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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满分作文是怎么写出来的
鲁奖得主王十月走进姜山中学谈写作与文学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马亭
亭 通讯员 施吉章 张晓媛）12月6日下
午，残奥冠军姚攒化身“思政教师”，走进
慈溪市周巷镇云城小学，与小学生面对面
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夺冠故事，激发他
们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姚攒1997年出生在慈溪市周巷镇，
从小罹患先天性脊膜膨出，导致肢体残
疾。2009年6月，姚攒的妈妈去游泳时带
上了女儿，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女儿跃跃欲
试的眼神，她就让女儿下了游泳池，没想
到离开轮椅后，姚攒竟然在水中灵活游
动。发现女儿的游泳兴趣后，妈妈让她参
加游泳训练，就这样，自强不息的姚攒迅
速成为泳池里的一朵金花。曾获得杭州第
4届亚残运会游泳男女混合4×50米混合
泳接力20分冠军、2024年巴黎残奥会游
泳混合4×50米混合泳接力20分冠军等。

见到姚攒这位冠军姐姐，孩子们都很
兴奋。学校提前向大家预告了残奥冠军即
将来校的消息，同时介绍了姚攒曾参加的
各大赛事和获得的荣誉，大家在惊叹的同
时心怀崇拜。现场，师生们为姚攒准备了
一场简短而温馨的欢迎仪式，少先队员代
表们向她献上红领巾和鲜花。

姚攒向学生们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
历、训练故事以及对梦想的坚持，展开了
一场励志而动人的讲座。面对挫折和困
难，姚攒没有屈服，秉持着“勇敢追梦 无
畏前行”的信念，她一次又一次地跃入泳
池训练。孩子们静静聆听，眼中充满了敬
佩。

现场最高潮出现在提问互动环节。学
生们热情高涨，“当为中国队赢得第600
枚残奥金牌时，您和队友们是怎样的心
情？”“训练中、比赛时，您是怎么战胜困难
的？”“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样鼓励
自己的呢？”一个个问题让现场气氛非常
热烈。

姚攒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并鼓
励学生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断挑战
自我。“我相信，虽然我没有办法用腿行
走，可是依然能用双手保护自己。”“成功
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无数的坚持和努
力，需要脚踏实地地积累。”“青春因奋斗
而美丽，人生因拼搏而精彩，梦想因坚持
而闪耀。”姚攒金句频出，同学们掌声如
雷。

“这是一堂别开生面的关于梦想、坚
持与奋斗的思政课，不仅让孩子们零距离
接触残奥冠军，还给他们带来了一场精神
的洗礼。”校长黄奇表示，姚攒身上那股坚
韧、专注与拼搏的奥运精神，一定可以激
励学生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勇往直前，书写
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据了解，这是“慈青年·爱运动”系列
活动之“传递残奥精神 激励青春梦想”活
动，由慈溪团市委、慈溪市残联主办，慈溪
市周巷镇团委、周巷镇残联承办。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胡丽莹）“机器狗，过
来给我们摸摸！”“握个手吧，R博
士！”孩子们眼中闪烁着好奇与兴奋
的光芒，迫不及待地想要和机器狗、
机器人进行亲密互动。12月6日，宁
波工程学院机器人学院科普团大学
生来到宁波市范桂馥小学，为近500
名师生精心准备了一场“零距离接
触现代科技”科普盛宴。

活动中，孩子们体验了与机器
狗、机器人R博士等互动的乐趣，
科技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灵里生
根发芽。

202 班的朱俊旭兴奋地分享
道：“今天我看到了大黄蜂与孙悟
空机器人，它们真的好大，好厉害！
R博士与我们亲切握手，机器狗表

演了精彩的翻跟头，太棒了！”他还
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将来创造
出更多、更棒的机器人，让它们成
为我们生活中的得力助手。

“这次科技节上的机器人和机器
狗表演，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对科技
的兴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互动环
节，当我看到学生们兴奋地讨论着，
深切体会到科技教育能够有效点燃

学生们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范桂
馥小学教科主任励琰老师说。

据悉，宁波工程学院机器人学
院科普团走进宁波市各中小学、幼
儿园、社区、宁波科学探索中心等
地开展科普活动，已覆盖约6000
名学生，甚至远赴四川大凉山美姑
县开展科普支教，将科学之光洒向
更远的地方。

残奥冠军姚攒
化身“思政教师”

学生和姚攒合影。

机器狗
来啦

在互动环节，文创班同学吴
其宪提问说，对人物的塑造，一直
写不出真实的感觉。在塑造人物
形象时，应从哪些方面着手？王十
月建议，塑造人物，一定要清楚人
物的性格，语言、动作等要符合人
物的性格，也可以给人物设计口
头禅、小动作等具有辨识度的特
征，能让读者印象深刻。

文创班同学余鑫询问，写校
园题材的文章，怎样让情节安排

更加合理？王十月回答说，小说就
是写生活，把生活的状态写准确
是最高级的文章。年轻的学生们，
在该张扬的时候，就努力炫耀，但
也不用过于追求作品的复杂度。
写文章，要懂得平衡之道，越是深
刻的思想，越宜用浅显的语言来
表达。如果思想浅显，则可在语言
与文体上多些变化。

王十月的文学作品善于描摹
底层小人物的甘苦悲喜，一度被

称为“打工作家”，2010年他的中
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
迅文学奖。

2024 年，在市委宣传部“我
陪孩子读经典”读书主题活动的
引领下，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邀
请了梁鸿、王十月、保冬妮、汤素
兰等知名作家，组织开展“名家进
校园”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生活，
激发学生的文学梦想和阅读热
情。

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王十
月说，你读的时候，全然忘记在读
文章，而是在和作者交谈，这样的
文章就是好文章。他回顾了小时候
的一堂作文课，写了一篇与众不同
的关于“理想是要做一只青蛙”的
文章，这篇在同学们眼中是笑话的
文章，老师却给了满分。老师认为，
他是全班唯一写出内心真实想法
的学生，“写作文，没有别的，一真
遮百丑，一假毁所有”。从此，王十
月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心
中种下了文学的种子。很多年后，
他一直记得老师的这句话。

他还表示，写作要有情怀，情
怀决定你关注到什么，就会写出
什么样的文章。他列举了鲁迅、沈
从文、汪曾祺等名家，因关注的对
象不同，写出的文章也截然不同。
关注什么决定文章境界的高低。
从事写作的人，要有同情心和同
理心，同时也要有智慧。“在这个
急剧变化的时代，各种思想风涌
潮起，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被别
人的思想所左右，变得不会去独
立思考，这就需要我们清醒，基于
自己的思考与观察得出结论。文
学家的最高准则是人道主义，我

们要因此而写作。”
关于生活与文学性的关系，

王十月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学
生，文学的本质就是古人提出的

“文以载道”，文学要承载传递道
德、哲理和人文精神的重任，不同
的作家对生活、对世道、对人心,
有自己的发现、想法、感受，通过
文学这一载体来表达。他勉励同
学们，要呵护好自己心中的爱好。
就像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经
历人生的坎坷时，不要忘记经常
抬头看看月亮，不要忘记心里的
爱好和理想。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张志龙

通讯员 应红丽

“我人生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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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奖得主王十

月来到宁波市姜山中

学，与文创班的学生交

流写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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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深刻的思想 越宜用浅显的语言来表达B

孩子们很喜欢机器狗。

王十月给同学们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