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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创作的中篇
小说。读过之后，我深有体会。从这篇
文章里面，我感受最深的应该就是阿Q
那被践踏的人权以及觉得自己永远是对
的的“精神胜利法”了。

文中的阿Q虽然可怜，但又似乎不
让人同情。他遇到身强体壮的人就退
缩，受了气却去欺辱小尼姑，这是典型的
欺软怕硬。虽然这种价值观看上去十分
可笑，但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那个时
代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认真思考之
下，我发现这与阿Q生活的时代息息相
关。阿Q处在社会最底层，所以他必须
忍受有钱人的欺负，甚至是村里人的戏
弄。每次抗争换来的却是挨打，每次被
打后，他都会用“儿子打老子”的话来安
慰自己以求精神上的胜利，而当比他弱
的人出现时，阿Q又常常用“恃强凌弱”
来证明自己的力量。文中阿Q孑然一
人，靠干体力活赚钱，他常常为窘境而苦
恼，他是一个为生活奋斗的可怜人。他
常与人角斗，从未有过真正的胜利，他只
是用这种方式安慰自己罢了，使自己有
活在世上最基本的信心。

在生活中我们也会有不开心或者遭
遇挫败，我们要积极地面对现实，不能只
活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坦然面对，是
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这样才有进步的
空间。

（指导老师：杜博）

黑豆宝宝成长记
梅村实验小学四（4）班
锡报小记者 唐华懿轩

天气非常好，我的心情自然也是美美
的！我今天接受了一个神秘任务，观察一
种植物的成长。一回到家，我就钻进厨房
翻箱倒柜。在柜子的角落里我看到了一
些黑黑的小豆子。我找来一个小盆子，黑
豆一个一个迫不及待地跳到了我的盆
里！我又给它们浇了点水，等待它们生
长。

过了四天，我去“探望”黑豆宝宝，它
们还真没让我失望，小豆子上面冒出了一
点点的小芽儿，成了一个又一个戴黑帽子
的小矮人。之后连续看了几天“戴帽小矮
人”，终于它们趁我不注意忽然长高了，一
根根绿绿的苗子在盆里摇晃。我仔细打
量着这些帅帅的苗子，在阳光的照耀下，
像一块块碧玉，好看极了！

许多天过去了，苗子们的身体越长越
高，高得都弯下了腰。我找来几根小树
枝，细心地把苗一根一根缠在了树枝上，
希望它们能继续长高。

（指导教师：许莉莉）

“胖娃娃”成长记
梅村实验小学四（13）班
锡报小记者 封清雅

这天晚上，我决定要写一篇关于植
物成长的观察日记。刚好厨房有妈妈新
买的大蒜。我便决定就地取材，观察大
蒜的成长过程。我拿出金色的小碗，倒
入少许清水，将大蒜端放其中。刚种下
去的大蒜像个贪睡的胖娃娃，即使是洗
澡的时候也能睡着。

第二天清晨，我揉着蒙眬的睡眼，跑
到胖娃娃的身边，惊喜地发现，大蒜的下
方已经有了些许根茎悄悄地探出了白色
的小脑袋。

又是新的一天，我去看大蒜娃娃时，
它已经从一个“小秃子”变成了“三毛”。
大蒜的头发一天长过一天，已经可以扎
个马尾了，我拿了红色蝴蝶结在大蒜的
头发上比划了一下，还蛮般配的呢！

又过了一天，大蒜的头发已经可以
梳个麻花辫了。妈妈说，今天晚上煮鱼
刚好要用到大蒜叶。我为难地看着妈
妈，大蒜的成长过程不容易，真有点舍不
得吃！

（指导老师：陈梅华）

“怪咖”老师
梅村实验小学五（7）班
锡报小记者 严晨晟

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一双炯炯有神
的眼睛，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她就是我
的语文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很美，
也很“怪”！她“怪”在哪儿呢？

语文课上“不务正业”。记得有一次，
张老师正在讲解练习，随机点了位同学站
起来回答问题。那位同学从一年级开始
就不敢大声回答问题，这次也一样。他慢
吞吞地站了起来，立在那里，低着头，默默
地看着自己的作业本，嘴巴张了张，但是
没有什么声音。“张老师，他从一年级开始
就不爱回答问题。”有同学再也忍不住了，
这句话就这样从他们的口中“蹦”了出
来。只见，张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轻轻

走到他面前，用手拍了拍他的肩，面带微
笑地说道：“做出改变并不难，战胜自我，
跨过心中的那条鸿沟，就能看到海阔天空
的未来。不急，我们慢慢来，老师相信你
一定能做到！”接着，她把头转向大家，“我
刚才说的那句话，不只是对他说的，也是
对所有同学说的。只有不停地战胜自我，
你们才能走得更远！话说我以前的时候
……”等老师讲完自己的故事，半节课的
时光便溜走了。不过，我们的收获却很
大！

这就是我的“怪咖”张老师，这样的老
师谁会不喜欢呢？

（指导老师：张婷婷）

种蒜苗
梅村实验小学四（3）班
锡报小记者 史歆弋

哎，大蒜都种下去六天了，会不会长
出芽来了呢？我揣着紧张而又好奇的心
情走到阳台上，拉开纱窗一看，只见其中
三株蒜瓣头上冒出了嫩黄色的芽儿，虽
然又短又粗，看起来很壮实，但是却是一
副蓄势待发的样子。

过了几天，天气真不错，我的蒜宝宝
已经长高了不少，最高的蒜叶已经有三
厘米高了，长势喜人啊！

又过了三天，早晨妈妈冲进我的卧
室，对着还没睡醒的我道：“咱们来看看

蒜苗可不可以剪下来给面条提香了，
快！”我鞋都没来得及穿，就被老妈拉到
阳台。就三天的时间，蒜苗长得跟小草
一样高了，量一下都有七厘米高了。我
拿出小剪刀，“咔嚓咔嚓……”蒜叶便一
把一把地落入手中，我赶紧拿到厨房交
给妈妈。洗脸刷牙完毕，三大碗面条已
经上桌了，清清的面汤里飘着刚剪成末
的蒜叶，雪白的面条有着绿叶的点缀，阵
阵清香扑鼻而来。这蒜叶真是给面条增
色不少啊！ （指导老师：邹丽丽）

我的“戏精”老师
梅村实验小学五（10）班
锡报小记者 陈思皖

大家知道，戏精是指变脸快，表演生
动的演员，在我身边，也有一个人具备了
这些条件，她就是我的数学老师——马老
师。

有一次，我们正学到三角形的面积，
为了让我们更明白三角形，老师讲了一个
十分“生动形象”的故事：三角形呢，它是

一个天生的弱者，要两个完全一样的它才
能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这样三角形的面
积公式就是S=a×h/2 。一边说着，老师
还一边做动作，我们很快就明白了。

这就是我的“戏精”老师，她会用心地
教导我们，我们也很喜欢她。

（指导老师：戈艳）

《阿Q正传》读后感
梅村实验小学六（7）班
锡报小记者 朱铭枫

走进秋天，走进古诗词
梅村实验小学三（11）班
锡报小记者 范曦文

我们梅村实小三年级的所有学生伴
着习习微风，走进秋天，走进古诗词。

走进秋天，走进金色的原野，我看到
饱满的穗子，随风飘荡，凝成金色的波
浪；高粱涨红了脸，低下了沉重的脑袋；
玉米乐开了花，秋风轻拂，发出快乐的吱
吱声。走进五彩缤纷的果园，树上硕果
累累，珍珠似的葡萄、玛瑙似的山楂，红
宝石似的草莓，阵阵幽香飘来，仿佛来到

人间仙境。我沉浸在这片金色的“海洋
里”，欢快地哼起了“一年好景君须记，最
是橙黄橘绿时”，此时此刻我真真切切地
理解了这句古诗词的含义，感受到秋天
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美丽的风景，还给我
们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指导老师：王源源）

豆芽养成记
梅村实验小学四（9）班
锡报小记者 朱明昊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没有出
去玩，而是窝在家里做一项我从未做过的
试验——种豆芽。

我先将一小把绿豆倒入小盆子里，再
倒入8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水量刚刚淹
没绿豆就行；然后，再倒入同样比例的凉
水，把水温控制在37摄氏度；最后，把它
们放置阴暗处。奶奶将厚纱布浸湿拧干，
罩在了这盆绿豆上。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掀开厚纱布往
里瞧，所有的绿豆都比原来大了许多，大
部分都已经脱下了绿外套。我换了两次
水，又满怀希望地用纱布把它们蒙上。

第三天，早晨我奔进厨房，掀起纱布
一看，哇，所有的绿豆都发芽了。再仔细
观察，这些豆芽的长度在2厘米左右，有
些卷，摸起来较硬，中间有一条细线。

到了发豆芽的第四天，我小心翼翼地
掀开纱布。耶！所有的豆芽都长得长长
的，头部偏红，尾部呈白色，摸起来不硬不
软，刚刚好。我用尺子量了量，长度在10
厘米左右，是非常健康的绿豆芽。

（指导老师：陶美华）

“梅”好少年，智趣挑战
11月，一场其乐无穷的“智趣”大闯关

在梅村实验小学的校园里热闹开展。为
了满足学生多维发展的需求，梅村实小积
极架构学科概念，以“‘梅’好少年”为培育
目标，逐步形成了“乐学成长，多元发展”
的“智趣评价”体系。一年级“乐学”小梅
花闯关争章活动，打破常规考试模式，充
分挖掘“语、数、英、音、体”五门学科的特
点，为学生创设有价值的学习任务，引导
他们在真实的情境中综合应用所学知识，
进行独立思考并解决问题。

三年级孩子们则参与了“与经典同
行，做儒雅少年”活动，他们或读，或念，或
唱，或跳，或写，走近古诗。四年级组积极
创设助力深度学习真正发生的实践情境，
孩子们在老师的引领下学以致用，从书本
学习走向实践感悟。种植大蒜，发绿豆
芽，种番薯苗……大家自觉地运用课上学
习的方法用心观察着植物生长的点点滴

滴，一篇篇观察日记图文并茂。五年级的
学生用生动俏皮的语言，捕捉老师们最突
出的特点，绘制老师们最真实的样子。或
严肃认真，或幽默风趣，或雷厉风行，或热
爱生活。一字一句，表达了他们对老师满

满的爱。
梅村实小一直秉持“为每一个儿童设

计课程”的理念，打造学科深度课堂，通过
多种形式、设立多种平台，带领孩子守初
心，觅童趣，享童年。 (陶美华）

“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
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这句话
出自著名文人鲁迅。鲁迅一生创作出许
多优秀作品，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阿Q正传》这篇小说。

小说中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地位，
常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自我
麻痹、自欺欺人的表现，让他永远只活在
自己的世界里，并且越陷越深。其实阿
Q“精神胜利法”部分也是乐观精神，但
是缺的是对遇到事情之后的正确认识，
乐观的同时更要积极思考解决的办法。
就像我们学习一样，当一次成绩不理想
时，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积极上进，不
能认为：这已经很不错了，谁谁谁考得更
差呢。这种“精神胜利法”只会让我们停
滞不前，甚至倒退。

阿Q生在那个年代，最终造就他自
欺欺人、麻木愚昧的性格。作为当代少
年的我们，要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每
件事，不断提高自己，不断进步。

（指导老师：李筠）

《阿Q正传》读后感
梅村实验小学六（3）班
锡报小记者 王子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