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1 日，放学路上，路过一家文具
店时，贵阳某小学二年级学生小刘拉着爸
爸的手走了进去。

“爸爸你帮我买吧，这个文具我看了
很久。”一进店门，小刘就径直走到一货架
前，伸手拿下一个包装盒。记者注意到，
这个包装盒里装的是一个削笔刀，其外壳
是一个警车造型，放在地上车轮还可移
动。“又大又重，放书包里不方便。”家长虽
然嘴里这样说着，但禁不住孩子的再三请
求，最终还是买了削笔刀。“就当买个玩具
了，学校里还是不能让他带去。”

新奇好玩的同时，这类花哨的文具价
格也跟着水涨船高。以削笔刀为例，普通
的削笔刀只要2-3元钱一个，有着吉他造
型、动物造型的削笔刀则要卖到 8-10
元。像这类有着汽车造型且车轮能转动
的削笔刀，单价高达39元。

在文具商店里，除了“玩具化”文具吸
引眼球，“文具盲盒”更是销售火热。

“这个不买了，家里一大堆，你用不
完。”在一家商场的文创文具类展台前，一
名大约 7 岁左右的小女孩流连忘返于文
具盲盒区，面对妈妈的劝阻，她置若罔
闻。据女孩妈妈介绍，家里的文具盲盒已
经足够多，许多都是重复的产品，孩子多
是两分钟热度，一些玩具类文具买回去就
闲置了。但每当孩子刷短视频或者看到
同学在盲盒里抽到新奇的文具时，她又闹
着要买。

据销售员介绍，文具盲盒因为带有抽
奖性质和趣味性，吸引了众多小学生，就
算家长不同意购买，他们也会在这里停留
许久。一些小学生会在课后结伴而来，互
相帮对方挑选文具盲盒，并当场拆开，一
时充满喧闹之声。

警车造型的削笔刀，会搏击的圆珠笔，网红流沙文具盒……走进一些校园周边的文具

店，仿佛置身一个个绚丽多彩的玩具世界。

近日，记者走访贵阳多家文具店发现，为了吸引孩子们购买，不少文具设计制作得更像

是玩具，“颜值”越来越高。对此，学校老师和心理专家提醒，文具变“玩具”，不仅有危害孩

子身体健康的风险，还可能带来分散孩子注意力、增加攀比心等不良心理影响，要引起警惕

和重视。

文具变“玩具” 喜耶？忧耶？
■ 记者 钟明秀

不负韶华 无悔青春
■ 李琴

青春是灯，照亮我们美丽的梦想；青春是火，燃烧我们

年轻的岁月；青春是路，指引我们迈向美好的未来。

——题记

我的青春岁月，我骄傲，我选择了三尺讲台；我自豪，

我把青春奉献在教师这个平凡的岗位上！

二十年前，十七岁师范毕业的我，在人生的第一个十

字路口，毅然决然站上了神圣的三尺讲台，怀揣着美好的

梦想，带着满腔的热情，我开始在为人师表的道路上慢慢

探索，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小学教师。

蓦然回首，二十年的青春已奉献给我最钟爱的教育

事业。

作为教师,我们是阳光,学生需要我们照耀;我们是

雨露,学生需要我们滋润。孩子就像一张张白纸,如果

你别具匠心，精心作画,得到的将是一幅幅旷世杰作;相

反,如果你漫不经心,乱涂乱画,得到的画肯定不会令人

满意。

我们是辛勤的园丁，呵护自己花园里的每一株小花小

草天经地义。多年的教育经验告诉我，“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新时代的教师，要给学生的是“源源不断的长江

水”，要带学生寻找“水源”，教会学生自立。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们的学生，自己掌握

了学习方法，不断发现自己身上的缺点，弥补不足，才能犹

如一株株茁壮成长的幼苗，出类拔萃。

做人要出于心，做事要出于情。作为教育工作者，应

该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意识，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呵

护，遇事冷静，不随便发怒，不以威压人，处事公平合理，建

立起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师不仅要成为

一个教导者，而且要成为学生的朋友”。

我发现，当你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与学生平起平坐、真

诚地与学生相处时，你就会成为学生的朋友。他们需要

老师的引领，也需要老师的理解。现在的孩子，见识广、

个性强、重感情，对家长和老师不再唯唯诺诺，敢于发表

自己看法。这就需要老师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倾听他们

的喜怒哀乐。

课堂上，如果有不同见解，他们会和你争辩，甚至争得

面红耳赤。而我并不觉得有损自己尊严，而是耐心地倾听

他们的看法，慢慢地引导，逐渐地让他们领悟。

课余时，冷不丁有人蒙住我的双眼，我正在惊愕，她立

刻放开小手，给我做了个鬼脸，甜甜地叫了一声“是我，老

师！”我开心地笑了，孩子们也开心地笑了。我不禁在心里

说：“当老师，真好！”

因此，我们只有成为学生的朋友，与学生加强双向交

流，理解学生，尊重学生，信任学生，创设和谐宽松的教育

环境，以心交心，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和尊重，建立彼此的

默契。

有人说，美的环境是一部多彩的、立体的、富有吸引力

的教科书，它对学生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作用。我认

为，这种美的力量就是榜样的力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每每要求学生要做到的，我必须自己先做到。常言道：“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

古语云：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假

如我们在人格上起不到榜样作用，学生就不会折服于你，

那就只有靠强制手段去约束学生，这样必然会产生师生之

间的代沟。

岁月荏苒，变了容颜，添了沧桑，不变的是心中的梦想

与付出。在教育教学的道路上，我在最美的年华用汗水书

写了无悔的青春。在以后的教学生涯中，我将继续激情万

丈，做甘于奉献的园丁，成为学生的朋友和榜样。不负韶

华，无悔青春！

（作者单位：金沙县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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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孩子的苦苦哀求，有的
家长认为玩具类文具会影响孩子
学习，严词拒绝；有的家长则认为
这类文具可缓解学习压力，可以
作为奖励适当购买。

“玩具化文具实用性差，且价
格较贵，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购
买。”家长陈先生表示，由于孩子
的自控能力较差，他担心孩子带
这 类 文 具 去 学 校 会 经 常 拿 出 来
玩，更难专心学习。尽管如此，孩
子偶尔也会软磨硬泡，哭闹着要
买 ，无 奈 之 下 也 会 买 一 两 件 文
具。“他说同学有，他也想要。”陈
先生说。

此外，陈先生还表示了自己
的担忧：文具做得如此花哨，一些
商家是否会为了节约成本而“偷工

减料”，导致产品质量不合格，从
而对孩子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家住云岩区的张女士却有着
不同看法。在她看来，小孩子好
奇心强，爱玩是天性，如果正确引
导，也许会收到不一样的效果。

张女士介绍，她的女儿现在
正上大班。为了鼓励孩子提前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即将到来
的小学生活充满期待，她会经常
带孩子到商场文具文创产品区走
动，告诉她只要好好学习，升了小
学后就能用到这些文具。当孩子
取得进步后，她也会带孩子去商
场，挑选自己喜欢的文具。在这
样的激励下，她女儿学习起来饶
有兴趣，主动性、积极性也得到了
提高。

“‘文具玩具化’很可能导致学生在使
用过程中彻底把文具当成玩具。我们班
约80%的学生带过这类文具进课堂，大部
分都是为了玩。这已经分散了他们的注
意力，不利于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贵阳
市某小学五年级班主任陈老师表示，学生
带这类文具进课堂，上课不专心听讲，做
作业时“一问三不知”，久而久之便形成恶
性循环。

“要分清楚文具和玩具的区别，上学
不带玩具，不买玩具类的文具。”陈老师表
示，她已对班上的学生明确表示，不能将
这类文具带到课堂上，一旦出现，将会面

临没收、写检讨书的惩罚。
长期从事校园安全工作的周老师认

为，由于商家在文具的形状、色彩上下了
很大功夫，导致一些质量不合格的文具产
品流入市场，如果孩子长期接触，会存在
健康方面的隐患。此外，对于低龄学生，
一些文具的小零件可能存在吞咽或窒息
的危险。因此，他建议，家长在为孩子选
购文具时，要选择安全、朴素的文具，更加
注重文具的实用性。

“在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学校和
老师应该对学生进行引导，让他们明白购
买‘玩具化文具’的危害。”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贵州工商职业学院心理发展指导
中心主任刘亿表示，‘玩具化文具’对学生
带来的影响因人而异，但总体来说是弊大
于利。由于未成年人心理发育不成熟，这
类文具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如分散
注意力、形成攀比心理等。此外，还需要
强调的是，一些商家为了增强对未成年人
的吸引力，还特意将文具设置成系列产
品，诱导孩子通过大量购买来集齐一个系
列，这很容易造成孩子的沉迷。

如何避免孩子沉迷于购买“玩具化文
具”？刘亿认为，学校和教师可通过开展
班会、辩论赛等活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

引导。同时，家长的作用也不可或缺。对
于孩子的需求，家长不可只说“不”或

“好”，而是要谨慎对待、合理引导。要多
和孩子沟通交流，引导孩子思考“这个文
具会给你带来什么？”对孩子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家长在选购文具时，也不能一
味地满足孩子需求，而是根据实际需要，
科学购买、理性购买。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愿意去学习
的，一定不是因为文具好看。”刘亿说，对
于学校、老师和家长来说，培养孩子对知
识的兴趣，让他们健康快乐地学习，才是
硬道理。

紫色烟火满人间
■ 遵义市第十二中学七（19）班 李瑞山

“紫藤萝瀑布！”“紫藤萝瀑布！”伴随着一阵又一阵惊
呼的，是一群和春天一样靓丽的少男少女，他们的身影，灵
动在校园的角落里、步道旁、球场边……

而后，是木桥。于是木桥上发出“咯噔”“咯噔”有节奏
的声响，像马蹄声，更像是从幽深的山林中传来的放慢了
节奏的啄木鸟的声响。幽深而深远，清脆而响亮。棕红朴
实的小桥静静地卧于青绿的湖上，在紫藤的一片紫韵中忽
隐忽现，犹如含羞的少女，又如初绽的春蕾，颇有些“绿肥
红瘦”之感了。

曲曲折折的小径，向前延伸着，转过几座假山，在一个
幽静的角落，蓦见一个小亭，冠名“南山雅韵”，在紫藤枝虬
编织成的花屏中，仿佛一位脱世的隐者，独具一份悠闲。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小亭四周的草坪上飘满了紫藤
花，紫色的花瓣，像撒在如诗般绿色海洋中的一颗颗星星，
让人瞬间涌现出一串“眼随片片沿流去，恨满枝枝被雨淋”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诗句，内心深处怅然、酸楚之
感顿生。可一转，亭台楼阁间挂满的紫藤花，又在一瞬间
让人感受到“遥闻碧潭上，春晚藤萝开”的景象。一旁三两
只忙忙碌碌的蜜蜂、四五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围着起舞，仿
佛飞舞于紫色星空之间，徜徉于蓝色花海之上，让人沉醉，
让人痴迷。

细看紫藤花，葡萄似的，一串串，一团团。无数小花小
蕊相拥相加，层层叠叠，形成壮观的紫色瀑布。朴实的十
字瓣，不起眼的淡黄的花蕊，演绎出一场绚烂多彩的“戏
剧”，我从它们的身上看到了你我青春的样子。

小亭，似乎成了紫藤枝、紫藤花、紫藤叶和彩蝶缀满的
世界。

小亭旁的湖，静静地幽绿着，为这五彩斑斓的小世界平
添了一笔浓墨重彩。平静的湖面，荡漾着紫藤凋零的花
瓣，伴随着逝去的流水，淘尽了落花的悲凉。水中成群的
小鱼，在碧波清水中自由穿梭，尽管没有荷叶，也颇有几分

“鱼戏莲叶间”的情趣。五彩的鱼儿，在湖面划过的一条条
绸带，随水的波澜而拉长、变粗，又在湖中逐渐变小、消失，
让人顿生若隐若现的诗意画意。

棕红的桥，幽绿的湖，碧绿的草，紫色的花，包围着小
亭，延伸向远处，延伸出一幅昂扬而浓郁的春意。

这是校园一角的一个小小的世界，一个藏满了故事、装
满了美好回忆的世界。如果哪天不如意了，我愿来这里，
在古色古香的“南山雅韵”中坐坐，看看曲折的桥，望望幽
绿的湖，在紫藤花和盘曲嶙峋的枝条织成的瀑布前，在亭
檐缀下的“瀑布”中感受紫色烟火的人间。

（指导教师：张小宁 何寻）

学生：新奇好玩 吸引力强 家长：态度不一 各持意见

专家：引起警惕 科学引导

那个月夜，我第一次怀旧
■ 铜仁一中高一14班 代佳羽

一襟晚照，拉长了树影，也拉长了我内心的一丝哀愁。
倚亭而坐，竟有伫立危楼之感，月光拖着清冷的水袖，

越过山川，划过湖泊，碎了满池银光。杨柳丝丝，轻点湖面，
激起圈圈涟漪。

面前蜿蜒的青石板路上，雨水斑斑驳驳，落花片片，紧
贴地面。

夜幕裁着一轮明月，闲云在月间缱绻，我不禁想到“云
破月来花弄影”，千年前的那个月夜，词人也似这般望月
罢！波上清风，画船明月，曾照多少故人归。独坐这亭栏
里，“漏断人初静”，思绪不知随风飘荡到何处。

“明月几时有？”思乡之情总是在月圆之夜勾起。“多情
自古伤离别”，回想起因求学与亲人离散，一股淡淡的愁绪
便在我心里弥漫开来。故乡像一幅画那样浮现在脑海中，
它的颜色深沉而凝重，那里的山水，那里的蝉鸣，那里熟悉
或陌生的人，竟如此亲切却又触碰不到。唯愿“千里共婵
娟”，让月亮把我的这份思念寄往远方的故乡。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在那个似曾相识
的月夜，杜牧也怀念起远方的故人，怀念起故人清远的笛
声。“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也怀想起几年未见的友人来，她
那如流水般动听的琴声，我已许久未曾听闻，眼前的这番意
境唤醒了记忆深处，那韵味一直深深埋在心底。

恍惚间，一行大雁从月间飞过，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
固。这群雁的前世可曾飞越过易安望月的那个夜晚？“雁字
回时，月满西楼”，此情此景竟穿越了时空！易安啊，你送的
薛涛笺，赵明诚可否收到？大雁是否把你的相思托给了
他？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她的一
片真心，惟有两行低雁，知人倚，画楼月。

微风掠过发梢，清波泛泛，“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
明月楼”，张若虚有他的一江春水，我自有我的一湖清波。虽
然所处时代不同，但我感同身受，在此月色下，我愿化为泡
影，在时空的长河里穿梭，赏尽人间月色，感遍这世间温情。

可惜我没有古人那样的雅趣，在此花前月下不能“举杯
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只能我舞影凌乱，我歌月徘徊。我爱
太白的风流与浪漫，爱他的洒脱与豪情。可人，喜爱之物往
往是甚缺之物，我无如此博大的胸怀，总为小事感伤，追悔
过去，在意他人的质疑，否定自己的付出。回想起曾经的
我，不因羁绊而放弃追求，不因嘲笑而打击信心，只管一路
向前奔跑。

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者耳。许久没有
这样自在独处了，也只有在此时故人故事才会涌入畅想。
千年前的苏子瞻，在月夜漫步、赏竹，他几经贬谪一路曲折
坎坷，却从未向命运屈服，他的冰肌雪骨和这月光一样洁白
透彻，他在月下品人生之道，我似乎也悟出了点什么。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怀念千年前的
时代，我与古人共有一轮明月，岁月更迭星河流转，明月却
因时光的打磨而愈发透亮。“月有阴晴圆缺”，如同这世间的
悲欢离合难以避免，知音难觅，人的悲喜其实并不相通，悲
喜自渡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寄身心于江上之清风与山间
之明月，把记忆酿入这月色。遗憾的事太多，“此事古难
全”，放下对过去的执念，不在意耳边的风声，或许如此才不
至自我彷徨，被往事羁绊。

花间月下，打捞一杯月色，忆古之真情与释然。
（指导教师：余文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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