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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在即，今天是许多高三学生最后一

个上课日。

“To傅忆霖：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

日，一定会在某一天让你看见坚持的意义。

（-1，0），每次教它，都会想你！”

用熟悉的“代号”称呼朝夕相处的学生，

再给每个人敲上一个“作业优秀章”，日期则

设在了“6月7日”，这是大同中学高三年级组

长、高三（2）班数学教师鞠妍给同学们的祝

福，“最后一份作业，一定优秀！”每个同学的

手上，还系上了鞠老师亲手给他们编织的红

色幸运手环。

今天上午，各班班主任和语数外三科

老师将所有的叮嘱和鼓励，融在最后一

节课里。老师们为这节课起了个好听的

名字——“临行密密缝”。

“我们都觉得这届孩子太不容易，能够走

进考场，都是勇者。”鞠妍感慨，这届学生经历

了第一次疫情下的中考，经历了两次网课。

春考前，不少师生刚刚“阳康”，这两天，即将

走上秋考考场，有同学复阳……但是让老师

们感慨的是，在种种波折中，少年们鲜有抱

怨，沉稳应对着种种变化。升旗仪式上，各班

学生代表喊出口号，为彼此加油，“磨剑三年

舍我谁与争锋，逐鹿百日唯我尽显风流”“闻

风猎猎，鸷鸟将击”“百炼千锤，高三无悔；金

榜夺魁，舍吾其谁”“长风猎猎，红旗逶迤，吾

辈鹏举凌九霄；神矢运手，龙泉出鞘，众志成

城扫六合！”

每人一支“幸运笔”，每人吃一根“夏天的

第一支冰激凌”，每人一个透明文件夹作为考

试用袋，除了食堂准备的“高考加油午餐”，年

级组老师们用自己的方式送同学们出征。“我

最棒，迅哥说的”“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

习”，从语文老师陈珏定制的环保袋上收到来

自“Q版鲁迅”的鼓励，同学们觉得被文豪“加

持”一定会下笔如有神。平日里，他们最喜欢

到陈老师的桌上寻找各种时髦的零食，以至

于她办公桌书本外的空间都被各色零食罐堆

满，看着孩子们“没大没小”要糖果、要巧克力

吃，陈珏觉得，嬉笑间，同学们也在释放着自

己的心理压力。

鞠妍说，临近考试了，同学们出现紧张焦

虑的情绪在所难免。有学生担心自己会不会

忽然“阳”了影响考试发挥；也有同学恍惚觉

得，自从前一阵生病以后，自己好像“笨”了，

做题状态不佳，晚上也睡不好。“刻意跟他们

说不要紧张，放轻松可能未必奏效，不如从

学科出发，给同学们更有操作性的建议，给

他们积极的心理暗示。”鞠妍说，通常，她会

陪焦虑的同学在操场上边走边聊。有同学担

心，数学最后大题做不出，她会告诉他，别去

想自己丢了几分，要告诉自己，不管做没做

完，哪怕多做出一点，就是给自己“挣”了几

分；有同学坦言，只要考场上别人比自己先翻

页就会紧张，“你就想，可能他是其他题卡住，

跳过了呢！相信你遇到的难题，别人也会觉

得难，别怕！”

中午的动员仪式上，校长应华送给同学

们的则是一个荷花盛放的故事——在一个池

塘里，第一天荷花开放得很少，第二天开放的

数量是第一天的两倍，之后的每一天，荷花都

会以前一天两倍的数量开放。“你第29天看的

时候，才覆盖池塘的一半，但只需一天时间，

就覆盖全部了，”应华为学子们鼓劲，“人生有

时离成功的距离也仅在毫厘之间，最重要的

是坚持，有了自己的梦想就要全力以赴，坚持

到底。希望同学们像荷花盛开一样，到7、8、9

日花开满塘，完成量变到质变。请同学们充

分相信自己并告诉自己：我一定可以！”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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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荷花盛放的故事
敲一个作业优秀章

昨天，笔者在公交车上偶然

旁听到家长与孩子的一段对话。

他们似乎刚结束游玩，正在归家

的路上。家长问孩子，回去写篇

作文好不好？孩子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这不禁让我想起，最近有媒

体报道，六一儿童节是属于孩子

们的节日，然而，一些为了仪式感

而举办的“联欢会”、被当成礼物

送给他们的“课程礼包”，还有以

“完成一篇日记”为代价的出游

……把好端端的节日变成了“任

务交付日”。

据说，有些年轻人也自发过起

了儿童节，或是想过儿童节。调

查显示，“年轻人想过儿童节”的

理由，排在第一位的是“释放压

力，放松心情”。除了追忆童年之

外，更多是想借节日的名义轻松

一下、热闹一下。相比之下，真正

过儿童节、可以放假一天的孩子

们，有的却无法放松，反而要面对

任务或压力。作为儿童节的“主

角”，他们会喜欢这样的节日吗？

对于孩子们不能轻轻松松过

儿童节的吐槽，并不少见。像表演节目，往往要

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排练，不少孩子就算一开

始乐意，重复排练下来也会失去兴趣；有些节目

需要家长购买演出服，如果只能穿一次，也是一

种浪费。当然，有的孩子喜欢登台表演，那也可

以为他们提供展现的机会，关键是要看孩子自

己的意愿。

成年人为孩子们安排各种儿童节活动，其

中一个原因，是想让这一天过得“有意义”。也

确实有许多活动，能为孩子带来充实的体验、留

下美好的记忆。

但有时，过于讲求“意义”，反而有滑向“功

利”的危险。比如六一看个展览，还要求回家写

作文，孩子能纯粹地观赏吗？相较而言，即使没

什么“意义”，让孩子尽情玩一天，彻底撒个欢，

这份单纯的快乐，或许更能滋养心灵。许多人

长大之后仍然怀念童年，不就是向往那份无忧

无虑吗？

儿童节既然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就要让

孩子成为真正的主角，多听听他们的想法，让他

们过个开心的节日。而这份俯下身来的倾听，以

及对孩子心灵的关心，也应该不止体现在六一。

明年义卖，“一定胜”做主角

本报讯（记者 左妍）昨天，《学龄前儿童主动眼保健操》在上

海正式发布。本操全面考虑与适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特点，是

国内首套针对学龄前儿童编排设计的主动眼保健操。

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中国福利会托儿所、大宁国际第二幼

儿园等10家园所将作为首批园所试点应用《学龄前儿童主动

眼保健操》。

下一步，相关单位将持续跟踪眼操在示范试点幼儿园应用情

况，逐步总结完善，最终形成全市推广方案。

定胜糕，江南点心，好味道，14岁的王睿漪，从小就

知道。

不过，当定胜糕取名“一定胜”，那就不再仅仅是好

吃的江南点心了。

昨天“六一”，这个聪明能干的小姑娘和她的老师吉

丽做了一件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事——在黄陂南路373

号，代表上海交大附属黄浦实验中学的800多名同学出

席“一定胜”首发仪式。

“一定胜”，中共一大纪念馆所属“一大文创”和上海

老字号“光明邨”联合出品。一盒联名款定胜糕，论长

相、品质、创意，都是一等一的。

一盒两枚，净重90克，一枚红色，一枚灰色，小巧玲

珑，经典的“金锭”造型。两个颜色，灵感来源于中共一

大会址的石库门青墙红砖。

红色款，桂花豆沙馅儿，清新细腻；灰色款，纯正芝

麻馅儿，醇厚香甜。

包装盒上，有白玉兰和胖娃娃。白玉兰，一看就是

“上海出品”；胖娃娃，是穿着校服的“库宝”“德妹”，两位

都是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元宇宙推荐官，都来为“一定胜”

代言。

为啥叫“一定胜”？

光明邨大酒家，上海老字号，家喻户晓，常年排队，

淮海路上的独特街景。未来，光明邨将在坚守与创新中

平衡发展，持续推动老品牌焕发新活力。

“一大文创”和“光明邨”第一次跨界合作，联名出品

“一定胜”，寓意红色文化与老字号焕新深度融合，一定

能积极发挥“淮海红”——淮海路商圈党建联席的品牌

优势，以红色文化赋能，助推老字号焕新。淮海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张敏说，未来将有更多联名产品，不断丰

富淮海路商圈的红色文化内涵——根植“基因红”、助力

“经济红”、打造“生活红”。

在一个孩子眼里，“一定胜”未来如何？

昨天上午，王睿漪做拍卖师，在学校操场上参加了

一年一度的“六一义卖”。800多名学生，20多个摊位，

书籍、玩具、生活用品，一样样拍品都来自全校师生捐

赠，一上午拍卖所得3万多元，全部用于援助有需要的

同学。

“从2014年起，‘六一义卖’就是我们学校的保留节

目，从小培养孩子们向善向上、互帮互助的公益精神。”

吉丽说。

明年，“六一义卖”，会有什么不同呢？

王睿漪有个心愿——明年“六一”，“一定胜”就做义

卖主角吧！ 本报记者 姚丽萍

国内首套《学龄前儿童主动眼保健操》发布

首批  家幼儿园试点应用

■ 有“一定胜”字样的定胜糕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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