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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学生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情况

表 2 各个课程目标和总目标的达成度

OBE 理念下《综合商务英语（二）》混合式教学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体系探索
姻 慕容玉贞

本研究在 OBE 教育理念指导下，探索《综
合商务英语（二）》课程中混合式教学的课程目
标达成度评价体系。通过分析过往评价方式中
以过程性考核与期末考试为主要的痛点，本文
融入 OBE 理念重新明确课程目标，以多元化评
价方式为主体，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量
化方式帮助了解混合式教学课程目标达成情
况，为调整教学策略和实现持续性改进提供了
理论和实践依据。

一、背景
“以产出为导向”的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教育理念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都着重突出了学习者在教学过程中
的中心地位，为当前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
指导。然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涉及多样化
的教学方法和多层次的教学目标，这无疑提高
了对课程教学质量准确评价的难度。在 OBE 教
育理念下，教学评价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储备，
更注重其能力提升和全面素质的培养，旨在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目前以过程性考核与
期末考试成绩作为主要评价指标的方法，难以
充分反映学生是否真正达到了课程目标和毕业
要求。这种评价方式可能导致传统成绩评价与
课程目标达成之间存在脱节。因此，建立一个融
合了 OBE 教学理念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课程目
标达成度评价体系，已成为教学改革中亟待解
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本人授课的《综合商务
英语（二）》的课程改革为例，深入探讨 OBE 理
念下混合式教学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体系。
通过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收集实际教学
数据进行分析，旨在提升教学反馈，优化混合式
教学效果和实现持续改进教学。

二、融合 OBE 教育理念的《综合商务英语
（二）》混合式教学

在深入探讨《综合商务英语（二）》混合式教
学评价改革之前，不仅需要审视过往课程评价
体系的不足之处，更需要基于 OBE 教育理念，
重新确立科学和合理的课程目标，以便更好地
指导教学实践和检验教学效果。

1.过往课程评价存在的痛点
《综合商务英语（二）》是面向商务英语专业

大一学生在第二学期进行的课程，从 2023 年开
始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生课前登录学
堂云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线上自主学习和课后进
行学习反馈，课中则通过线下课堂强化。同时，
教学团队结合商务英语专业特色和行业需求，
优化教学目标，主题统领教学内容，为此迫切需
要创新混合式教学方式。然而过往的教学评价
方式单一，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也无
法满足行业对人才的要求。

首先，过往评价体系过于注重知识的记忆
和应试能力，而忽视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
综合素质。这种评价方式无法真实反映学生的
商务英语应用能力，也难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
需求。其次，评价方式虽然以过程性考核与终结
性考核相结合，终结性考核占比是 60%，但由于
过程性考核则缺乏多样性，通常采用课堂活动
参与、考勤和作业作为指标点，难以全面评价学
生的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等
多方面素质。最后，评价过程缺乏及时反馈和有
效指导。过往评价体系往往只关注最终的总评，
而忽视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跟踪和反馈，这导
致学生无法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也无法
得到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

基于过往评价体系的不足，有研究在 OBE
理念指导下设计并实施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
培养目标达成度的评价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对
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英语应用能力的提升具
有显著意义，而且能够准确评估课程目标的达
成情况，从而为教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

据[1]。也有研究从增值性评价的角度出发，构建
了基于 OBE 理念的高职英语课程教学评价体
系，强调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的全面评
价，以期实现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2]。可见，OBE
理念指导下，构建《综合商务英语（二）》的课程
目标达成度评价体系是可行的。为了推进教学
评价改革的创新，混合式教学以产出为导向，明
确课程教学目标，确定能够支撑毕业要求的指
标点，以便更准确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

2.融入 OBE 理念的《综合商务英语（二）》
课程目标确定

教学活动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环节是课程
教学，课程目标则是所有课程教学活动的出发
点，课程目标的达成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

课程教学任务目标的达成，二是学生学习目标
的达成[3]。为满足行业需求和我校商务英语专业
应用型人才的要求，《综合商务英语（二）》以培
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商务知识与技
能，兼具思辨能力、创新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商务人才为课程总体目标，具体目标从知识、
技能与素养三个层面设立五个目标：语言知识、
商务知识、商务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辨
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家国情怀。

三、课程目标评价达成度评价
OBE 教育理念的教学除了课程目标具象

化，教学手段信息化和多样化，还需要教学评价
过程化[2]。评价过程化主要体现在确定各个课程
目标的达成度和量化教学过程评价的各项指标
点。而过往评价中，期末考试占总评成绩的
60%，过程性考核是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即总评=期末考试伊60%+考勤伊12%+平时
作业伊12%+活动参与 16%。通过对比过往评价
方式和课程目标达成度，可以发现两种评价方
式在评价过程中的差异性。

1.课程目标评价达成度评价体系的构建
《综合商务英语（二）》混合式教学过程中包

含了多样化的教学环节和全面的评价方式。针
对课程内容广泛、理论性高和语言技能要求强
等特点，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从课堂情况（占
总评 10%）、课后作业（占 15%）、线上学习和线
下汇报（占 15%）和期末考试（60%）四个维度展
开。每个环节的侧重点不同，从多个角度全面评
估学生在语言知识掌握、商务沟通能力、自主学
习能力与思辨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其中，课堂表

现主要聚焦于学生的参与度和语言实践，分别
从出勤率、课堂发言及小组讨论的活跃度进行
评价；在线学习强调商务英语专业词汇和句
型，语法和语篇的自学与复习，以及商务场景
的模拟练习，通过在线学习平台的完成度和互
动质量来评估；课后作业涵盖词汇运用、语法
练习和短文写作，根据每次作业的准确性和创
造性来评分；线下汇报检验学生在模拟商务环
境中的实际运用能力，依据流利度、准确性和
应对能力来评判；书面测试则是对本课程所学
知识的全面检验，包括阅读理解、翻译和写作
等多个方面，按照试卷成绩来评定学生的课程
目标达成度。经过教学团队多次讨论，各环节
评价所对应的权重分配如表 1 所示。

2.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方法
依据以上方法开展《综合商务英语（二）》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情况分析，以 2022 级本科
商务英语班为例，各课程目标的平时成绩得分
将各种评价环节依据表 1 的权重加权获得。期
末考核出题时也参考了表 1 的权重设置各知
识单元分值，权重已内置在试卷中，也保证了
按权重计算和按卷面分数计算结果的一致性。
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单生单项课程目标达成度=移（该生各评
价指标点实际得分伊该评价指标点权重）/（100伊
该目标总权重）伊100%

单生课程目标达成度=移（该生各单项目
标达成度伊该项权重值）伊100%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移课程教学目标达成
度/学生人数

通过分析单生单项课程目标达成度和单
生课程目标达成度，可以看到学生的个体差异
性及其差异的体现。通过分析课程总目标达成
度，可以分析每个班或者整个年级的课程目标
达成情况，以此发现全班整体和个体在学习过
程中，存在着一些难以掌握或易出错的关键点

（教学目标）。同时，也发现一些能够显著提升
学生学习成绩的潜在提升点（考核内容）。

3.课程目标评价达成度分析
按照表 1 的评价方式，对该班 41 名学生

的成绩进行计算得出所有结果。课程目标总达
成度的平均分是 68.64%，其中最高的是目标 5
的平均分为 75.96%，最低是目标 1 的 64.64%。
说明混合式教学使得学生除了语言知识以外

的四个目标都得到重视。可以推断，全体学生在
学习中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家国情怀的素质
发展，但忽视了语言知识的提升。各个课程目标
和总目标的达成度如表 2 所示。

课程目标 2 和 5 的达成度平均分比总目标
的要高，说明学生经过混合式教学，在商务知
识、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家国情怀方面得到最大
的提升，学生能够解释商务英语相关专业知识，
包含商务知识、跨文化知识、人文社科知识等多
学科知识。同时在解释过程，其合作能力、跨文
化交际能力和家国情怀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课程目标 3 和 4 与总目标达成度相近，但
前者略低于后者。可以推断学生的商务实践能
力和思辨能力稍微欠缺。综合商务英语是一门
集综合性和理论性较强的课程，经过一个学期
的混合式教学，学生虽然能运用商务英语知识
进行模拟，但在解决商务沟通、国际贸易流程等
实践问题仍需要提高。换而言之，利用所学知识
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帮助学生发展思辨能力和
终身学习能力的教学仍要继续重视。

目标 1 中低于 60%达成度的学生人数为
13 人，说明学生的语言知识在经过一个学期混
合式教学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原因在于语音、词
汇、语法、语篇和翻译写作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
长期的过程，而非一个学期就能得到较好的提
升效果。虽然目标 1 的最高分、最低分和平均值
是最低的，但仍然属于合理范围。

在与过往评价方式进行对比时，选取了两
者差距最小和最大的各两份成绩。不难发现，过
往评价方式得出的分值整体比课程总目标达成
度要大，差值都为负数。说明尽管学生的课程成
绩表面上看似合格，但实际上并未真正达到课
程目标的要求。当差值越接近 0 时，可以认为过
往评价方式基本能够反映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但差值绝对值越大，可能意味过往评价维度不
全面，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缺乏对学生实
践能力的真实评估。同时，学号为 429 的学生在
课程目标总达成度较高，其中目标 5 的达成度
是最高的，目标 1 的达成度是最低的，可见他的
语言知识需要得到特别关注和帮助。由此可知，
过往评价方式不重视学生的过程性学习情况，
无法全面分析学生的在语言和商务知识、商务
实践技能和思辨能力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而本
次研究所提出的课程目标达成度却能从整体和
个体上分析整个班级和每个学生的情况。部分
学生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情况如表 3 所示。

同时还可以观察并分析每位学生在各个课
程目标上的具体表现，进而了解每个学生的差
异和学习需求，为个性化教学提供有效的依据。
如学号为 438 的学生在课程目标总达成度较
低，其中目标 1 的达成度是最低的，可见他的语
言知识需要得到特别关注和帮助。学号为 422

的学生在目标总达成度是最好的，其中目标 5
的达成度是最高的，而目标 1 的达成度是最低，
说明学生在混合式教学中，重视目标 5 跨文化
交际能力和家国情怀的价值塑造，但同时也对
目标 1 的语言知识有所放松。

四、目标达成度对教学的改进
改进与提升是评价的核心目的。本教学团

队对本轮执行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对下一轮
课混合式教学提出持续改进措施。

第一，针对目标 1 的语言知识，认识到传统
的教学方式往往偏重于语法规则的传授和词汇
的记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过于关注语
言形式而忽视了语言的实际应用。在本轮教学
中，虽然加大了对商务实践的重视，但这可能使
学生在语言知识的提升上有所疏忽。因此，在下
一轮的教学中，将结合主题式教学法，更有针对
性地指导学生深入学习并掌握语音、语法知识，
精确理解并运用关键词汇，同时提高他们的翻
译和写作能力，以期能全面提升学生的语言素
养，使他们能够在商务英语实践中更加自如地
进行商务沟通。第二，就目标 3 和 4 的达成情
况而言，本轮教学重点主要集中在培养学生的
商务实践能力上。然而，在下一轮教学中，本课
程将更加注重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为
此，将在实践课程中设计一系列以问题解决为
核心的教学活动，旨在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
趣，并通过解决实际商务问题来培养他们的思
辨能力。

五、结语
本研究针对融合了 OBE 教学理念的《综合

商务英语（二）》混合式教学的课程目标达成度
进行剖析。借助目标达成度评价这一量化手段，
对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了全面的定量评估。不
仅有助于从知识掌握、能力提升和价值素质三
个维度详细了解每个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
具体收获，还从教学重点、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以
及 OBE 理念的实践应用等多个层面，揭示出课
程教学中需要进一步优化的环节。通过这种全
方位的评价分析，为《综合商务英语（二）》教学
的持续完善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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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体育学校应该在立足
中学语文的基础，让教学活动做到课内和课外相
结合，帮助学生巩固和拓展语文基础知识，提高
学生的语文交际能力、写作能力以及现代文阅读
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提高学生
语文综合水平。基于此，下文从细节描写的角度
出发，立足体校语文作文教学，提出几点认识。

一、体校语文课堂教学现状
目前体校的语文教学现状不容乐观。第一，

部分学生缺乏学习目标。学生在训练场上有明
确的目标，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教练都有
清晰的目标记录在训练手册上。在接下来的比
赛中，实力能够拿到第几名、怎样严格训练才能
够提升成绩和名次，教练和队员都有明确目标，
并严格执行。学生普遍认为自己走专项道路，走
特长道路，在学习上并没有明确目标。第二，体
校实行半天教学，半天训练，部分运动队每周出
早操 3 天，每次早操训练 1 个小时。上午上课
时，学生很疲惫，屡屡犯困，能够坚持学习的学
生数量并不多。第三，学生也认为语文学科作为
母语教学，学不学都差不多，考试分数也不会
差。抱着这样的思想，在课堂上有的讲话打闹，
有的睡觉分神，学习态度冷漠。

二、体校语文作文教学现状
中学语文作文教学的课程标准有：写作时

考虑不同的目的和对象。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
表达自己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多角度地观
察生活，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捕捉事物的特征
力求有创意的表达。根据表达的中心，选择恰当
的表达方式。合理安排内容的先后和详略，条理
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运用联想和想象，丰富
表达的内容。有独立完成写作的意识。然而，当
前，体校语文作文教学并不理想，语文课学习缺
乏目标与兴趣，学生基础薄弱，运动员每天的生
活是训练场—教室—食堂—寝室四点一线来回
重复，运动员要保证训练出成绩，保证训练的连
贯性，因此很少放假，一年中放假时间总共不超
过一个月。运动员的世界只有训练、集训、比赛
和文化课学习。因为封闭式训练，运动队发手机
时间是晚上固定的两个小时左右，家长只能通
过电话、视频联系学生。缺乏家长陪伴，缺乏丰
富的业余生活，与外界世界接触较少，学生觉着
生活乏善可陈、无话可说。要么就是流水账，要
么就是思维混乱、胡编乱造，作文主题绝大多数
都是围绕训练比赛来写，选材挖掘不够深入，作
文毫无技巧可言。

三、体校的作文调查问卷和问卷统计结果

为了更好地了解体校学生作文现状，我们
进行了问卷调查。共 4 个班级，2 个初中班级，2
个高中班级，共 126 个学生完成了问卷调查，总
结如下：67%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写作能力很一
般，30%学生认为自己写作差，2%很差，只有
2%的学生认为自己写作能力好；在写作中如果
遇到体育或者比赛相关的话题，59%的学生会
觉得容易写，41%的学生认为写什么话题都不
容易；只有 20%的学生觉得作文课有意思，60%
的学生觉得作文课可听可不听，20%的学生觉
得作文课没意思；关于描写方法，有 50%的学生
提到了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20%提到了动作
描写、20%的学生提到了心理描写，只有 10%的
学生提到了细节描写；22%的学生从不注重细
节描写，32%的学生有时关注细节描写，20%很
少关注细节描写，26%常关注细节描写；65%的
学生不了解细节描写的作用，35%的学生了解细
节描写的作用，这群学生中有 72%的学生认为
细节描写的作用是“生动形象”；80%的学生愿
意接受细节描写的训练。关于训练的方式，有
35%的学生选择课堂练习的讲解的方式，有
30%的学生选择阅读范文的方式，25%的学生
选择小组讨论的方式，10%的学生选择一对一的
方式。只有 33%的学生愿意积极参与作文课堂
讨论；影响细节描写能力的原因归类中，55%的
学生认为是缺乏生活观察，37%的学生认为是缺
乏写作技巧，8%是认为自己不喜欢写作文。

从这份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学生认为语
文很重要，愿意学习写作，但对写作文缺乏信
心。学生也有写训练日记的基础，但是缺乏阅读
的积累，认为写作的素材贫乏，缺少写作技巧的
训练。

四、系统训练体校学生细节描写策略
细节是细小的环节（或情节），描写是对事

物具体状态的描绘摹写，细节描写就是对人或
事物细节的描写。经过体校长期一线教学实践，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系统训练学生细节描写，可
以使学生在繁忙的训练中，更好地观察生活、体
验生活，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

（一）积累好词好句，为细节描写打基础
教师在每天的课上花 5 分钟对学生进行词

汇量的积累训练。在细节描写时，有了好词好

句，能提升学生的语言表现力。
1.成语接龙训练
成语接龙是课前热身，教师要做充分的准

备工作，不能流于形式。单纯成语接龙：老师指
定一个字开头，也可以用谐音，每个同学都可以
接。课前 5 分钟接龙 5~6 个成语，最后板书的成
语是老师预设好的。老师板书的成语中有一两
个是有难度系数，有难度的成语需要解释清楚，
用造句的方式示范成语的用法。板书：真相大
白—白手起家—家言邪学—学书不成，学剑不
成—成千上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实践的
过程中，学生们很感兴趣，容易参与，并且气氛
活跃，学生对成语有了一定的敏感度和热情，开
始勤于积累成语，最可喜的是学生在平时说话
时和课堂回答问题时开始运用成语，在作文的
片段练习中能将学过的成语灵活运用，成语接
龙带动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也拓宽了学
生的知识面。

2.好词好句训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离开

了运用，语言就成了无水之鱼，无根之花。语文
教学词句如果只是在摘抄本上作呆板的整齐排
列，而没有有效地在丰富的情景中生动运用并
加以内化，没有运用意识的积累是徒劳的。只有
通过运用才能使语言内化完成语言知识的建
构，还可以让学生在语言的创造性表达中丰富
语言的积累。

在初三阶段每周作文课，每节课花 10 分钟
按照环境细节描写“春、夏、秋、冬”“风、霜、雨、
雪”“江、河、湖、海”“花、草、树、木”等高频词语
经常运用到作文中进行训练，比如春：让学生自
由说出春的好词好句，教师补充。补充的方向指
向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比如春的分类；从时间
分为孟春、仲春、暮春。春天常见的花卉：桃花、
杏花、杜鹃花、迎春花、山茶花。春天的动物:鸟
语花香、莺舞蝶飞。春天的诗词：天街小雨润如
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二）用拆分的思维模式进行细节描写教学
细节描写分为人物细节描写、景物细节描

写和场面细节描写。
一是，体校学生要训练好人物细节描写。
1.外貌细节描写。在体校，细节描写从外貌

描写开始。学生写外貌经常千篇一律，原因是学
生并不清楚外貌细节从何描写。如写眼睛，总是
写“大大的眼睛”鼻子是“高高的鼻子”嘴巴是

“樱桃小嘴”，首先应该让学生树立起分解外貌
部位的思维方式。眼、耳、鼻、嘴、脸型分类学习。
如眼睛的形状有杏眼、桃花眼、凤眼、圆眼、柳叶
眼、丹凤眼、吊眼、细长眼、垂眼等。鼻子形状有
鹰钩鼻、朝天鼻、驼峰鼻、狮子鼻、小翘鼻、蒜头
鼻、希腊鼻等。

2.动作细节描写。动作描写注意动作的先
后顺序和动作发出的身体部位。

3.神态细节描写。比如大笑：眉—弯弯、扬
起、像月牙、似柳叶。眼—眯成一条缝、闪烁着光
芒。嘴—咧开了、合不拢、笑歪了、张大嘴露出牙
齿。脸———通红、红彤彤、比阳光还灿烂。

二是，拆分环境细节描写。
视觉：颜色+事物；听觉：声音+事物。如：在

2024 年 5 月 7 日学校公开课“一波三折，摇曳
生姿———《社戏》写作拓展课”上引用课文这样
一段文字：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
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我们看到的

（碧绿）的豆麦，（淡黑）的连山，（皎洁）的月光，
（红）的渔火和灯光，航船的（白）。我们听到的
（潺潺）的船行声，孩子们的（笑声），（婉转悠扬）
的横笛。我们闻到的豆麦和水草的（清香）。当学
生走上讲台，在多媒体读出以上文字后，讯飞星
火软件立即 AI 生成画面，画面具象化后，学生
非常兴奋。

（三）片断练习贴近体育生训练
每学习完一个细节描写的知识点，需要学

以致用，进行片断练笔。片断练笔，是作文训练
的一种方式。它不需要学生去谋划全篇文章的
结构安排，也不需要开头、结尾、过渡等。它可以
用一个小情节写一段话，但这一段话必须有主
题，它可以写一处景色、一个场面、一个情节、一
段对话或者一个人的外貌、行动、心理活动等。
在写作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分析、
揣摩一些精彩的片断，让学生在课内或课后进
行创造性仿写，这种小作文训练，由于学用结
合，学生写作兴趣很高。事实证明，片断练笔是
作文教学中费时少、收效快、宜提倡的好方法。

1.外貌细节描写片断练习

在细化外貌部位的思维方式建立后，进行
外貌细节描写片段练习。在课堂上，征得学生同
意，邀请一位外貌特征比较明显的同学，让同学
们进行外貌描写。如对田径队一位同学的描写：
她的肤色是小麦色，扎着低马尾，头发乌黑油
亮，她的肤色不是天生的，是在室外风吹日晒，
训练很刻苦吧。

2.动作细节描写
学生表演一段动作。举例：覃老师拧开教室

门把手，站在门口紧皱眉头，透过凶光的眼睛往
教室里扫视了一圈，突然大跨步冲向讲台，举起
右手，使劲往桌上一拍。看见我们，他惊愕地眨
了眨眼睛，脸上的肌肉一下子僵住了，纹丝不
动，就像电影中的“定格”，好一会儿，他才回过
神，严厉地问道：“简直无法无天了，你们是谁在
教室打架？”

3.神态细节描写
观察一幅小朋友开心和哭泣的图画，学生

练笔：小明笑了，弯弯的眉毛像月牙儿，眼睛眯
成了一条缝，嘴笑得合不拢，红通通的脸笑成了
一朵花；小明哭了，眉毛像个“八”字，泪水直打
转，鼻子抽抽搭搭的，嘴巴张开，脸像苦瓜一样。

4.环境细节描写———以中秋节的片断细节
描写为例

珍惜———女足（叶锦华）
仲秋傍晚，天色暗沉。月亮悄悄爬了上来。

我独自一人走在回球队的路上。我走，月亮也
走。它安静地守护着我。昏黄的灯光点亮了整条
街道，月光点亮了整个星空。交相辉映的光也点
亮了我孤寂的心。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此事古难全。或许，分别的意义是为了更加
珍惜团聚的时光。

奖牌———跆拳道（王筱钒）
中秋夜晚，不知不觉散步到湖边，温柔的月

光洒落下来，波光粼粼，一切变得朦胧。湖面像
是电影，一幕一幕，历历在目。那些训练时的汗
水与泪水，化成湖水，溢满眼眶，圆圆的月亮像
是奋斗后的奖牌。月白风清，往事随风。湖上升
起了明月，天涯共有此时。

一切景语皆情语，《珍惜》的景物细节描写
选用月亮的意象表达了对家的思念，对人生悲
欢离合的理解，月亮温柔的光不仅仅洒满人间，
也慰藉了作者的心。《奖牌》的景物细节描写选
用月光与湖水为意象，表达了作者在体育的路
上一路艰辛与坚持，从中也满满收获。

（作者单位：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体
育运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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