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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初 中 ，课 本 里 古
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诗所
占 篇 幅 增 多 ，原 继 桃 老 师
讲这些诗比讲现代文章还
要 有 吸 引 力 ，她 独 特 而 生
动的讲解让我们感受到学
习诗的乐趣。她给我们讲
的好多诗篇至今都刻印在
脑 海 里 ，有 些 可 以 随 时 背
出 来 ，而 原 老 师 讲 这 些 课
文 的 情 景 就 像 在 昨 天 一
样。原老师富有特色的讲
解，深得同学们喜欢，引领
我们进入诗的世界。

她 用 启 发 式 教 学 把 我
们 带 入 古 诗 的 美 好 世 界 。
她讲古诗的特点是代入感
强，把同学们带入诗境、带
入 作 者 的 心 里 理 解 诗 意 。
《卖炭翁》是升入初中后开
始 接 触 的 古 诗 之 一 ，这 首
诗字面意思浅显而含义深
刻 ，在 白 居 易 诗 中 占 有 重
要地位。原老师讲这首诗
时，一是注重诵读，让同学
们从诵读中增强对诗的感
性 认 识 ，领 略 这 首 诗 朗 朗
上 口 的 美 感 ；二 是 适 时 启
发，增强代入感，引领同学
们通过形象思维体会诗的
意 境 美 ，感 悟 诗 的 含 义 。
她 讲 这 一 课 时 ，先 领 我 们
读 几 遍 课 文 ，然 后 讲 读

“ 叱 ”“ 敕 ”等 几 个 生 字 ，把
全诗字面意思进行大概讲
解 后 ，再 或 诵 读 或 默 读 或
齐 声 朗 读 几 次 ，直 至 读 得
有 了 语 感 ，有 了 对 诗 的 初
步 感 悟 。 在 此 基 础 上 ，她
提出几个问题让同学们思
考 ，引 领 我 们 向 诗 的 纵 深
行 进 。 如 ：这 首 诗 刻 画 了
卖炭翁和宫使怎样的不同
形象？表现在哪些诗句或
词语中？为什么卖炭翁衣
着 单 薄 还 希 望 天 气 寒 冷 ，
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为
什 么“ 晓 驾 炭 车 ”出 发“ 日
已 高 ”才 到 京 城 长 安 ？ 为
什 么 下 了 一 尺 多 厚 的 雪 还 有 冰 辙 ？ 宫 使 是 如 何 盘 剥 卖 炭
翁的？卖炭翁为什么“惜不得”？同学们默默阅读，陷入沉
思 ，思 考 老 师 提 出 的 问 题 。 原 老 师 又 适 时 启 发 提 示 ：假 如
你 是 白 居 易 ，为 什 么 要 这 样 写 ？ 写 这 些 要 表 达 什 么 意 思 ？
同 学 们 转 换 角 色 ，从 作 者 的 角 度 思 考 上 述 问 题 ，一 步 步 被
原老师引导向着诗的含义方向思考。过了一会儿，她请同
学 们 回 答 ，同 学 们 举 手 发 表 自 己 经 过“ 深 度 思 考 ”的 见 解 ，
彼此交流，有些问题还发生争执。同学们回答后急切地期
待老师的评价，看看自己理解得对不对。原老师并不着急
回 答 同 学 们 ，她 要 的 是 同 学 们 先 行 思 考 ，至 于 思 考 理 解 得
对不对，并不重要，这只是一个教学环节，目的在激励学生
开动脑筋。

在 同 学 们 的 期 待 中 ，原 老 师 对 全 诗 进 行 了 综 合 分 析 。
她侧重对诗里不同情景进行对比，引导同学们加深对这首
诗含义的理解和领会。一是对比卖炭翁和宫使：卖炭翁是

“十指黑”“烟火色”“衣正单”身心疲惫的老翁，而宫使却是
“翩翩两骑”，身着“黄衣、白衫”，盛气凌人、骄横跋扈的宫
里人，两者贫贱高贵形成鲜明对照；二是对比卖炭翁“衣正
单 ”却“ 愿 天 寒 ”，表 现 出 卖 炭 翁 期 望 炭 价 高 多 卖 钱 又 不 得
不 接 受 寒 冷 的 矛 盾 心 理 ，反 映 了 生 活 的 艰 辛 ；三 是 对 比 卖
炭翁“晓驾炭车”却“牛困人饥日已高”才到了长安，说明行
路 之 难 ，行 程 之 远 ，辛 劳 之 至 ；四 是 对 比 尽 管 如 此 ，卖 炭 翁
仍 然 憧 憬 着 卖 出 好 价 钱 的 希 冀 ，结 果 却 是“ 回 车 叱 牛 牵 向
北 ”，“ 半 匹 红 纱 一 丈 绫 ”强 买 强 卖 ，而 卖 炭 翁 还 要“ 惜 不
得”，辛苦劳作化为泡影，卖炭翁心里苦楚可想而知。讲到
这里，原老师表情凝重，打着手势，表现出对卖炭翁深深的
同 情 ，同 学 们 也 被 感 染 着 。 原 老 师 这 几 组 对 比 讲 解 ，让 我
们感受到卖炭翁的不幸遭遇，反映出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
艰辛和官府的残酷盘剥，诗人关注同情百姓疾苦的情怀也
感 染 着 我 们 。 对 于 为 什 么“ 惜 不 得 ”，即 宫 市 问 题 ，原 老 师
没 有 多 讲 ，因 为 没 有 一 定 历 史 背 景 知 识 是 不 好 懂 的 ，讲 得
多 了 ，反 而 影 响 同 学 们 对 全 诗 的 理 解 。 根 据 原 老 师 的 讲
解 ，结 合 自 己 刚 才 的 理 解 ，同 学 们 进 一 步 加 深 了 对 这 首 诗
及 其 含 义 的 感 悟 。 原 老 师 实 际 上 是 引 导 我 们 开 动 脑 筋 自
己 思 考 问 题 ，自 己 咀 嚼 更 感 香 甜 ，印 象 更 深 。 原 老 师 就 是
这 样 用 启 发 带 入 式 的 教 学 方 法 ，把 我 们 一 步 步 引 导 进 诗
里，循序渐进地体会理解这首诗及其含义，比一味灌输、概
念式地讲“是什么”效果好多了。所以，她的课很受学生欢
迎。最后她要求我们把课文背熟，以进一步感悟和理解这
首 诗 。 这 堂 课 同 学 们 听 得 轻 松 ，理 解 得 好 ，感 性 教 学 收 到
了理性教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 还 给 我 们 讲 了 杜 牧 、王 维 、李 白 、陆 游 、王 昌 龄 等 人
的诗，每次讲解都想办法启发我们，尽可能先让同学们“亲
口 尝 尝 梨 子 味 道 ”，然 后 再 进 行 讲 解 ，使 我 们 听 得 懂 ，记 得
深，愿意听她讲，喜欢上她的课。启发式、带入式讲解古诗
是原老师的一大特色，她这样的讲法使同学们对古诗有了
好的感性认识，产生了兴趣。

听讲了不少古诗，同学们对诗有了一定的兴趣和了解，
在此基础上她给我们讲诗的基本常识，讲律诗、绝句，讲平
仄、押韵、对仗，讲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在诗中的运
用，让我们感悟诗的艺术美，更多地了解诗喜欢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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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村子里住着一位老红军，他常常会在
某个冬日的午后，或盛夏的一片树荫下，给我们这些孩
子讲故事。

记忆中，有两个故事他反复讲起，一个是某部队一
位战士，领命单独去执行一项任务，途中遭遇敌人杀害，
再也没有回来；一个是红军过草地时，有一位战士把最
后一块用于充饥的树皮让给身旁受伤的战友，而自己却
因饥饿倒在了长征途中。

那时我们大概十二三岁，从课本和小人书上知道董
存瑞、黄继光、邱少云这些大英雄的故事，从未看到过老
人所讲的故事，于是有一天我们忍不住问老人：“您讲的
这些战士，也是英雄吗？”老人语重心长地回答：“他们为
了更多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当然是英雄。”我们听了，
不由地对这些英雄产生崇敬之情。

许多年后，在省城工作的我，从周围老同志的口中
得知了太原解放时的一些故事。比如，冒着生命危险为
解放军前线指挥部送去一份血染的城防图的霍桂花；比
如，为了让太原早一天解放，毅然加入到运送情报行列
中的孤儿小六子；比如，为了把接头信物交给可靠同志，
身负重伤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联络员老石……

我被这些英雄的故事深深打动，于是，我决定把他
们的故事写下来。

搁笔之时，距离我小时候听英雄故事已过去了 30 多
年，我不知道 30 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听、去
读英雄的故事。尤其是当今的少年朋友们听了英雄的
故事后，会有怎样的感受？

这个问题，在我不久后参加的几场读书活动中找到
了答案。

有一次，我到山区的一所小学参加读书活动。去之
前，学校已组织学生提前阅读了我笔下的英雄人物，所
以当我走进教室时，一群 12 岁的少年立刻报以热烈的掌

声。我知道，那掌声，是送给静躺在文字中的英雄们的。
那天活动现场，少年们的发言都很踊跃，完全没有

紧张与害羞，有几名男同学甚至能把书中英雄的故事从
头到尾背诵下来。还有的同学发完言后，又勇敢地说出
了自己的心愿：将来也想成为一名英雄！他们说这番话
时，目光清澈、充满朝气。

活动快结束的时候，现场所有孩子都围过来，希望
我能给他们写一句与英雄有关的话。但遗憾的是由于
时间关系，我仅给前面几个孩子写了鼓励的话，上课铃
声便响了。我以为，我与后面的那些孩子再无交集，此
行只能留下些许遗憾，但谁知，内心向往英雄的孩子们，
再次和我相遇。

与校方告别后，我在校门口的一个书摊前停下脚步，
翻阅起一本本书来。不知不觉，学校放学的时间到了，一
群少年走出校门，路过书摊时，他们一眼认出了我，于是
全围过来，并快速从书包里拿出笔、纸、作业本，还有的干
脆掏出语文书、数学书，让我写一句与英雄有关的话。

时间就这样，在一本本书、一行行字中飞逝，轮到了
最后一个孩子，他名叫佳轩，一直等到同学们散去，才拿
着一张纸，来到我面前。我想起他就是活动现场第一个
勇敢说出自己心愿的学生，于是在纸上写道：“亲爱的佳
轩，英雄，不一定要流血牺牲，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用
聪明才智报效祖国。”

后 来 ，我 又 去 过 几 所 学 校 ，无 论 是 在 山 区 ，还 是 县
城、市区的学校，每到一处，孩子们对英雄的崇拜之情，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太原的一所小学，
我还遇到了一件犯难之事。

那天，与我共同回顾英雄往事的学生们，也是一群
12 岁的少年。活动中，有一个环节，需要一位同学上台
配合我完成一段朗读。当我询问哪位同学愿意来到台
前，朗读一段与英雄有关的故事情节时，现场上百名少
年齐刷刷地举起了手。

我从那一张张纯净而期盼的脸庞上，感受到眼前这
些少年所争取的不是谁能站在台上朗读，而是谁能把对
英雄的崇拜，通过自己的声音，传递给同学，传递给老
师，传递给现场的每一个人。

在“两难”中，我挑选了三名同学上台，他们都很出
色，尤其当读到英雄倒下的一幕幕时，我看到他们的肩
膀在微微颤抖，胸脯在微微起伏。我想，他们一定想问
书 中 的 那 些 英 雄 ：“ 你 们 当 年 为 什 么 会 舍 弃 宝 贵 的 生
命？难道你们不热爱自己的亲人、不热爱自己的家园
吗？”英雄也一定回答了少年的问题：“不，正因为我们
足够热爱，所以才会选择牺牲自己。这盛世，正如我们
所愿。”

那天，与这群少年告别时，他们有人告诉我，自己将
来想成为一名英雄。

那一刻，我更加相信，英雄的种子已在越来越多的
少年心中扎下了根。

“老师，这个暑假我们要继
续 写 循 环 日 记 ！”放 暑 假 前 的
一天，我的孩子们都在积极争
取这项暑假作业。

循环日记，是这一年来我
送孩子们最好的礼物。

去年秋天，我成为了五年
级一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不久，我发现孩子们不爱写作
文，甚至害怕写作文。作为语
文老师的我很着急，能有什么
好的办法让他们爱上写作？

结合班里实际情况左思右
想后，我有了一个主意。孩子
们不爱写作文，很大一部分原
因在于写作素材匮乏，无话可
说，无话可写。何不让他们以
小组为单位，轮流写日记，既能
观察生活，积累素材，又能相互
帮助，共同进步。当我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把循环日记的想法
告诉全班同学时，他们使劲点
头表示赞同，随后便开始叽叽
喳 喳 地 讨 论 起 组 建 小 组 的 事
宜。很快，循环日记写作小组
就建成了，8 人为一组，每周轮
流一组写日记。循环日记，就
像一只满载硕果的小船，这周

在这组停留，下周又驶向另一组。学生之间互看互评，
家长也参与其中。

今年 4 月，我外出培训。其间，一直担心没有我的
督促，学生能否按时写好循环日记。培训归来的我，当
看到循环日记本上毫无间断，孩子们一如既往地记录
着所闻所见、所思所想时，我很感动，特地买来小糖果
奖励了他们。

小小的循环日记本，是我们师生之间交流、互动、沟
通的桥梁。日记题材也越来越广泛，学习压力、同学矛
盾、家庭琐事、社会见闻……我也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孩
子们的心声，及时与他们沟通交流。班上的轩轩同学性
格内向，父母近期离异，他把这事情写进了循环日记本，
大家得知后，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轩轩摆脱了心理
上的困境，轩轩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就这样，我们班的循环日记，从秋写到冬，从春写
到夏。经过几个月的循环日记训练，孩子们不再害怕
写作文，作文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快放暑假了，在琢磨暑假作业如何布置时，我想，
既然学生写日记兴趣未减，何不继续循环呢？假期可
以把循环时间从一周缩短为两天。虽然假期居家，但
可以分好组，隔天值日，把写好的日记拍照打卡，并辅以
声情并茂的朗读视频，放在班级群里，大家互评、共赏。

放暑假快 10 天了，我隔天就能在班级群里欣赏到
孩子们的循环日记，有写旅游的，有写社会实践的，还
有写回到乡下参加劳动的……内容丰富，作为老师，也
了解了孩子们多彩的假期生活，这是一种独特的享受。

一篇篇循环日记，犹如夏日的一丝凉风，抚慰着孩
子们的心灵，也让这个炎热的夏天变得清凉惬意。

汾畔西风晚照明,
一泓绿水映苍穹。
数湾青草连天去，
几点白禽啄落红。
曲径曾听虫婉唱,
余晖频看雁行匆。
淡然世味观云意,
醉卧林泉听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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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幅生机盎然、色彩斑斓的悠长画卷，拥有
绵延无际的绿水青山；这里是一条天造地设、蔚为壮观
的绿色屏障，守护着汾河流域的生态安全，这里就是山
西省云顶山自然保护区。

高耸入云的云顶山，在日月更替、斗转星移的地质
变 迁 中 ，见 证 了 无 数 次 沧 海 桑 田 的 自 然 演 化 。 大 自 然
鬼 斧 神 工 的 妙 笔 绘 就 了 这 般 令 人 神 往 的 人 间 仙 境 ，隽
永秀丽的奇山秀水、丰富多彩的动植物资源，使这颗镶
嵌在吕梁山脉中部的璀璨明珠大放异彩。

云 顶 山 坐 落 在 山 西 省 太 原 市 娄 烦 县 西 南 部 ，是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境 内 的 赫 赫 岩 山 是 太 原 市 最 高 峰 。 云
顶 山 景 区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被誉为太原的“后花
园”和“天然大氧吧”。这里高山植被茂密，泉溪灵秀，长
流不息，成为汾河的主要水源补给地。景区内大黑沟和

大背沟的“飞云瀑”与“飞泉瀑”，未见其景，先闻其声，汩
汩泉流顺岩直下，哗哗作响，震彻山林。清冽的山泉水
洗刷着万年岩石，一路欢歌，沿着千年河道南下，汇通境
内的南川河、西川河，注入汾河。自我涵养的生态系统
维 持 高 原 旺 盛 的 生 命 力 ，充 分 发 挥 了“ 高 山 水 塔 ”的 作
用，是维护汾河流域生态平衡的有效杠杆和绿色保障。
复杂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植物类型、景区全域的原始生
态环境、自然形成的食物链，使禽鸟百兽相互依存，成为
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炎 炎 盛 夏 ，林 木 蔽 日 ，清 凉 舒 爽 ，城 里 人 纷 纷 来 此
避 暑 纳 凉 ，游 山 历 水 ，享 受 天 然 氧 吧 ，体 验 世 外 桃 源
的 绝 妙 感 受 。 假 日 周 末 ，游 人 如 织 ，有 的 徒 履 跋 涉 ，有
的骑马登临，情侣相约，亲朋期会。游客沿着一条十余
里的曲折山路盘行，惬意中体验登攀的乐趣，感受山色
的 妩 媚 。 百 年 古 树 不 规 则 地 覆 盖 着 整 个 山 体 ，眼 前 是
挺 拔 的 松 柏 ，被 树 下 屈 曲 的 老 藤 亲 密 缠 绕 着 。 林 间 一
丛 丛 、一 簇 簇 不 知 名 的 鲜 花 争 奇 斗 艳 ，蜂 飞 蝶 舞 ，虫 鸣
鸟 唱 ，草 丛 中 野 兔 跳 跃 、松 鼠 飞 蹿 。 森 林 中 湿 气 氤 氲 ，
青草和山花的幽香沁人心脾，空气异常清爽。

攀登是艰辛而愉悦的。置身茂密的松林，踏着绵软
的松针土，拄一段干枯的树干，扒开丛生的荆棘，沿着小
路攀爬而上，成为很多游客的选择。峰回路转，走过浓
荫蔽日的云杉林，高处呈现出期盼中崔嵬的山顶，在蓝
天白云的映衬下分外宏伟。成群的野生白牦牛与骏马，
于山坡草坪中零散可见。步道边牛马悠闲地咀嚼着青
草，脖颈上摆动的铜铃发出清脆的响声。

登 临 云 顶 ，凉 气 袭 人 ，极 目 四 望 ，豁 然 开 朗 。 广 袤
的林海、开阔的草地扑入眼帘。

山 顶 有 两 处 800 平 方 米 的“ 天 池 ”，相 传 为 唐 代 名
将 尉 迟 恭 的 饮 马 池 ，明 代 李 述 孔 率 义 军 曾 驻 扎 于 此 。
古 代 娄 烦 地 区 作 为 汉 唐 皇 家 马 匹 的 豢 养 与 供 应 地 ，云

顶山功不可没，清代学者康基田《晋乘蒐略》中“楼烦牧
政甲天下”的说法很有道理。

走 上 一 处 高 高 的 巨 石 ，仰 望 蓝 天 ，俯 视 高 山 草 甸 ，
真 是 悦 目 养 心 。 作 为 华 北 最 大 的 亚 高 山 草 甸 ，云 顶 山
草 质 柔 软 ，草 层 茂 密 ，浓 绿 中 点 缀 着 五 颜 六 色 的 野 花 。
天 造 地 设 的 草 甸 从 古 至 今 成 就 了 高 山 天 然 牧 场 。 云
山 、林 海 、草 甸 成 为 魅 力 云 顶 山 的 三 大 特 色 ，为 游 客 所
青 睐 。 湛 蓝 的 天 幕 、洁 白 的 云 朵 、碧 绿 的 山 顶 草 甸 、零
零 散 散 悠 闲 的 黄 牛 ，老 牧 人 时 而 骑 着 马 儿 奔 驰 在 天 际
边，构成一幅绝妙的图画。

夏 天 的 云 顶 山 ，气 候 变 化 无 常 。 刚 才 还 是 艳 阳 晴
空，顷刻间乌云密布、大雨倾盆。经过无数次雨水洗礼
的云顶山，仿佛一次又一次焕发了新的生机，铸就了一
种无言的永恒。

云顶山的朝夕更加迷人。清晨，冉冉升起的旭日唤
醒沉睡中的山岳，万道金光透过密密匝匝的松林，穿越
丛丛绿叶的罅隙，山体便披上了金色的晨装。落叶松和
油松展开蔽日的伞盖，以常青的翠绿主导着山的色彩，
白 桦 、红 桦 点 缀 着 单 调 的 层 林 绿 韵 ，七 彩 云 顶 景 色 迷
人。夜幕降临，晚霞掩映下的云顶山渐渐入眠。飞鸟相
与还，月上古松梢。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云 顶
风光再次演绎出了耳熟能详的千古诗意。

云顶山被越来越多的游客所青睐，人们品鉴大自然
之美，获得精神愉悦之外，享受绿色天然、无公害的娄烦
地道美食，别有风味。本地牧民豢养的食用肉牛、优质
羔羊、土鸡，以及云顶云盘、顶土等天然蘑菇，是娄烦杂
粮宴的重要元素，具有中国地理标志的娄烦土豆及其系
列美食、莜面栲栳栳、河捞等美味佳肴，早已登上省城餐
桌，甚至走出山西，寄托着故乡游子的悠悠乡愁。

云顶山正展开宽广的臂膀，喜迎八方游客，敬候四
面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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