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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向左烦恼向右
语文是门搞笑的学科
有人说语文博大精深，也有人说它搞笑非常，你觉得呢？
第一节语文课：老师说，请用四个字概括自己的长相。卷子收上来后，学生们的答案分几种：批判主义派的答案有：偶
尔正确、惨不忍睹等。写实主义派的答案有：两栖动物、返祖现象等。现代派的有：鬼斧神工。而唯一的一份超现实主
义派的答案是——竟然是人。
第二节语文课：老师向同学们解释“惊惶失措”“不知所云”“如释重负”“一如既往”四个成语。恰巧，某学生正在
呼呼大睡。老师一拍桌子，该生顿时坐起来，拿起书便看，老师说：“这便是惊惶失措。”接着，老师让他回答问题，
他站起来支支吾吾了半天。这时老师说：“这便是不知所云，请坐！”这位同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坐了下来。老师又
说：“这便是如释重负。”等老师走上讲台，那同学又趴下睡觉。老师猛一转身，指着他说：“这便是一如既往。”

上课太分心怎么办
巧克力姐姐：
我因为懒，上课会分心、粗心、贪玩。妈妈说我需要养成好的学习方法，谁来帮帮我呀！
烦恼投递人  小可爱    
亲爱的小可爱：
巧克力根据你的问题，给你总结了一些学习方法。相信聪明的你只要按照这些方法，积极学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
小学生的。
1.有准备地去听课，也就是说听课前要先预习，找出不懂的知识、发现问题，带着知识点和问题去听课会有解惑的快
乐，也更听得进去，容易掌握；
2.参与交流和互动，积极思考老师讲的内容或提出的问题；
3.听要结合写和思考。纯粹地听很容易懈怠，能记住的点也很少，所以一定要学会快速地整理记忆；
4.如果你因为种种原因，产生了一些不懂的知识，课上或者课后一定要花时间去弄懂。
怎么样，试一试吧？
巧克力    

十二岁那年
□铜陵市东方红小学  徐维林
1976年，我12岁。那时，小学是五年制的，教室里桌椅破旧，唯一的一盏白炽灯悬挂在黑板前，四周的窗户玻璃损坏殆
尽，到了冬天只能用颜料纸来挡风……
那一年，我们的书包里永远都只是一两本薄薄的课本，几乎没有家庭作业。老师常说： “我们要做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接班人！”
那一年，是物质极度匮乏的1976年，国家实行供给制，购买东西除了要钱外还需要票。如买米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
布要布票、买豆腐等副食品需要副食品票……每位家长都忙着工作，想方设法填饱孩子的肚子。懵懂的我们对于艰苦的
环境没有多少概念，却把大把时间挥霍在玩乐上面。女孩子们喜欢跳皮筋、踢毽子、耍骨头子，而我们这群男孩子的玩
法则更多了，打弹子、打陀螺、拍四角、玩火药枪……各种玩具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外出砍柴、拾煤渣；上山
采竹笋、打鸡爪菜；下河沟捉石蟹、摸河蚌等等都是我们经常干的事。山中的野葡萄、山里红、野草莓、糖老罐等各种
野果都成了我们的美味。总之，只要是能吃的东西，我们是不会放过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快乐永远伴随着我们这帮无
忧的少年。
那一年，共和国的三位缔造者相继逝世：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举国震动、全民哀悼。记得毛主席逝
世的第二天，在课堂上，老师说了一声：“毛主席逝世了。”说完，老师带头哭了起来，全班学生也放声痛哭，整个校
园哭声震天，还有不少同学躺在地上，边打滚边痛哭。当然，那一天是无法正常上课了。
还是在那年，我们这帮孩子和大人第一次看到了电视。毛主席逝世后不久，铜矿俱乐部把三台珍贵的9寸黑白电视机贡献
了出来，食堂里的超级大桌子在广场上叠放三层，三台电视机按不同方向摆放好，每天晚上播放。周边的男女老少都赶
来看电视，场面非常壮观。播放的内容除了毛主席的追悼会外，我只记得还有一个叫《芒果之歌》的影片了。
那一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前夜，人心开始思变，人们也开始了解起外面的世界来。我们这群孩子，虽然贪玩，但对一切
充满好奇心。外国人野蛮，有一种体育运动叫拳击，比赛时能把人打死，中国人文明，没有这项比赛，外国有一个叫超
级市场的地方，那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等诸如此类的信息，我们总能听到大人在私底下聊着。
时光飞逝，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从前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12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我始终记忆犹新，无法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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