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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子学写诗
前洲中心小学四3班
锡报小记者 周懿恬

在焦急地等待中，扬帆少年宫活动
开始了。我兴高采烈地来到海燕文学
社。这里的布置古朴典雅，文化气息迎
面扑来。一位知性的女教师走上讲台，
声音悦耳动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律诗
的节奏、韵脚……一节课上完了，我听
着挺有趣，对韵脚、措辞却一头雾水，从
那一刻开始，我觉得世界上就没有比写
诗更难的事情了，开始有点打退堂鼓
了。

第二次走进海燕文学社上课，我不
敢有丝毫怠慢，边听边做好笔记，练习
填词的时候，我的小脑袋里词汇不断蹦
出，多次被老师表扬用词精妙。

虽然我才上了短短的几节课，但我
感受到了祖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
以后我会好好努力，认真揣摩，争取写
出优秀的作品来。

（指导老师：章丽华）

小小“诗人”梦
前洲中心小学四7班
锡报小记者 李奕霏

怀着对诗歌的喜爱与热情，我有幸
被选入学校的海燕文学社学习。走进
海燕文学社，便可以闻到书香扑鼻的味
道、听到音律优美的诗歌，仿佛是走进
了诗的世界。在这美好的时光中，我与
老师一起学习写诗。在写诗的过程中，
将会碰到一个个拦路虎，如：什么是押
韵？平仄指什么？平水韵表能给我们
哪些帮助？它们会等着我们一个个解
答。

诗中有真情，诗中有故事，诗中有
风景，诗中有学问……写诗不像写作
文，诗和音乐一样，生命全在节奏。它
不仅表达了诗歌的情感，还充满了音乐
美，读起来朗朗上口。看，这就是我创
作的小诗——“万柳春风丝绿绸，柳丝
百尺拂树根。无拘无束闲游处，只喜孩
童绕柳园。”

怎么样？还不错吧！虽然我在诗
社里学习的时间很短暂，但我收获了许
多。未来，我一定会用所得知识去创作
更精彩的诗歌。

（指导老师：任苏）

小小的诗，大大的学问
前洲中心小学四6班
锡报小记者 李天逸

以前，我以为写诗非常简单，可是在去
过海燕文学社之后，我才知道写诗是有很多
学问的。

学习格律之后，我开始尝试自己创作，
这才发现，原来写一首诗这么难，每一次都
要冥思苦想。先想好题目，然后想好大概诗
句，再在平水韵表上找出合适的字，最后按
照格式写好整首诗。在这期间，不知要修改
多少次呢。

课堂上，老师会给我们仔细讲解，认真
修改，最后，竟成了一首新诗，这可使我大开
眼界，耳目一新。我心想:“哇，老师好厉害，
竟然能写出这么美妙的诗，我以后也要这
样！” （指导老师：张高慧）

写诗初体验
前洲中心小学三7班
锡报小记者 周润阳

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博大精
深、灿若繁星。在海燕文学社学习了几节和
格律诗有关的课，我的收获颇多。

一开始，我很好奇老师要教我们什么有
意思的知识。于是，我带着好奇心，走进了
海燕文学社。我们学了如何编写诗句的方
法，知道了写诗跟写文章的不同之处。写文
章一般都是长篇大论，而诗词却是简短工整
的，读起来还很押韵。不过，写诗比写文章
难度要大。通过老师的细心教导，我学会了
如何写诗。

写诗挺难的，但是我们认真跟着老师学
习，尝试了写诗，虽然写得不是很好，但也是
人生的一个新体验。我以后也要多阅读多
积累，进入奇妙的诗歌世界。

（指导老师：强雨薇）

走进诗社，体验写诗
前洲中心小学四2班
锡报小记者 孙彧轩

在我们前小，有一个特殊的社团——海
燕文学社。在这里，同学们在专家老师的引
领下，认识格律诗，了解格律诗，创作格律
诗。

周五“扬帆”活动时，我怀着激动的心
情，来到海燕文学社学写诗。诗社的张老师
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关格律诗的知识，还带领
我们一起诵读一些著名的古诗词。

我之前对写诗一窍不通，参加了诗社的
学习后，我发现了诗的巨大魅力，我也拿起
笔尝试着写诗。写什么呢？正好语文课学
到了现代诗，那就也写个植物吧。我按照
老师说的方法开始起草，发现写诗可真不
是件容易的事。诗凝练，但是内涵丰富，第
一次写诗的我，创作的诗就很大白话，在老
师的点评后，我修改了诗，后来终于写成了
《松》。

看着成果，不禁感慨，完成一首诗可真
不容易！ （指导老师：顾熙萍）

无锡市前洲中心小学是一所
百年老校，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2016年，“海燕文学社”揭牌
成立，该文学社由本土企业无锡
市海燕高压泵阀厂冠名，主要设
有海燕诗词社、海燕写作社、海燕
诵读社等，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

前洲中心小学的师生们在这

个社团中读经典书、诵经典文、创
格律诗。他们积极投入诗文诵读
中：校园广播中飘扬的是老师和
孩子们动听的平江调；社团活动
中，指导老师带领孩子们一步步
学习诗的创作；舞台上，留下了前
小师生充满魅力的身影……

孙琴芬校长特别邀请无锡市
诗教协会的老师来“海燕诗词社”

进行指导。在每周五“扬帆”少年
宫活动时，老师引领孩子们走近
格律诗，指导他们自己创作格律
诗。数年来，该校小诗人们在老
师的指导下，书写了一首首动人
的诗篇，也涌现出了一批批优秀
的小诗人，他们的多篇诗作在《中
国诗词》《诗海桨声》《半壕春水一
城花》等书刊发表。

近日，前洲中心小学的小记
者们走进诗社，对诗词的创作一
探究竟。他们在这里感受古诗词
的博大精深，学习格律诗的声韵，
亲身体验格律诗的创作。他们认
真倾听，推敲用词，也创作了自己
的第一首格律诗。

（顾熙萍）

“海燕”振翅，传承经典

学写诗词有感
前洲中心小学三3班
锡报小记者 邓梓欣

诗词歌赋是我国古代文人留
给我们后人的伟大文化瑰宝，体现
了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我咿呀学语的时候，妈妈就
在我耳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李白
的《静夜思》和骆宾王的《咏鹅》。
一年级开始，老师就让我们读国学
书，背了很多篇古诗。我一直都好
奇为什么古人只用短短几句话就
可以在我们眼前“描绘”出一幅幅
清晰的画作，同时还能抒发他们所
思所想，言简意赅又优美无比。

这次到海燕文学社学习，我更
深层次地了解了诗词的魅力所在，
原来为了诗词的传唱、优美、节奏、
韵律还得讲究发音，就是平仄关
系，还得考虑韵脚是否押韵，实在
是太神奇了！

我们身为中华青少年，更应该
把中国文化传承好，让经典永远流
传下去！

（指导老师：郁雯雯）

推敲
前洲中心小学三6班
锡报小记者 廉正

前不久，我们小记者去学校海
燕诗社学习写诗，我认识了教我们
格律诗的张老师。

课上，张老师教给我们许多写
诗的技巧，并且让我们尝试独立创
作。在写诗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
难题：“风吹杨柳树”这一句怎么改
才能做到老师所说的押韵呢？我
想了一会儿，想不出来，就径直走
到老师身旁去问她。老师看了看
我的诗，笑着说：“我一时也不知
道，你回去再好好想想。”

无奈之下，我只好带着这个问
题回到了家。坐在书桌前，我绞尽
脑汁，冥思苦想，不停地想着各种
可能用得上的字眼。时间一分一
秒悄悄走过。我的脑子里突然灵
光一闪，有了！“杨柳间”和“小溪
边”不正好可以押韵吗？

又到了周五学诗的时候了。
中午一吃完饭，我就兴冲冲地直奔
海燕诗社找到张老师，把我回家后
的思考一口气全都告诉了她。“看
来你已经学会了推敲。我们写诗
写文章，一定要学会动脑子，推敲
琢磨最佳字眼。”老师开心地笑了，
笑得那么灿烂。那一刻，我明白
了，原来老师说她不知道，是有深
意的，她是想让我学会独立思考。

（指导老师：余弘琳）

春游西湖
前洲中心小学五6班
锡报小记者 王一帧

往来樱树下，忽听鸟吟呻。
引我到亭畔，望中又一新。

樱花
前洲中心小学五2班
锡报小记者 刘梓琪

三月春风暖，玉芽枝上新。
年年红烂漫，试问为何人。

春雷
前洲中心小学五8班

锡报小记者 崔张浩熙

二月春雷数声响，东君带雨到城东。
轻翻柳线生新绿，点染桃花朵朵红。

咏柳
前洲中心小学五5班
锡报小记者 钱泽艺

风飘芳气满衣袂，小步过桥又向西。
依旧当年相遇处，一枝柳色满双溪。

堤上柳
前洲中心小学三1班
锡报小记者 周子涵

日照长堤柳，烟笼湖水滨。
清波泛新梦，又是一年春。

春游
前洲中心小学五4班
锡报小记者 谈雅馨

时节逢三月，逍遥游四方。
风吹芳草绿，柳拂锦衣香。

桃花节有感
前洲中心小学三2班
锡报小记者 奚芊语

风开新草路，心醉早春中。
谁个甲天下，桃花一朵红。

春雨
前洲中心小学四1班
锡报小记者 李沛玥

谁在敲窗奏春韵，清音遍布汉宫庭。
飘红上苑千花艳，点翠亭边五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