制作冰糖葫芦
（下图）。

训练场下的“暖男”

别看训练时“冷酷到底”，下了训练场，
李老师摇身一变成为一枚“暖男”。同学们
回到食堂，会发现李老师已经买好了热乎乎

的辣汤面在等着他们了！
对体育训练生的伙食，李同振可是下了

好一番心思的。过去食堂开饭时间与训练

“我最宝贵的是学生”

走进李同振的办公室，满眼都是各种荣
誉证书：江苏省优秀裁判员、苏北优秀田径
教练员、东海县“优秀教师”……但李老师却
说：“对我来说这些证书都不重要，最让我感
到骄傲的是带出的那一届届学生。”

每年春节，李同振家总是那栋楼里最热
闹的一户，来看他的学生每天一桌，能从初
一排到初八。他们中年纪较小的正在上大
学，年纪偏长的已经工作成家多年，共同的
是对李老师充满尊敬和感恩之情。而在李

老师眼中，“他们以前是我的学生，现在都
是我的孩子和朋友”。

一个叫潘登的学生家庭条件差，学习成
绩不突出，怎么看也不是个上大学的料。李
同振却觉得他是练体育的好苗子，于是提出

“来跟我训练吧，你也许能行”。参加高考选
拔要去南京，潘登打起了退堂鼓。李同振一
问，原来是拿不出 1500元的路费，“你放心
去，钱我出。”靠着李老师的支持，潘登最终
考入了大学本科。

孩子，当你走出期末考试的考场时，意味着忙碌的学习
生活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迎接大家的将是丰富多彩的寒假
生活。

老师希望你们这个寒假都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首先，放下手机，多陪陪家人。陪爷爷、奶奶散散步，聊

聊天；帮爸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他们会为你的懂事而
感到欣慰。

其次，给自己制定一个张弛有度的寒假学习计划。安排
好每天需要完成的寒假作业，练几页书法，读几本名著，看几
部经典的电影，对自己的各门功课做好查漏补缺。每天学习
的时间不需要太长，但切不可“一曝十寒，松紧失当”。

再次，不要做“宅男”“宅女”，要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
去街头做社会调查，去社会福利院做志愿者，去陶吧做手工
……新时代少年应该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

最后，老师还要提醒大家，假期里要增强安全意识。在
家里，使用电视、电热毯、电饭煲等家用电器
时，要做到“人走电断”。独自在家时，不给陌
生人开门，不听信陌生人的电话。离家外出
时，要告知家人自己的去向。过马路时，要注
意遵守交通规则。不私自燃放烟花爆竹。远
离危险，珍爱生命。

最后，祝同学们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寒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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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在学说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越来越
国际化……”最近，苏州外国语学校国际班高二（2）
班吴若淳时常不自觉地哼起这首《中国话》，问其原
因，她笑着表示这还得从去年11月4日学校承办的
首届国际青年高峰论坛说起。

本次论坛，来自澳大利亚巴克学校、丹麦欧登
塞教堂学校、法国枫丹白露国际学校、美国奥瑞姆
学校和苏州外国语学校 5所学校的同学，就“城市
现代化发展中的传统文化保护与保存”进行探究。
从餐饮文化到建筑风格，从人文历史到自然风光，5
校青少年走上讲台，通过演讲展示自己所在国家、
城市或学校的文化。走进昆曲博物馆听昆曲，漫步
拙政园赏小桥流水，来到采芝斋品尝中式甜点……
作为东道主，苏州外国语学校国际班的同学还领着
其他4国小伙伴深入苏州的街头巷尾，领略江南风
光。

在为期一周的交流中，吴若淳发现外国同学对
中文、汉字有着满满“求知欲”。“走在街上，来自美

国的洛纳根常常会指着路牌上的字问我怎么读。”
和洛纳根成为朋友后，吴若淳得知她从小学起就开
始学中文，是学校里第一批接受中英双语教学的学
生之一。“在苏州游玩时，洛纳根与街边的小商贩能
进行简单交流，这让她觉得多年的中文没有白学。”
研学中，洛纳根还喜欢用中文和大家对话，“从一开
始一句话里夹着几个英文单词，到后来能组织出一
个完整的中文句子，如此‘沉浸式’学中文，让她的
中文水平有了很大进步。”

本次论坛，让吴若淳发现在此类中外学生交流
的活动中，中国学生讲英文不再是“重头戏”，活动
也为对中文、汉字感兴趣的外国同学提供了学习和

“练口语”的机会。“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
注中国、了解中国，《汉语桥》《非正式会谈》等让外
国人说中文的访谈节目也让汉语的魅力逐渐辐射
全球。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保持文化自信，相信祖国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吴若淳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全世界都在学说中国话”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彭 蕊

无锡市东林中学的诸多社团中，数无人
机社团“门槛”最高，“因为技术含量高，必须
要有机器人操作、机械原理基础，还要对无
人机操控感兴趣……”初一（3）班韦一帆能
够脱颖而出，成为无人机“10 人团”中的一
员，实属不易，“初一有20个班，每个班只能
报一个名额，这20人还要经过层层选拔，最
终只有10位同学能加入社团。”

每周五下午，无人机社团的成员们都会
聚在一起，人手一台操纵杆，上下左右，舞动
手指，屏息凝神盯着头顶上小小的无人机。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无人机飞得更炫。

“让无人机飞起来只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要通过不断练习，提高手指的熟练度，
操控无人机飞出各种‘难度’动作：悬停、过
圈、躲避障碍……”初一（8）班方辰谕说大家
训练的终极目标就是达到“人机合一”。看
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时多个城市的无
人机表演视频，他叹为观止，“夜幕下，无人
机组成五星红旗、‘中国，我爱你’‘70’‘万里
长城 巨龙腾飞’等造型，向祖国母亲献礼，

它们就是夜空里最亮
的‘星’！”

“如果认为学习无人机，仅仅是为了耍
帅装酷拗造型，那就大错特错啦！”初一（4）
班秦添辰是“10 人团”里的“修复专家”，谁
的无人机出现故障，都会向他求助，而他一
出手，问题便迎刃而解。“随着无人机技术的
提高，用途也越来越广泛，摄影、测绘、救援、
勘察……”平时沉默内敛的秦添辰提起无人
机来，如数家珍。

生活中无人机也处处显身手。初一
（17）班张恒铄把无人机带回农村老家，为爷
爷奶奶表演，让他们“大开眼界”；家里亲朋
好友聚会时，秦添辰用所掌握的无人机技术
为 30多人的大家族从空中俯拍了一张全家
福，“长辈们惊叹不已”；韦一帆周末来到太
湖边，第一次通过无人机从高空领略了家乡
的山山水水，颇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仰望高高飞起的无人机，方陈谕在心中
默默许下愿望：将来成为一名军人，让无人
机在保家卫国的疆场大显身手！

让无人机飞得更炫
本报记者 苗 苗 通讯员 吴 剑

“蓝印花布是我们南通的骄
傲！”提起蓝印花布，南通师范学校
第二附属小学四（2）班邱知微满脸
自豪，“妈妈告诉我，在她小时候，
家里的床单、桌布都是蓝印花布做
的。”前不久，四（2）班的同学们走
进了南通市蓝印花布博物馆，在

“蓝白世界”里感受质朴之美。
博物馆里，一块块靛蓝色的布

或铺在展柜里，或垂在房梁下，布
上白色的花纹千姿百态，引来同学
们围观。盘成八卦状的鲤鱼、翱翔
九天的凤凰、雍容华贵的牡丹……
同学们在抽象的花纹中寻找熟悉
的图案。“快看！这里有只‘青
蛙’！”蒋天悦有了“重大发现”，但
青蛙代表着什么呢？经过讲解员
的介绍，蒋天悦得知自己口中的

“青蛙”准确地说应该是“蟾蜍”，而
蟾蜍在古代有着招财进宝、镇宅驱
邪的寓意，“就像鱼象征着‘连年有
余’，牡丹象征着大富大贵，石榴象
征着多子多福……布上的花纹寄
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
往。”

探究完布上的图案，同学们又
发现馆藏的蓝印花布最早可以追
溯到清朝。讲解员告诉同学们，南
通历来盛产棉花，明代起又普遍种
植蓼蓝草，古代劳动人民从蓼蓝草
中提取出“靛青”色，用来染制蓝
布，再经过上桐油、刮浆、染色等工
艺印染白花，这才有了“衣被天下
数百年”的蓝印花布。看着橱窗里
清末做被面用的“连年有余”蓝印
花布，蒋天悦感叹：“兼具观赏性和
实用性，难怪蓝印花布能在民间广
为流传，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漫步博物馆，同学们发现“复
古”的蓝印花布也可以很“时髦”。
如今，许多现代设计师在设计服
饰、箱包时，都喜欢融入质朴的蓝
印花布元素。“瞧，彭丽媛奶奶去国
外出访时就穿过蓝印花布制成的
衣服呢！”邱知微在博物馆墙上的
照片中又有了新发现。回家后，邱
知微也决定赶一次“时髦”，用家里
闲置的蓝印花布自己缝制一个笔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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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学生经他的手送入大学、选入国家和省级运动队，李同振自己没数过，大概也数
不清。“我只是在普通的岗位上做些普通的事。”他这样说。但正是他普普通通的工作，实实
在在地改变着一个一个孩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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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又 又又 的体育老师的体育老师
““酷酷”” “暖”

本报记者 李 彤 通讯员 张 玲

寒冬的苏北大地，北风裹挟着刺骨的寒意，然而在东海县高级中学的运动场
上，一位身材魁梧的汉子带着学生们却练得火热，他就是学校的体育教师李同振。

训练场上的“酷”大叔

清晨 5 点半，天还没亮，李同振就冲
到了学生宿舍，招呼着体育特长生们离开
温暖的被窝。“不督促，学生可起不了那么
早，毕竟还是些孩子。”李同振负责的是东
海高级中学体育特长生的培训迎考，为了
孩子们的前途，李同振板起脸来做“恶
人”，喊着催着学生们在漆黑的操场上跑
圈。“这些农村孩子能吃苦，我可以通过训
练让他们通过体育特长生这一路径考上

大学。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以改变命运
的机遇。”

训练的时候，李同振是很“酷”的人——
严酷的“酷”。训练哪怕有一点没达标，李老
师都不会让学生过关，迎接学生的只会是更
大的运动量、更高的技术要求。往往训练结
束，学生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学生在训
练场上都怕我，但没办法，现在多流汗，将来
才会有好成绩。”

重合，当体育生训练结束到食堂时，饭菜都
凉了。“训练完怎么能吃冷的？”李同振多次
向学校提出申请，为体育生赢得“吃小灶”的
待遇。

每天早上训练结束，体育生们都是一身
大汗，有的同学忙着去吃早饭、上早读，懒得

回宿舍洗澡。“身上还湿着，风一吹很容易感
冒发烧，那怎么行？”李同振不厌其烦地督促
孩子一定要回去洗澡，虽然很啰嗦，但让同
学们感到真“暖心”。“李老师是把我们当成
他自己的孩子来疼啊！”学生们对老师的一
肚子怨气顿时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