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现在微信很火，但在采访
中记者了解到，很多中学生并不使
用微信，他们更爱QQ；不少学生的
QQ空间每天都更新，有的学生每天
更新不止一条，内容多为生活琐
事、心情记录，或者转发一些同学
间有意思的调侃。

陈开今年读八年级，在市实验
中学上学。陈开说：“很多同学都有
微信朋友圈，但是不经常用，我平
时也就是看看别人发什么，了解下
朋友们的情况。平时在学校，我不

能玩手机，一般在放学和假期的时
候玩。”就读于市外语中学的闫文岩
今年上七年级，他告诉记者：“其实
我们现在还停留在‘QQ 时代’，同
学们都用QQ交流，很少用微信。我
们出去玩，一般会在班级QQ群里约
时间，平时在群里聊好玩的事情，
有时候也聊学习。”

在 采 访 中 ， 记 者 添 加 了 一 些
中学生的 QQ。进入他们的 QQ 空
间后，记者发现，有三分之一的
人每天都在更新说说，还有几位

每天都更新三到四条，而且每条
说 说 下 面 都 有 很 多 同 学 的 留 言 。
今年上八年级的安晓婷说：“我每
天都会更新 QQ 空间，虽然同学
们每天都见面，但是我还是希望
他们能在网络上给我留言，留言
越多我就越开心，感觉自己很受
关注。网络社交跟平时在学校社
交 的 感 觉 很 不 一 样 。 在 网 络 里 ，
我觉得这是我的空间，别人都进
空间看我、给我留言，我就像主
角一样。”

中学生爱玩QQ 更新说说很频繁

2015 年，中国青年网发布了一
份 《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情况的调
查与分析》。调查显示，90.59%的青
少年都拥有自己的社交账号，而且
58.27%的人有且不只拥有一个社交账
号。从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的频率
方面来看，76.33%的青少年经常使用
社交网络，其中经常使用但不是很
频繁的占比为 54.45%，每天都用，
时 时 刻 刻 都 离 不 开 它 的 占 比 达

21.88%。
网络社交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开始网络社交的网
友年龄也在逐渐变小，不少小学生
也有微信账号，并且经常更新自己
的朋友圈。家住市区柳江路的陈庆
有一名8岁的女儿，读小学二年级。
陈庆说：“现在手机更新换代很快，
家里放着不用的智能手机有两三
部。这些电子产品，你都不用教，

孩子什么都会。我女儿就自己申请
了一个微信账号，不过她的朋友圈
里都是家里的亲戚。”陈庆的女儿豆
豆告诉记者：“我的手机没有 SIM
卡，只能在家里用 WI-FI。我微信
上的朋友是爸爸妈妈和小姨这些亲
戚。不过，我只能在写完作业的时
候才能玩手机。我经常用微信跟小
姨聊天、视频，她还会给我发红
包。”

网络社交普及 小学生也用微信

2月19日上午，郾城区裴城镇中
召开全体教师会议，部署开学准备
工作。

会上提出了本学期学校工作整
体思路,进一步明确了领导班子成员
的职责与分工，要求全体教师以饱
满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迎
接新学期的到来，并做到 “八个
早”：校园环境早整理、校舍安全早
检查、衣食住用早提供、常规工作
早谋划、教育问题早避免、师德师
风早端正、特色学校早创建、书香
校园早营造。

一是校园环境早整理。开学
前，学校安排人员整理校园环境，
书写标语，布置橱窗，以整洁优美
的环境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校园环
境做到：地面、墙体干净；教室、
寝室、餐厅、办公室、厕所无卫生
死角；校园阅报栏、宣传栏内容
新，具有教育性，有新学期氛围；

各班教室文化有个性，文化气息浓。
二是校舍安全早检查。学校组

织专门人员对学校的水、电、教室
门窗、护栏等进行一次全面、细致
的排查，建立安全工作台账，并在
学生开学前完成整改，加强大门值
班工作，确保以一个安全、和谐的
校园环境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三是衣食住用早提供。学校及
早安排，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保证
教学办公用品及时到位、水电供应
充分，保障饮食质量安全，确保开
学工作正常进行。

四是常规工作早谋划。做好学
校工作计划、处室计划、班主任工
作计划，制订学校作息表、课程
表、月周计划表、校历表；在开学
第一天安排“一听二看三评四访五
反馈”推门听课活动。

五是教育问题早避免。严格执
行课程计划和课时计划，按标准开

齐科类、开足课时，不随意增减课
程及课时；严格学生用书管理，不
强制学生订购规定以外的教学辅导
资料、知识读本及其他各类书刊。

六是师德师风早端正。组织教
师学习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
行为处理办法，要求教师工作日不
抽烟、午间不饮酒、上班不打牌，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
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七是特色学校早创建。进一步
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完善书法、美
术、音乐、体育社团，抓紧抓好校
园太极拳、太极剑特色教育，促进
学校特色发展。

八是书香校园早营造。开放学
校图书馆，各班学生可每周定时借
阅图书；开学后，组织测试上期教
师诵读《论语》情况。

潘范学

郾城区裴城镇中

“八个早”做好开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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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更新网络状态

青少年在网络社交中求关注
□实习记者 李文姣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越来
越离不开网络，大街上随处可见
低头一族。网络社交占据了网友
们大部分的上网时间，方便人们
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网络社交
受到青少年的喜爱，不仅是中学
生，连不少小学生也有自己的网
络社交圈。

□王红武

2015 年的初雪下在十一月，
是岁末最先落地的客人。他们很
少，在地上站不住，随下随化。
初雪向来是非常少的，厚厚密密
的大雪应该在年关前后才会出
现，但他们却有点反常，纷纷扬
扬的雪一下就是两天。起初，这
些雪花商量不定，不好意思落
地，或者不敢落地。一阵北风吹
来，他们如纸屑般在空中跳着别
扭的舞蹈，飘向远方。雪花刚来
时，树叶还未落尽，如果静心聆
听，似乎可以听到他们跟树上的
叶子互相抱怨，如同电影还没演
完，下一场的观众就提前入场时
发生的争论。

很快大地铺满了厚厚的一层
雪，房檐变得毛茸茸的，再也没
有了整齐的边缘。打开门出去，
真想像狗一样在雪地上留下一串
串的梅花印，可是又舍不得去踩
那柔情、细腻的雪。雪地上，那
经过了激烈斗争才得到出门许可
的孩子，已经臃肿到了既不能举
起手也不能垂下手的地步，但那
鲜艳的衣服却如同鲜花般落在一
片洁白中，分外夺目。当孩子们
好不容易捧起一个雪球向你展示
时，那纯真的笑容如同雪莲花瓣
纯洁璀璨。掌心的雪会迅速化
掉，透过那半浑浊的雪水，你可
以看到孩子们掌心的脉络。

初雪仅仅下了两天就停止
了。这年尾降临的雪似乎带着许
多心事，每一片雪花都想找一个
人，像上天写给每个人的信。那
薄薄的，冰凉的，洁白的信纸这
么多，超过了收信的人数。无人
认领的信最终慢慢化去，等待下
一场大雪的来到。

密密的大雪给所有的屋顶刷
上白白的一层。虽然马路上的积
雪已经融化、发黑，但高高低低
的房屋楼顶依然保存着那份洁
白。在霓虹灯的映射下，房顶俨
然是一个童话世界。但毕竟不到
腊月，在温暖的阳光下，最外层
的雪已经化了，在晚上冻成冰壳
子，给道路、建筑罩上了一层厚
厚的外衣。第二天出门就是一场
有趣而惊险的冒险，尤其是经过
雪不容易化的桥面的时候，走路
的人要双腿伸直，双臂展平；骑
电动自行车的人则会以极慢的速
度缓缓驶过，双脚几乎紧贴地
面，不过这样也挡不住有人摔
倒。人们脚底一滑，手臂总要挥
舞几下，倘若向后摔倒，则胳膊
向后如同仰泳；倘若向前摔倒，
则属于“自由泳”，然后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摔在地上。旁边的人
无暇嘲笑摔倒的人们，只顾紧紧
盯脚下，因为一不小心，下一个
与大地亲密接触的人就是自己。

最痛苦的就是需要送孩子的
家长，电车不敢骑，走路又太
远，只好去挤那沙丁鱼罐头一
般的公交车。父母焦急等待，
孩子们却很开心——低年级的
孩子盯着车窗外，造型不一的
雪人已经牢牢地抓住了他们的
心；高年级的孩子在心里盘算
着到学校后如何打雪仗。家长
们盼望天晴化雪，孩子们希望
这雪一直存在。

不管大家有什么想法，雪依
然在阳光的照耀下慢慢融化。古
人云，富贵如浮云，我以为富贵
如雪花，轻轻地来，悄悄地走。
有人为它欢呼雀跃，有人为它千
愁万绪，但最终一切会尘归尘、
土归土。 作者系漯河二高教师

那场雪教师随笔

8 月份，我 13 岁的女儿动起
了这样的脑筋：“你们给我100美
元，算一学年的零花钱。” 她从
她表哥那里得到这个想法，据说
可以节省更多的钱。

“这 100 美元到底包括些什
么？”我问道。

她很快拿来笔和纸，我仿佛
看到百元大钞在她头上跳舞。

13 岁 的 孩 子 强 烈 渴 望 独
立：她不喜欢扣上她的外套，不
喜欢我给她梳的发型，也很讨厌
我告诉她该打扫房间了。她想要
自己决定几点上床睡觉、上学穿
什么衣服以及午餐吃什么。

关于这 100 美元所包含的内
容之广泛，连我都暗自吃惊：衣
服、鞋子、看电影、买零食等，
还有给朋友的生日礼物。我有些
犹豫，因为 100 元似乎包括不了
以上所有，但她坚持说没关系。

9 月的开销如下：20 元的学
习用品，包括一些有些奢侈的多
色圆珠笔；1件American Eagle的
Ｔ恤，5 美元；两支唇彩，7 美

元；Old Navy的鞋，30美元。
女儿还买了一些糖果、一条

牛仔裤，并且慷慨地给帮她上楼
拿东西的弟弟妹妹奖励。

10月1日，她花40美元买了
一件时尚的、闪亮的、软绵绵、
毛茸茸的外套，好梦结束。

10月2日，她宣告破产。
她变得忙碌起来。当我打算

把家里的小孩子托付给朋友或邻
居帮忙照看时，她问我：“我能
照顾他们吗？”

当她在家里做家务，她问
我：“你可以付一些钱给我吗？”

她在家隔壁的那条街上发传
单。随着圣诞节的临近，她需要
准备礼物，春天到了，还需要一
双新鞋……她在小脑袋里加加减
减，已经开始懂得提前计划了。

几个月后，我看到一个女孩
学会更好地经营和管理她的钱；
我也看到当父母给她买东西时，
她不再觉得理所当然，而是有了
更多的感激。

魏 鑫

一次性给孩子一年的零花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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