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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朔州日
报》小 记 者 站 组 织 了 一 场 捏 面 人 活
动。我们一行人来到一家饭店作为此
次活动场所。老师讲了中元节为什么
要捏面人和中国十大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迫不及待地想
去捏面人。

老师从面盆里使劲拽出一块面
团，边揉边教给我们捏面人的方法和
各种工具的用法。我们也学着老师的
样子，拽了一块，揉了起来，经过了搓、

揉、卷、挤、压、切、剪、扎一系列动作，
捏出了各式各样的面人，小朋友们有
的捏龙，有的捏蛇，有的捏熊掌，真是
奇形怪状。

送去厨房蒸的时候，我的内心既激
动又兴奋。二十分钟后，我们的面人出
炉了,我们又用牙签点彩，点完后，我欣赏
着自己的作品，真是又白又胖，可爱极
了，一口咬下去，又甜又软，好吃极了。

朔城区四中四（16）班 张朝宗（本
报小记者）

有意义的活动

后天就要开学了，为了让我们享受
假期快乐的时光，《朔州日报》小记者站
组织我们去朔州印象亲子乐园玩，听到
这个消息后我高兴得手舞足蹈。

下午 2 点就要去游乐场集合，妈妈
带着我加大马力，火速开车前往朔州
印象。到了目的地，我惊讶极了，这里
是我见过最大的游乐场，我的心里别
提有多高兴。妈妈刚把车停下，我便
像风一样飞了过去，迫不及待地想去
玩。我首先跳到蹦床上，像兔子一样，
跳啊跳啊，玩了一会儿，我又到了一个
很长的类似独木桥的通道，但上面是
一块一块的，开始我非常害怕，但我鼓
起勇气走完了，慢慢不怕了，又玩了第
二次、第三次，最后又把所有的都各玩

了一遍，只有玻璃栈道没有好好玩一
次，它是娱乐项目中最高的游戏设施，
没有楼梯，只有绳子搭成的网，只能慢
慢往上爬，那里非常高，大约有 15 米。
我爬了一半非常害怕，想下去又下不
去，我趴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这时
我想掉下去怎么办？于是我拼命爬了
上去，刚想松口气，一看脚下就心跳加
速，感觉像腾空在天上一样，待了一会
儿，我从滑梯上滑下来，滑梯很长是旋
转的，每转一个弯，人就飞起来了一

下，太惊险了。玩的时候我还遇到三
姨，三姨建议我们去神头看鱼。

我们开车走了一段路就到了神
头，这里有一个养殖场养着许多鱼，有
黄的、红的，还有灰的，在这里可以买
到中华鲟，其中有一条最大的和我一
样高，它在水中游来游去，像鲨鱼一样。

今天，我既去了游乐园，又看了鱼，
真是开心极了。

市实验小学五（5）班 麻恒瑞（本
报小记者）

抓住假期的尾巴

蓝蓝的天上飘着几片白云，让人
心情大好。我一路上蹦蹦跳跳，跟着

《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的老师来到家
和红事会大酒店，原来我们要在传统
节日中元节“捏面人”了。

齐老师宣布完纪律后，尹老师给
我们讲解了“捏面人”的基本步骤：我
们先把两个馒头大的面团做一个合
理分配。把面团分为五部分，大小不
一。面人前半身和后半身的面团较
大，头和后半身的装饰用的面团较
小，眼睛、鼻子、耳朵等只需要很小很
小的面团了，接着我们就开始“捏面
人”了，先把前半身和后半身搓成一
样长的条状面团，摆成相同的两个又
字形，双叉朝外拼接在一起，就做成
了面娃娃的雏形，然后再从负责装饰
的面团中取出一点，搓成椭圆形的扁
状面团，用梳子齿条从斜、横、竖三个
方向压出一个个的小圆点，裹在两个
又字型拼接起来的衔接处，面娃娃带
着花纹的“腰带”就做好了。捏面人
头的时候，先将大一点的面团揉成圆
形球，粘水放在前半身的凹型处，搓
一个小鱼鱼折叠粘在头的合适部位当
鼻子和眉毛，然后把火柴头大的小面
团通过牙签点在鼻子两侧的是眼睛，
眼睛上嵌入两颗小黑豆，黑溜溜的眼
睛看着我，仿佛在跟我打招呼。再找
一个小面团，用牙签点在鼻子正下方，
来充当嘴巴，把一个小面团压成饼状，
用剪刀剪得像一把小梳子，粘在鼻子
上方来充当刘海，最后把面团搓成细
长条，叠起来做成两个头花，接着找一
个大一点的面团搓成长条，一边向左
一边向右卷成一个类似花纹的图案，
用牙签从圆形的地方两边向中间挤
压，再用剪刀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
方向各剪一下，就成了一朵面花，把花
粘在娃娃的后半身凹形处，后半身的
装饰也就做好了，最后八个小面团，四
个小面团搓成细长条，当做面人的手
镯和脚链，四个做成小面饼，用牙签由
外而内折叠成四朵小花，镶嵌在手镯
上，在四肢最末端用剪刀各剪四下，小
胖手和小胖脚应运而生，一个活灵活
现的面娃娃就做成了。

今天的活动让我收获满满，因为
在“捏面人”过程中，不仅锻炼动手能
力，还了解了不同地区的中元节习
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十大重要
传统节日等，让我在不知不觉中爱上
中国传统文化。
市五小五（2）班 符铭（本报小记者）

捏面人

离开学只有一天的时间，时间过
得可真快啊！

为了让我们小记者在开学前再
尽兴一次，《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的老
师给我们争取了福利——到朔州印
象亲子乐园玩，真是太高兴了，太让
人兴奋了。

进入亲子乐园后，我找了两个小
伙伴，玩了一阵子，便爬上了超高滑
梯，开始从两边的网上爬到楼上，爬
到一半的时候，我低头一看，好家伙，
可真高啊。爬到楼顶上，再往下一
看，这不多多少少的有个50米吧！吓
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在上面看
风景真是不错，有句话说，站得高、望
得远。再看下面的人像蚂蚁一样小，
第一次体会到了居高临下的感觉。

时间总是短暂的，玩了将近 3 个
小时，49 个项目还是没玩够，可是该
集合回家了。明天就要开学了，我一
定要收回自己的心，好好学习、好好
写作。

市九小五（3）班 白美爔（本报
小记者 ）

假期最后一天

愉快的暑假就要结束了，《朔州
日 报》小 记 者 站 已 经 成 立 一 周 年
了，所以给我们每位小记者来了一
场福利——带我们来到朔州印象亲
子乐园游玩。

我早早就到了朔州印象亲子乐
园。首先，我先挑战的是丛林探险，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道，它需要抓住两
边的网通过，中间有轮胎、独木桥。
第二个我玩的是节节如意。这个项
目就是抓住两边的绳子过，太好玩
了。第三个我玩的是步步惊心。它
跟节节如意差不多，只不过是轮胎做
的。第四个是平步青云。过五彩缤
纷的桥，这个比前面几个刺激一点
儿，因为这个两边没网，而是靠身体
平衡去通过的。第五个是大渡河
桥。它是抓住两边的网，但是，这个
中间只有一只脚的距离，很难过去
的，可我还是顺利通过了。

我还玩了溜滑梯、攀岩、秋千、绳
索攀岩、彩虹滑梯……每一个项目
都很好玩，很刺激。但最让我记忆深
刻的是天空步道。这个比之前的都
具有挑战性，一开始，我在下面犹豫
了好久，最终，我还是决定挑战一下
自己。可当我爬到一半时，又犹豫
了，我在想，我是坚持还是放弃呢？
在妈妈和妹妹的鼓励下，我最终还是
上去了。

我迈出了最艰难的一步，最终成
功了。这让我明白了，学习也是如
此，遇到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敢于
挑战自己，就会有回报。

朝阳小学二（2）班 穆睿琪（本报
小记者）

愉快的暑假

今天，我们在《朔州日报》小记者站
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朔州印象亲子乐
园游玩。以前早就听说过这个地方了，
一直非常期待痛痛快快玩一把，是《朔
州日报》小记者社会实践活动完成了我
这个小小心愿。

小记者全部到齐后，我们排好队，
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进入朔州印象
亲子乐园。老师宣布活动纪律的时
候，重点强调我们在玩的时候千万要
注意安全，“活动现在开始”。老师的
话刚说完，我就迫不及待地冲向了一

个非常高的螺旋式滑梯。从绳网的
底部历尽千辛万苦爬了上去，然后缓
慢 地 坐 在 螺 旋 式 滑 梯 顶 端 ，紧 闭 双
眼，抱紧自己，“嗖”的一下，俯冲下
去。啊！我惊声尖叫，真是好玩又刺
激，哈哈哈！我一连玩了 9 次才换下一
个项目……

我非常喜欢这次活动，在身体和胆
量得到锻炼的同时，还结交了 3 个新朋
友，你们也一定为我开心吧！

市六小二（3）班 贾抒颖（本报小
记者）

我的小心愿

不知不觉来到《朔州日报》小记
者这个大家庭，已经一年了，感觉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为了庆祝小
记者的周年庆，我们所有小记者被
邀 请 在 朔 州 印 象 亲 子 乐 园 游 玩 。
这个地方一直是我特别想来玩的
地方，真是太好了。

我们相约来到朔州印象，有序地
排好队入场。一进门，我看见了各种
各样好玩的，我都不知道应该玩哪个
了，很多的东西都太吸引我了。我赶
紧拉上我的小伙伴开始了疯狂地玩，
我挑战了所有的项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集合的时
间到了，真是不想离开。回来的路
上，我一直和妈妈分享今天开心的快
乐，这次的活动真是太有意义了。

华英双语二（5）班 薛佳琪（本
报小记者）

愉快的一天

今天，我去参加《朔州日报》小记者
的捏面人活动。天空灰蓝灰蓝的，很多
银灰色的云朵不情愿地浮在空中。不
过我可没有被这个天气所影响，还是早
早到达了活动地点。等到小记者们全
部到达后，老师就带领我们依次进入了
家和红事会大酒店。

到了活动地点后，老师先给我们讲
了活动纪律，然后让我们洗了手。我看
见桌上有很多捏面人的工具：牙签、剪
刀、黑豆和梳子。

老师说捏面人是为了纪念中元
节。中元节，民间世俗称为七月半、七
月十五、祭祖节。节日习俗主要有祭
祖、放河灯祭祀土地等。

接下来，老师给我们分发面团。面
团散发着淡淡的奶香味，乳白色的。老
师首先让我们把面团揉搓光滑，就开始
教我们捏面人了。我们把面团分成 5
份，两个大小相近的大面团，两个小面
团和一个小面团。先把两个大面团搓
成两根粗细中等的面条，其中一根面条
长一些，做面人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然
后把每根面条交叉，就像相交的两条胳
膊和两条腿儿，接着，从其他面团中揪
一小块儿，压扁成柳叶的形状，粘在上
身和下身的连接处，再用梳子压出图
案，就像面娃系了一条精致的腰带。再
搓一个圆圆的头，粘到上身的缺口中，
如果粘不到的话可以蘸一点水。为了
凸显面娃娃的可爱，再搓 4 根细细的长
条，给它缠绕在小手和小脚上，漂亮的
手环和脚环就做成了。为了把娃娃打

扮得花枝招展，老师教我们做小花，点
缀在它的“衣服”上。我按照老师教的
步骤，揪一小点儿面团压成扁扁的圆
片，再用牙签把上下左右 4 个边向里面
对折，这样一朵栩栩如生的小花就做好
了。把做好的小花分别点缀在面人的
四肢上，看上去面人穿了一件大自然的
连衣裙。最后一道手续就是要做背上
的莲花了。先搓一根粗细均匀的面条，
再把两端往回卷，用筷子从中间一夹，
再用剪刀在4片花瓣上分别剪一刀，8瓣
莲花就做好了，再把它粘到胖娃娃的背
上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老师把我们的面娃娃放到了
蒸盘上去蒸。在此期间，老师给我们讲
了中元节的来历：它的诞生可追溯到上
古时代的祖灵崇拜以及相关时祭。七
月乃吉祥月、孝亲月，七月半是民间初
秋庆贺丰收、酬谢大地的节日，有若干
农作物成熟，民间按例要祭祖，用新稻
米等祭供，向祖先报告秋成。它是追怀
先人的一种文化传统节日，其文化核心
是敬祖尽孝。老师还讲了送面人也有
讲究：送给长辈一般送寿桃，祝健康长
寿。送同龄人一般送虎、鱼等，祝长命
百岁。

知道了这么多中元节的知识后，我
们做的面人也出锅啦，浓郁的奶香味弥
漫在空中。老师给我们每人分发一根
牙签，用颜料点缀在面人上，涂了颜料
之后的面人变得更加可爱了。

实验小学四（1）班 马若涵（本报
小记者）

有趣的一件事

今天在家和红事会，我们《朔州
日报》小记者将在这里体验捏面人。

我们坐电梯上了三楼，洗干净双
手，围圆桌坐好。今天和我们小记者
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十几位平鲁来
的小客人。我们每人手里有一团不
太听话的面团，尹老师教大家怎么让
面团听话起来，先把面揉成圆柱形，
再从前后各揪出一小团。老师讲得
非常详细，我们边听边动手，一个个

“爬娃娃”就出现在桌上了。就连边
角都不放过，被小朋友捏成好看的玫
瑰花、饺子……

面人捏好后拿到厨房去蒸熟，
老师又给我们讲了好多传统文化知
识，告诉我们八大传统文化包括十
二生肖、四大发明、三皇五帝、四书
五经等等。

活动结束后，我带着捏好的胖娃
娃回家后，爸爸夸我也是手艺人了。

开发区实验小学二（4）班 赵睿
（本报小记者）

我也会捏面人了

备考这一年，各类随堂习题、阶段
测验、课后作业不可避免地要成为陪考

“必需品”。考生在做过这些题目后，难
免会暴露出各种问题。于是，如何对待
错题，如何更妥善地纠错补漏，就成为
考生急需思考、解决的问题。高三语文
教师姚艳为考生们支支招。让大家用
对方法，高效纠错。

三类错题必“入库”
对高三考生而言，每经历一场考试

都是一次知识窥探与心理历练的过程，
如果说考前的复习可以用十分必要来
形容，那么考后的错题整理便可以用尤
为重要来概括。姚艳老师建议，应该重
点整理以下三类题：

一是根本不会做的题。此类试题
能够让考生发现自身存在的知识盲区，
明确下一步复习中攻坚克难的方向。

二是重点常见、反复易错题。这些
题是考生自身存在的知识雷区。此类题
型在历次考试中均会出现，高考亦不例
外，其能够反馈出学生本人存在哪些知
识漏洞，能力欠缺点，具有很强的诊断性
及提示性。考生如能尽快完成“补漏”工
作，就能够在后续考试中提升整体竞争
力，进而提升考生信心，形成良性循环。

三是考试中出现的最新题型。这些
题是考生能否快速适应并整体提升的知
识开发区。每年高考各科试题原则上稳
中有变，新题代表了出题人对接当年高
考方向做出的摸索与尝试，积累下来，重
点关注，每次如此，考生即可把握变中之
不变，进而提升应考时随机应变的能
力，最终可以淡定从容地面对高考。

错题归档讲思路
错题归档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考

生后续能否高效使用错题集进行“补
漏”。对于如何“整理收纳”错题这一问
题，姚艳老师建议考生首先要确定适合
自己的分类整理方式。在她看来，分类
的标准不是唯一的，既可以按照知识点
整理，也可以按照考查技能整理，亦可以
按照题型整理，还可以按照错因整理
……考生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做选
择，一旦确定，慎重更改，以便日后检索，
利于复用。其次要对错题进行分析，回
忆考试过程中自己是如何想的，存在的
思维障碍点是什么，归纳总结错误的原
因，分析自己认知与标准答案之间的差
距，标注试题对应的知识点，规范完整地
写出解题步骤并备注思维过程，归纳梳
理解答此类试题的方法技巧。最后还要
关注错题本的设计，建议选择活页本，便
于随时增减；可以每道题放在一页上，留
出空白，便于后期同类题的增加补充；可
利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不同的内容，这
样清晰直观，重难点一目了然。

“常用常新”才有效
错题本是一件能促进高效复习的

备考工具，经常使用、巧妙利用会产生
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如何更大限度
发挥错题本功效这一问题，姚艳老师建
议考生可做如下尝试。一是日常勤回
顾。每道错题更改整理之后，需要经过
一个沉淀的过程，间隔一周左右可以再
做一次，如果能够独立完整做好，证明
此题已经掌握，进而可以再选择一道同
类型的试题作为检测，看看是否真正掌
握与落实。二是考前全回顾。在大考之
前，将错题本通览，重点是知识考点、解
题方法，考查技能。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从根本上把握“母题”可以避繁就简，举
一反三。三是考后刷新。除了积累新的
错题之外，如果发现同一类型题再次出
错，要把该题与之前的试题整理在一起，
进行比较分析，精细归因，力争不再犯
类似的错误。四是对于已经完全落实
不再做错的试题，可以自信剔除。错题
本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经过这一过
程，错题集的使命才算真正达成。

“外援”助力有讲究
各学科错题的整理是一个繁杂的

精细活儿，对于时间非常紧张、备考任
务 很 重 的 高 三 学 生 而 言 ，最 强“ 外
援”——家长的适当介入和适时帮助能
够助推错题本在考生备考中实现效益
最大化。对此，姚艳老师提醒家长注意
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家长要改变对错
题的观念，避免拿着错题责备孩子，要
把错题当成发现问题的钥匙，让错题集
起到督促助力孩子学业发展和积极备
考的作用。在考试结束后及时提醒孩
子，避免错过整理错题的最佳时机，以免
造成错题积压从而削弱错题整理的功
效、影响孩子备考的信心和决心。其
次家长要帮助孩子完成力所能及的学
业后勤保障工作，例如把值得积累的
错题原题拍照打印出来粘贴在错题本
上，或者帮助孩子抄写错题，这样就能
节约出宝贵的备考时间。此外，家长
可以帮助孩子统计错题本上呈现出的
薄弱点，统计同一类型题重复出现的
频度，对于反复出错的题，先对照教材
检查孩子知识点的落实情况，即是否
记住了公式、概念、定理等，然后对照
评分标准、答案解析等，做孩子解题思
路的倾听者，及时标注出孩子逻辑思维
的漏洞点，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解决
原先存在的问题。

总之，如何更高效的完成纠错和补
漏是高三备考途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大
题”。希望通过老师的指导能让考生找
到适合自己解答本题的思路，尽早修补
好更多的知识漏洞。 邓菡

考后纠错：你用对方法了吗

高中三年，每个同学都可能会面临
困难、止步不前，甚至崩溃的时刻，这
时，只有破釜沉舟、奋起努力，才能真正
涅槃重生，换来属于自己的荣光。

备考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
想要将弱科锻造成强大的武器，高

三生要敢于从零开始，敢于直面自己的
不足，敢于推倒过去虚荣所构筑的高
塔，敢于让伤口上开出绚烂的花朵。

我认为，高中阶段最不需要顾及的
就是“面子”，一个真正强大的人，别人
的非议是伤害不了他的。我在高一、高
二总是放不下“尖子生”的身段，总是陶
醉于曾经取得的成绩，对自身存在的问
题视而不见，最终导致高二时全线崩
溃。在痛彻心扉的教训后，我才意识
到，“勇于重新开始”并不是放弃此前所
有的积累，而是抱着一种空杯心态，以
谦恭的态度向每一个小问题、小缺陷学
习。意识到这些后，便是刮骨疗毒般的
涅槃重生。所谓的勇气，是放下面子，
保持空杯心态，且敢于付出努力。但是
也只有真正的实干家才能“板凳甘坐十
年冷”，以永远如火的勇气不断融化坚
冰，最终摘得理想的果实。

备考需要紧凑合理的计划
前文说到我为了补习数学做出了

巨大的努力，但这些努力绝不是盲目或
冲动的。科学评估、精密计划、形成习
惯，是循序渐进的自然过程。借用我老

师的话，“补弱必先立强”。我在制订计
划时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力图减少补习
数学对其他科目的影响。通过评估，我
能够确定多少时间能够完成多少任
务，哪些科目需要多少任务，最后转换
成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再制订精
确到分钟的计划。每天开始学习之
前，每节自习课开始之前，我都对需要
做的工作了然于胸。最后，长期坚持
的计划就变成了深入骨髓的习惯，我
不再以学习为苦事，反而乐在其中，逐
渐有了“学习上瘾”的感觉。一个个短
期目标的实现推动着更多中长期目标
的改善，这种改善所带来的成就感从
本质上形成了一种推动力，这就是计
划的“魔力”。

备考需要心无旁骛的心境
我的老师告诉我，不要在乎结果，

去享受过程。计划带给我的就是这样
的生活，每天充实而忙碌，过程本身已
经成为醇厚的享受。等我真正进入大
学，我开始怀念高中生活。那是一段只
要努力就会有收获的黄金岁月；那是一
段心无旁骛、埋首书斋的纯粹岁月。你
不会迷茫，也不会无助，因为所有的一
切都指向了踏实的努力。真正将高中
的日常生活当作一种修行，一种宁静的
生活方式，可以抵消各种的困难，实现
心中那个美好的梦想。

汤国豪

升入高三：敢于从零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