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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楼下有
一棵杏树，它特别漂
亮。在春天，它穿着
满身淡粉色的裙子，
风一吹，花瓣洒下来
好像花瓣雨让人陶
醉。在夏天，树上结
满 了 绿 绿 的 杏 子 。
大 大 小 小 ，一 簇 一
簇。在阳光的照射
下，渐渐地变成了橙
黄色，拿长长的竹竿
打下来，小朋友们一
拥而上捡起从树上
掉下来的杏，每个人
手里都是一捧一捧
的。虽然掉下来都
裂开口子了，但还是

很好吃。闻一下，淡淡的果香扑鼻
而来，忍不住赶紧咬一口，甜甜的
软软的，比外面买的杏可好吃多
了。在秋天果实都不见了踪影。
叶子渐渐由绿变黄，阳光洒在金黄
的树叶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在湛
蓝的天空衬托下，宛如一幅油画，
让人心旷神怡。在冬天，干枯的树
枝被白雪装饰，厚厚的雪就像棉被
一样盖在它身上。

一年来，四季分明在我家杏树
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每到一个季
节它都风景如画，每个季节都有它
的特点。

朝阳小学二（2）班 贺艺泽（本报
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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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我们《朔州日报》小记
者站又一次开展了读书活动。

活动刚刚开始，我们玩了一个小
游戏，叫“我说你写”。在写的过程中，
我们写一个字理解这个字的意思，并
记住了它。然后再把他们的意思连
接在一起，就是这个词语的意思。我
们还写了一些关于时间的词语，有按
时、惜时、准时。惜时的惜是珍惜，时
就是时间，两个意思连起来就是珍惜
时间。

游戏结束后，徐老师要采访一下
我们五个人，还有赵老师。第一个采
访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几点起床。有
的人六点多起床，有的人八点多，有的

人四点多，有的人七点半。徐老师把
起床时间最早的和最迟的作比较，要
整整多出四个小时。当然，起得最早
的是赵老师，因为赵老师有事情。我
们早起后可以清晨朗读。清晨朗读是
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也可以看看太阳，
这时太阳也刚刚升起来，此时是特别
美的。古人常常早早起床，起床后学
习背课文。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昨天学
习的东西再看一看，记忆会更深。

第二个采访的问题是父母在家里
如何对待我们。有好几种类型。比
如有宠爱娇惯型、命令指责型、温和
对待型。不管用哪一种，对孩子都会
有很多影响。比如宠爱娇惯型。孩

子出去以后可能会受到欺负；父母看
到孩子想要什么，父母都会给买；当
自己的孩子犯下错以后父母会忍，并
不是去教育指正。命令指责型。比
如说话口气特别重，对孩子命令；有
时父母看到孩子写错字就指责。每
一种家长都有自己的做法，看法不同，
教育自然而然就不同。

到了休息时间，我们又玩了一个
小游戏叫成语接龙。徐老师首先说了
一个词语，然后大家说这个词语最后
一个字的开头的成语。当时徐老师还
觉得我们高年级的词汇量肯定比一二
年级的词汇量要多得多，可谁能想到
我们的词汇量连一年级的小朋友都不
如。唉，好尴尬啊。

活动结束了，我们带着满满的收
获回到了家。
市九小五（3）班 白美爔（本报小记者）

有趣的读书活动

国庆假期的一天，王涵钰邀请我、
张馨月、尤毅然、徐睿玲一起去沣汇公
园玩，而且还要带一些零食。

等待的时间总是最漫长的。好不
容易熬到了星期日下午，我不容分说
直接掀开妈妈的被子，让她陪我去。
我们准时来到了公园门口，发现徐睿
玲已经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儿了。我和
她一边聊天，一边等待其他人。

四点钟，人到齐了，我们一边往里
走，一边讨论一会儿该玩什么。来到
一个小广场，我们搭起了帐篷。

这时，我提议说：“大家把零食都
倒出来，玩抢零食大战，怎么样？”大家
听了纷纷叫好，把零食都倒了出来。
游戏规则是：①先把零食都放到我这
里来。②我是主持人，负责扔零食，你
们负责抢零食。③第一名可挑选四种
零食，第二名可挑选三种零食，第三名
可挑选两种零食，第四名就只有一种
零食了。游戏开始：第一个是两包豌

豆。我一边说，一边将两包豌豆朝中间
扔去，她们尖叫着朝中间围去，你抢我
夺，不甘示弱，生怕对方占了便宜，好像
谁没抢到，就是这辈子的缺口。

接着，我又扔出了草莓冻干、曲奇
饼干、棒棒糖等等，这些东西我一扔
出，保证在三秒之内全部消失。

第一轮结束了，经过清点，王涵钰
是第一名，张馨月是第二名，徐睿玲和
尤毅然并列第三。领了奖品后，我们
不知道玩了几十轮，却迟迟不愿回家，
最终在家长们的说教下，我们才恋恋
不舍地离开了公园。

今天的游戏验证了一句古话：人
多才热闹。

市实验小学四（7）班 高鹏佳（本
报小记者）

抢零食大战

今天早上，我又被
楼下的声音吵醒了。以
前起床是去上学，可是
现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
做核酸。以前繁华的街
道也变得鸦雀无声。

我们的城市朔州到
底怎么了？原来它生病
了，可恶的新冠病毒蔓
延了整个城市，让我们
不能去上学，隔离在外
地的爸爸回不了家。以
前热闹非凡的小区广
场，现在连条狗都看不
见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的
城市并没有低头，一群群可爱的白衣
天使，一个个可爱的志愿者们，逆行
而上。他们来到了各个社区，每一个
路口，都守着每一扇门，让可恶的病
毒无法肆虐。看到可爱可敬的工作
人员辛勤的付出，我的内心十分感
动，我们一定要听医护人员的话，不
乱跑、勤洗手，出门做好防护，配合好
他们的工作，也希望我们的城市尽快
战胜病毒，让我们早日回到学校。

朔城区九小五（6）班 郝匀浩（本
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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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见闻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我

们不能去学校上学，不能在户外活
动，只能在家里上网课。

我去做核酸时看见居民们拿着
热牛奶，送到防护人员的手中。看着
他们戴着厚重的防护镜，穿着繁琐的
防护衣，为居民辛苦地工作着，他们
除了要完成自己的医护使命，还要照
顾病人的起居，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该配合防疫
人员的工作，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
做核酸时要前后拉开距离，听从防疫
人员的安排，做好自我防护。

市实验小学三（四）班 王志丹

妈妈为了给我练胆，给我报了《朔
州日报》小记者站组织的参观警犬基地
实践活动。我是十万个不愿意。

一阵刺耳的狂叫声，震得我骨膜微
微颤动，仿佛在问我们是谁，来这里干
什么？训犬专家王教官，真有办法。让
它们犹如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听从任
何指挥。

警犬是警察叔叔的得力助手，抓捕
缉毒搜救，样样不在话下。功勋墙上战
功赫赫，当然牺牲的警犬也会得以安葬
在烈士陵园。它们是警察叔叔的忠实

战友，能做到人类不能处理的细节。它
们的品种并不单一，有史宾格、拉布拉
多犬、罗威纳警犬、德国牧羊犬、马犬
等。这里的犬舍有20只左右。

老师给我们介绍完警犬的品种特
点，就带领我们到一大片草坪上观看它
们表演了。穿越障碍物，听指令做动作，
还有最引人眼球的抓捕行动。有一个假

扮坏人的叔叔，鬼鬼祟祟地奔跑，只听一
声令下，一眨眼工夫，警犬就凶猛扑上
去，狠狠咬住，即使“坏人”用棍子猛烈敲
打它，它依然无动于衷，绝不松口。真是
好样的，我们连连叫好为它鼓掌。

最后我们合了影，我还是怯怯地躲
在后面。其他的小记者摸摸这只，摸摸
那只，真羡慕他们。其实只有警察叔叔
发出指令时，它们才以警犬的身份去工
作，私底下也还是一只可爱的狗汪汪。

朔城区四中四（16）班 刘进昱（本
报小记者）

可爱的警犬

丰收的喜悦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也是

一个欢乐的季节。秋天带着一身
金黄，悄悄地来到人间。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回到
了村里，见到了辛苦忙碌的爷爷，他
在等待收割玉米。过了一会儿，大
型的收割机来了，只要收割机走过
的地方，玉米秆子、叶子都倒了，爷
爷一个人捡玉米，我看他很辛苦，也
拿了一个袋子帮忙捡玉米。通过这
次劳动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虽
然累，但心里喜洋洋，所以，小朋友
们以后一定要珍惜粮食哦。

朝阳小学二（2）班 穆睿琪（本
报小记者）

青春就似那冉冉升起的太阳，一
点一点地绽放光芒；青春就似那朝气
蓬勃的大树，不断地以它的生机，使得
风景更加美丽；青春就似那条条大河，
永不退缩，浩浩荡荡。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踏入了青春
的轨道。曾经听过“年轻没有什么不
可以”。的确我们能做得很多很多，
不必去逃避困难，要勇往直前，不怕
困难，因为我们充满活力，因为青春
正当天。

青春时的奋斗，当然莫过于学习
时期了，在校园里只有努力学习才
会有出彩的那一刻，校园里的竞争
尤为激烈，对于我正当青春少年之
时，必然要付出努力。为此，在每一

个平常而又不平凡的日子里，活力
四射的我总会努力地听老师讲解的
每一道题、每篇富有哲理、发人深思
的文章……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无论是
任正非成立的有着先进5G技术的华为
公司，还是居里夫人呕心沥血研究出
来的新元素，都是一场青春与活力的
成长，都是他们从始至终自信且坚持
奋斗的结果。

青春是诗歌谱写人生最美的篇
章，青春是朝阳充满着未来与希望，青
春是花蕾散发着令人羡慕的光彩，青
春是活力满满的一场旅程。

朔城区五中（335）班 张存瑀

指导老师：高红岩

把活力写进青春里
青春是什么？是那

迅如疾风的猎豹？还是
那滔滔的大浪？应该是
那升起的太阳，绽放出
刺眼的光芒，或是那流
动的清泉，永不退缩。

古话说：“人生天地
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
然而已”。青春韶华也
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渐渐暗淡，处在少年的
我们却不能就此虚度。
现在的奋斗，是为你以
后坐在一个属于自己的
职位上，想到有那么一
个激情澎湃的青春，你
或许会感谢它，没有给
自己留下遗憾。

青春的奋斗，是努力
学习，但不止于学习。应该紧握青春的
一分一秒，用在每个有意义的事上，努力
闯出一条自己的路。青春是不被定义，但
总要问心无愧。无法掌握未来，有追求才
可能有卓越。与其消极等待，不如拿来学
习；不管昨天如何，今天仍旧是新的。

写完一张张试卷，留给我们的是
收获和成就；看完一本本书，增加的
只会是新的知识和感受。青春就是
用来奋斗的，朝着那个理想的未来奋
斗。停止奋斗，青春也会停止。

有个男孩儿，在四五岁时还不会
说话。却在十二岁时，经过不懈努力
与奋斗，竟独自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
理。他曾经还被老师视为最“蠢”的
学生，后来成为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
学奖的犹太人，如今又靠自己成为了
世界名人，坐立在每个人的心中。他
一路充满坎坷，但成功又在意料之
中。正是因为他个人的努力奋斗，为
全世界带来了进步。他就是 20 世纪
最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不拼搏、不奋斗”，就不会得到
成功。所以想要成功，我们没有理由
不去奋斗。

奋斗的青春，最美！愿大家在自
己的青春中做一个永不言败的少年。

朔城区五中（324）班 方艺璇
指导老师：高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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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就在我们刚刚体
验了一个月的初中生活，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我们的
城市被按下了暂停键，不得已的我们只能在家里上网
课，就在上网课期间，发生过一些搞笑的事情。

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二，第一节数学课，张老师准备
上课的时候，发现电脑打不开了，老师只好拿手机上
课，可是手机上课真不方便，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听课
的时候，突然听见“通”的一声，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老师默默地来了一句，手机掉地上了，当时正在连麦
的两个同学，没忍住笑出了声，屏幕前的我也跟着笑
了起来，没过多久 我们调整好状态重新开始上课
了。好巧，就在下课前一分钟，老师的电脑竟然开机
了，老师也是无语地摇了摇头说:“唉！你可真会挑
时候。”正在写作业的我听见老师说的话，又一次忍
不住笑了。

在课后也发生了许多搞笑的事情，就在礼拜五的时
候，那天作业特别的多，我正准备写生物作业，妈妈拿着
手机进来对我说:“你们的生物群里面通知了，生物作业
不用写了，老师说上课的时候边讲边写”。当我听到这
个消息后，高兴地直接跳了起来，心想终于可以休息一
下了，正因为我这一个动作，把站在妈妈身后的妹妹逗
得哈哈大笑。

朔城区五中（335）班 赵睿祺

我的网课学习生活 线上线下二三事
不知不觉间，初一的上半学年已经过半，自从10月份因为

新冠疫情开始上网课以来，我的身边发生了许多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课我有时不认真听讲。那天刘老师

上数学课时，我上着上着就开始走神，随着手指跟着微微滑动，
我便津津有味地浏览着热搜，全然不知我已“酿成大错”，下课
后我惊恐地发现作业题上有好多道题是关于老师上课讲的内
容，我多么想重听一遍。可是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只好艰难地
凭借着断断续续的记忆完成了当天的数学作业。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做作业拖拖拉拉，导致组长迟迟不能汇
报作业完成情况。因为没有在学校的晚自习氛围和老师的监
督，导致我的作业迟迟不能完成，再加上不会的题也无法与同
学们第一时间交流，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熬夜，早上又起得早，上
课打不起十二分的精神，所以不能把老师讲的所有知识点都融
会贯通，这就导致了有一部分作业不会做，一思考就很长时间，
作业完不成又睡得晚，就这样恶性循环。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疫情，妈妈之前经常去超市“大扫
荡”，有时还带着我一起去。超市里的人并不算多，但人人都戴
着口罩，而且超市里买东西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
这时，一位工作人员推着购物车走了过来，喊道：“土豆半价、土
豆半价！”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一听，推着购物车一溜小跑过去抢
土豆，那场面简直太震撼了。

这就是我的线上线下二三事。
朔城区五中（324）班 赵振涵

因新冠肺炎疫情，我市中小学、幼儿
园等启动线上教学。如何助力孩子上好
网课，成为疫情期间家长“必修课”。

一面是孩子上网课迟迟进入不了
状态，一面是家长摔手机、砸电脑、剪网
线等各种不理智行为屡屡发生，“不谈
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
形象地道出了人间真实。那么，孩子上
网课效果不佳的根源是什么？家长如
何成为网课“助力”？在此，笔者结合自
己的思考，给家长们如下建议：

居家学习的方式应该由
孩子说了算

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
孩子与老师的沟通渠道多了，学习方式
更加灵活了，但疫情期间居家上网课，
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孩子的唯一
选择，究其背后的原因：是有些家长用自
己的主观判断，代替孩子做出选择，想当
然地认为：听老师讲、跟着老师学，一定
会比自己看书学要好得多。不同程度忽
略了孩子的个体学习习惯差异：有的孩
子反应灵敏，能跟得上网课速度；有的节
奏较慢，需要逐字逐句地消化；有的性格
内向，乐于这种不被人打扰的网课模式；
有的接受新事物快，喜欢在网络上冲浪、
探索。所以，居家学习到底采用哪种方
式更有效，应该让孩子自己做主，这也是
因材施教的一种体现。

家长应该清晰表述孩子
上网课的底线要求

相对于传统课堂的纪律森严：不允
许交头接耳、不允许上课打瞌睡、不允
许下位走动……居家上网课则出现了
纪律约束的真空，再加上相较于课本固
定不变的内容，电脑时不时的弹窗和广
告，可不是一般孩子都能抵御得了的，
所以，居家上网课容易走神、开小差也
就在所难免了。

家长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应该及时
向孩子清晰地描述自己应该遵守的网
课纪律：不在上网课期间，做与上课无
关的事情；不在上网课时，启用电子设
备的其他功能选项；不能专心上网课，
立即关闭电子设备。通过一家人事先
商定的网课“约法三章”，让孩子清楚地
知道家长对网课的底线——宁可不上

网课，也不能纵容上课三心二意的坏习
惯，与其用边学边玩的方式得到一锅

“夹生饭”，不如关掉电脑、看看闲书，养
养心性。

帮助孩子学会正确上网
课的方法技巧

家长可以根据电子设备和网络技术
的特点，帮助孩子掌握学习网课的方法
与技巧。

1、积极与老师隔空互动。虽然居家
上网课无法达到现实课堂上师生互动
的真实感，但家长仍可以引导孩子，把
老师的隔屏提问、征询，当成是对自己
的发问，鼓励孩子及时、大声地回答问
题。当被老师点名的同学回答内容与
自己不一样时，也要通过留言区及时发
表自己的看法。网络课堂与老师的隔
空互动，不仅能有效避免答错题后的尴
尬，还能在提高网课质量的同时，让孩
子变得愈发大胆、自信。

2、熟练掌握截屏、回放等技巧。网
上课堂因为节省了大量师生互动的时
间，老师不再为掌控整个班级的学习秩
序耗费精力，网上授课速度明显快于线
下。在孩子熟练掌握电子设备的使用
功能之后，家长要及时提醒孩子暂时放
下线下课堂记笔记的习惯，学会囫囵吞
枣式的听课方式，紧跟老师的讲课速度
和思路，尽量不给自己留下走神、发呆
的机会。对于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完全
可以等网课结束后，通过截屏、录屏或
者回放的方式慢慢消化。

3、留言反馈、余味隽永。网课结束
后，不能关闭电脑，万事大吉。因为很多
老师习惯于在聊天区与学生放松互动，
由于这里没有线下师生面对面的拘束，
交流内容往往变得天马行空、妙趣横
生。同学的吐槽、老师的调侃，伙伴的互
怼，看似与教学无关，却会让孩子对相关
联的网课久久不能忘怀，回味无穷。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习惯是学习的
保障。不管是孩子的线下学习还是线上
网课，家长都应该明白：学习这件事，只
能依靠孩子自我觉醒，任何外力的施压、
逼迫，都无异于揠苗助长，往往会事与愿
违。而如何激发孩子学习的内驱力，则
需要家长利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意
识地培养孩子的兴趣与习惯。 秦涛

掌握网课技巧 学会居家学习

中考，是孩子的第一次升学考试，
也是孩子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备
战中考不仅要靠孩子一人的努力，也需
要背后家庭的支持。我建议家长可以
聚焦四个“着力点”，让助考更轻松。

首先，聚焦孩子的心理变化。面对
紧张的初三生活，有些家长的紧张不亚
于孩子。建议家长不必过于焦虑，要保
持情绪稳定，要当好孩子的心理老师。
初三孩子的心理特点是，既有独立性又
有依赖性，自尊心强，不易接受成年人的
观点，容易浮躁焦虑。对于这个阶段的
孩子，家长要“敏感”一点，多关注孩子的
心理变化。与孩子沟通时，应放下身段，
多多倾听，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适时鼓
励，适当给出建议。切忌看到孩子偶尔

“摆烂”，就以点概面地全盘否定孩子，甚
至对孩子降维打击，拿自己的学生时代或
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这样的方式只会加
剧矛盾，并不会对孩子产生激励。对此，
家长可以策略性地提醒，理性沟通，包容
接纳孩子是促使他改变的前提。

其次，聚焦孩子的生活起居。初三
这一年的学习，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一
方面，要调整好作息时间。另一方面，
要注意营养均衡。有的家长会问，孩子
学习到很晚，第二天早起困难，如何解
决？这要看孩子处于哪个学习阶段，如
果是刚进入初三的阶段，孩子可能还没
有适应初三的节奏，需要孩子做好提升
学习效率与作息时间的平衡。如果是
初三上学期的期末阶段，孩子可能进入

“疲劳期”，需要劳逸结合，适当的运动
则是缓解学习疲劳的最有效的办法。
最困难时往往是最出成绩的时候，只要
再坚持一下，就会看到进步。另外，家
长要给孩子科学配餐。我常看到有家
长在朋友圈晒美食并配文，光是看图片
就已经让人产生幸福感了，更何况是累
了一天放学回家的孩子？

再次，聚焦家校合力。美好的教育
是双向奔赴——家校合力。初三的每一
次家长会都非常重要，家长要认真倾听
每一次家长会，做好记录。回家后以朋

友交谈的语气跟孩子谈心，帮助孩子分
析当下进与退的原因，一定肯定和表扬
有进步的地方，给予孩子最大的自信，同
时也要提出批评的地方，加以改进。家
长也可以将孩子在家的一些表现跟班主
任沟通，一些不好跟孩子说的话，可以借
助老师的口跟孩子进行反馈，这种沟通
方法有益于孩子健康成长。在每次考试
完，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制定下一阶段
适合自己的学习规划，“躺平”不可取，

“躺赢”不可能，唯有努力奋斗，才能学业
进步，考上理想的高中。

最后，聚焦与孩子的共同成长。有
家长抱怨孩子上初三了还是进入不了
状态，或者和孩子沟通困难，孩子不愿
接受家长的意见。我想到一句话，人是
不会改变的，除非他感受到被爱。家长
有五个层次。第一层次：舍得给孩子花
钱。第二层次：舍得给孩子花时间。第
三层次：家长开始思考教育的目标问
题。第四层次：家长为了教育而提升和
完善自己。第五层次：父母尽己所能支
持鼓励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也以身作
则支持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建议在
初三这关键的一年，家长要与孩子一起
共同成长，做个明智的点拨者。

于涵

聚焦“着力点”助考更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