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小记者、迎宾路第二小学三年级学生郜诗阳——

“我要做最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时志敏

舞蹈、朗诵……本报小记者、迎宾路第
二小学3年级3班学生郜诗阳多才多艺，但
她最喜爱的还是演讲和朗诵。这些年，她在
运河区、沧州市、河北省乃至全国等一场场
讲故事比赛或朗诵活动中也收获了很多。

郜诗阳坦率地说，以后，她会参加更多
的朗诵活动，不断提高朗诵技巧，“做最好
的自己。”

让小糖球在嘴里打转

“小时候，我看动画片或听妈妈讲故事
时，特别喜欢模仿里面人物的语言、动作、
表情。”郜诗阳告诉记者，妈妈发现这一情
形后，在她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给她报了
个口才班。

郜诗阳还记得，初到口才班，老师教他
们做口部操、说绕口令……一开始，她做口
部操练绕舌总是不得要领。有一天，想到老
师在课堂上“将糖球含在嘴里打转”示范绕
舌的情形，她也买了一个小糖球放进嘴里，
试图用舌尖推动它。

怎样才能让糖球在嘴里打转呢？郜诗
阳一点点地用舌尖尝试。终于，她做到了，
当然也掌握了绕舌的要领。那一刻，她别提
多开心了。

咧唇、噘唇、弹舌……郜诗阳每天都坚
持练习 5分钟—10分钟的口部操，她做咧
唇、噘唇的动作越来越规范，她也因此成了
口才班上口部操的领操员。

当“小老师”的感觉真好

“我们口才班老师说，学好语言的第一
步是练好口部操。”郜诗阳有点小骄傲地
说，她做口部操动作越来越标准，说绕口令
时吐字也很清晰，发音也更加圆润饱满。

“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
四十。要想说对四，舌头碰牙齿；要想说对
十，舌头别伸直。谁说十四是时事，就打谁
十四；谁说四十是事实，就……”她还记得，
老师教他们说这个绕口令时，一开始，她语

速慢，吐字还算清晰，可说得快了就被绕迷
糊了，“四”和“十”分不清了。后来，她就一
遍遍地练习说“四”和“十”，渐渐地，语速加
快也能说对了。

“有一天上口才课，老师让我们一个个
地说这个绕口令，谁不过关就会被留下。”郜
诗阳回忆说，老师最后把她和一个咬字不清
的小朋友留了下来，她蒙了，以为自己犯了
错。不想，老师对她说：“你很棒，咬字清楚。你
能教教那个咬字不清楚的小朋友吗？”

明白了自己被留下的真相，她特别激
动、兴奋。“我还没体验过当‘小老师’呢。”
接到“任务”的她，用老师课堂上教的方法，
一句句地纠正那个小朋友说绕口令时咬字
不清楚的地方。

“她‘四’和‘十’分不清，我就教她说‘S’，
说了几遍后又让她说‘四’。这一回，她说出
来了，她自己也特别震惊。”郜诗阳开心地
说，“当‘小老师’的感觉真好”。

比赛中成长

这几年，郜诗阳参加了校内外很多朗
诵方面的赛事，可谓收获满满。

2023年，在第三十届运河区青少年爱
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中，她获得小学组讲
故事比赛三等奖；同年5月，她参加了第九
届“曹灿杯”青少年朗诵展示活动河北省沧
州地区展演，荣获“朗诵金星”称号；同年7

月，她在第九届“曹灿杯”青少年朗诵展示
活动河北总展示中荣获“朗诵精英”称号；
同年 8月，她在第九届“曹灿杯”青少年朗
诵展示活动全国总展示中被评定为“非凡
之星”……

郜诗阳最难忘的是参加第九届“曹灿
杯”青少年朗诵展示活动的情形。

“初赛，我朗诵的篇目是《中国话》。别
的小组都是15名选手角逐，而我们小组是
16名，我是我们组最后一个登台的选手。”
郜诗阳回忆说，她朗诵完没多长时间晋级
名单就出来了，一开始没看到自己的名字，
她以为没选上，哭了。后来，妈妈去询问，老
师说名单还没全打印出来。“等名单全打印
出来，妈妈一看，我的名字在其中一张晋级
名单的第一个”。

参加第九届“曹灿杯”青少年朗诵展示
活动沧州地区展演时，郜诗阳朗诵的篇目
换成了《小萝卜头》。“我朗诵完，老师点评
说，‘声音好听，你很享受这个舞台，唯一不
足的是感情不是特别到位’。”郜诗阳在这
次比赛中荣获“朗诵金星”称号，成功晋级。

这之后，为改善自己朗诵时感情不到
位的状况，她找来“小萝卜头”的电影和小
视频体会那种感情，并对着镜子练表情。

没有白吃的苦，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甜。
在第九届“曹灿杯”青少年朗诵展示活动河
北总展示中，她荣获“朗诵精英”称号，成功晋
级；在第九届“曹灿杯”青少年朗诵展示活动
全国总展示中，她被评定为“非凡之星”。

“从初赛，到市赛、省赛，再到全国赛，
这一路走来，舞台越来越大，我也成长了许
多。”郜诗阳动情地说，比赛是为了超越以
前的自己。

今年，郜诗阳成了一名晚报小记者。她
说，她想在小记者活动中开阔眼界，提高自
己的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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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叔叔火星叔叔””郑永春走进上海路小学郑永春走进上海路小学

郜诗阳在比赛郜诗阳在比赛

本报讯 (记者 时志敏)在世界地球
日、世界读书日、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火
星叔叔”郑永春应邀来到运河区上海路小
学“红领巾科学院”，给“小院士”们带来了
一堂科普交流课，燃起了他们心中科技探
索的星星火种。

“火星叔叔”郑永春是全国十大
科学传播人物；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理学博士；中国科协月
球与深空探测领域全国首席科学传
播专家；中国第一位获得美国天文
学会卡尔·萨根奖的杰出科学家。上
海路小学“红领巾科学院”的“小院
士”给“火星叔叔”佩戴上鲜艳的红
领巾。

在红领巾引导员的引领下，郑永
春博士参观了香雅校园，详细了解了
上海路小学的科技教育情况，对学校
的办学思想内涵和美丽的校园环境

给予了高度评价，为学校科学教育的发展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上海路小学校长呼卫
东给郑永春博士颁发了聘书，聘请他为上
海路小学名誉校长、科学教育指导顾问。

之前，听完郑永春博士《火星，中国来
了》的讲座，上海路小学“红领巾科学院”的

“小院士”纷纷给“火星叔叔”写信。如今，见
到了“火星叔叔”，他们都送上自己写的信，
表达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和拥有广博知识

“火星叔叔”的崇拜。
结合世界地球日、世界读书日、中国

航天日等主题，郑永春博士与“小院士”们
畅谈地球之美，共沐科技书香，赞叹中国
航天。

“太阳会不会消亡呢？”“火星上的一天
是多少小时？”“太阳会不会被水浇灭？”“小
院士”们积极提问，聚精会神地思考，一
丝不苟地记录。郑永春博士耐心地引导、
鼓励。

“小院士”们观看郑永春博士制作的
太空主题海报，感悟着太空文化风采，心
中的科技梦想之种深深扎根。之后，他们
纷纷化身“追星少年”，请“火星叔叔”签
名。郑永春博士亲切地给“小院士”们写下
自己的期许（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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