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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科教专刊/习作

家 长 课 堂

在孩子的生活中，存在着三种重
要的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
同伴关系。当孩子遇到亲子关系、师
生关系方面的问题，家长和老师可以
及时发现并做好引导沟通。而在同伴
关系中，孩子们交往的对象都是同龄
人，若出现问题，我们该如何做呢？

作为班主任，我在和孩子们的相
处中发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
个性和处事方法，有的孩子喜欢安静
独处，有自己强大的内心；有的孩子愿
意融入集体，渴望交朋友，只是有些胆
怯；有的孩子能很快交上朋友，但是在
相处的过程中却问题不断……因此，
家长和老师要成为合作伙伴，携手培
养孩子与同伴的交往能力。我认为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创设良好的交往环境
每个孩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

同。我刚接手一个班级不久，转来了
一位新同学小明。几周下来，我发现
小明总是在课下独来独往，不愿与其
他同学交流。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重
视，一天中午，我邀请小明来办公室帮
我数卷子并和他聊天。在聊天过程
中，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健谈、爱笑
的小男孩。当我问他为何不愿与其他
同学交往时，小明害羞了，他告诉我是
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和同学们认
识，他总觉得自己是外来的，大家不愿
带他玩。

知道了原因后，我随即召开了主
题班会“我想认识新朋友”，为他创设
了良好的交往环境，这次班会课上，同
学们一起进行游戏、谈心、说悄悄话

等。通过这次班会，小明结识了几个
新伙伴，交往能力也提高了。

孩子换了一个新环境后，往往需
要家长和老师提供帮助，有意识地为
他们创造与同伴互动的机会，帮助他
们尽快融入新环境、新集体。

培养孩子的交往兴趣
我在班里经常鼓励内向的孩子主

动与别的同学打招呼，一起玩游戏，一
起分享玩耍的快乐。面对胆怯的孩
子，我会先缓解他的紧张感，让他身心
放松，慢慢地对周围的人和事由不熟
悉到熟悉。我认为，家长在家也可以
多和孩子谈谈心，让孩子明确这样的
观点，只要你主动、友好地与别人相
处，别人就会喜欢和你做朋友，通过鼓
励来增强他的自信心。

随时教给孩子一些交往技巧
我经常会利用午休、课间等时间和

班里一些不善交往的孩子谈谈心，并在
谈心过程中教给他们一些人际交往的
技巧，比如：学会尊重别人，平等待人；
学会“换位思考”；树立人人都平等的意
识；要学会倾听，多听听同伴讲话；要有
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多看看同伴身上的
亮点。如果家长与老师的教育节奏保
持一致，也随时教给孩子一些交往技
巧，孩子会很快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孩子与同伴交往能力的提高不是
一朝一夕之事，家校应该紧密配合，多
与孩子交流沟通，逐步消除孩子在交
往中的恐惧心理，孩子的交往能力一
定能有更大的提高。

据《今晚报》作者：张涵

如何帮孩子交到好伙伴

星期六上午，我们
跟随《朔州日报》小记
者站的老师们来到了
市博物馆参观游学，
讲解员老师说这里刚
开放一周，我们可真
幸运。

这里一共有三层，
为了安全，我们步行来
到三楼。讲解员老师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
器时代，再到古代及战
争 时 期 ，一 一 做 了 讲
解。峙峪人拉开了朔
州历史的序幕，在遥远
的旧石器时代出现了
石族，一般体长 2.7 厘
米、宽 1.5 厘米、厚 0.4
厘米。到了新石器时
代，人类就会使用刀，

学会了耕种，会用火种了。在南磨遗址
出现了三处火塘，人们使用火种取暖和
驱赶猛兽，还把石头做成武器，如石片、
石器等。

在古代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
边塞重要区域，在远古时期生活着一群
野马。史书上记载的战争有 150 多次，
其中，有宋辽大战陈家谷、马邑之谋
等。当然这里也是名人辈出，在《世书》
记载朔州出了两百多名将士，故有谚
语：山东丞相山西将，山西将数朔州多。

接着，我们来到了二楼展厅——右
玉精神展览馆。以前有人说这里不适
合人类居住，大片的沙漠寸草不生，但
右玉人民把“小老杨”种到这里，70 多
年，20 任县委书记，林木绿化率从不足
0.3%提高到56%。

1985 年，朔城区照什八庄出土的青
铜雁鱼灯，与长信宫灯、错银铜牛灯、树
形铜灯、长明灯并称中华五大名灯。它
现在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借走，这里是仿
品。大雁回首衔鲤鱼，亭亭站立，可见
古代工匠的技艺高超。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隐藏着尘封
已久的故事。历史绵绵、古迹斑斑。
在这座文化殿堂游学，今天我又涨知
识了。

朔城区四中四(16)班 刘进昱（本报
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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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上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我们和《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的老师来
到市博物馆参观学习。

博物馆的形状是一个圆柱形的建
筑，从外观看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听讲解员阿姨说，这个造型寓意着朔
州“天地圆满、安定吉祥”。进入大厅，

“朔州文明”四个繁体大字屹立在高高
的石柱上，像英勇的朔州人民一样顶
天立地。

我们排好队来到三楼。一幅高清
的朔州地图映入眼帘，站在地图面前，
我感到无比自豪。随着讲解员阿姨的
脚步，我们慢慢步入了这片“神奇的土
地”。在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最早出
现的是峙峪人，是他们率先拉开了朔州

文明的序幕。随后了解到从旧石器时
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并通过投影向
我们展现了古人用石头打磨火种，用火
取暖、驱赶野兽的场景。墙上的浮雕和
天花板上的箭羽栩栩如生，仿佛穿越到
了古代。接下来，我们了解了发生在朔
州大地的著名战役——马邑之谋、宋辽
大战等。当然，这里也是名人辈出、人
杰地灵的好地方，门神尉迟恭、三国大
将张辽、多才多艺的班婕妤和土皇帝刘
武周等都出自朔州。紧接着，我们参观
了本馆的镇馆之宝——青铜雁鱼灯。
只见一只高贵的大雁站立着，嘴里衔着
一条鱼，轻轻回眸，像一个含羞的少女
一样。鱼腹为灯罩，雁背有灯盘，中间
是可以扭颈和开合的屏板，可以调节灯

光的亮度与方向。大雁的肚子里有水，
燃烧的烟可以通过水过滤，降低烟雾的
浓度，充分展现了古代匠人的环境保护
意识。

接着，我们来到了二楼展厅，一头
大骆驼威武地矗立在展厅旁边。据说，
骆驼是过去走西口晋商们的“交通工
具”。步入展厅，抬眼就看见老百姓挑
着担子，一头是孩子，另一头是物品的
画面。随着《走西口》的歌声响起，走西
口画面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最后，来到
了改革开放和右玉精神展厅，我们看到
了改革开放以来朔州的新变化，也感受
到了右玉人民吃苦耐劳、迎难而上、久
久为功、利在长远的精神，这些宝贵的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真 是 丰 富 的 一 堂 课 ，让 我 受 益
匪浅。

朔城区四中二(8)班 温进圆（本报
小记者）

走进博物馆

今天，我跟随《朔州
日报》小记者站的老师来
到市博物馆，参加“走进
家乡文化·传承峙峪文
化”社会实践活动，我开
心极了，这可是代表我们
朔州历史的文化坐标。

我们排着队进入博
物馆后，眼前赫然是一
个青绿色的大浮雕，上
面刻着祥云、人物、树、
山、花鸟虫鱼，老百姓
在田中耕地种谷，一支
驼队穿过漫漫黄沙，还
有一支骁勇善战的队
伍在将领的带领下奋
勇杀敌……一块块浮雕
见证了朔州的历史和城
市文明。

过了一会儿，我们排队上了三
楼，这里一共有六个展厅——史前文
明、烽火迭起、名人辈出、营造创奇、
精品荟萃、边塞要地。从旧石器时代
至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末期，再到汉
朝，最后是宋辽。通过讲解员阿姨的
讲解，我们知道了旧石器时代的南磨
遗址。南磨遗址位于朔州市南磨村
南，恢河北畔。在挖掘清理的22平方
米的遗址中，有3处火塘，这在旧石器
晚期的考古工作中为之少见。出土遗
物有石器、烧骨、碳粒及大量动物化
石。火塘内除发现大量的木炭颗粒
外，还发现有较完整的马羊、牙床及
碎肢骨。处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
时期的还有宋辽大战陈家谷。特定
的地理环境，频繁的战争，引发了人
口大迁徙，民族大融合。从汉至清，
在史书文献中有记载的人物达200多
人，即五帝、五后、十四相、二十将
等。其间，五帝和十四相中有一半均
为将帅。故有谚曰：“山东丞相山西
将，山西将数朔州多”。我还知道班
婕妤、张辽这些名人。

通过参观博物馆，不仅了解了家
乡文化和远古文明，也知道了朔州人
民的智慧，以及建设家乡的决心和热
情，我会好好学习，沿着他们的足迹继
续前行。
市五小五（2）班 符铭（本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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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朔州日报》小记者来到
市博物馆参观学习。博物馆占地 19000
平方米，可以说是我市目前最大，也是
最新的地标性建筑。

一进入博物馆，迎面而来的便是一
幅巨大的浮雕，上面用小篆写着“朔州
文明”，是秦国统一使用的文字，浮雕上
还有各式各样的图绘，生动地记录着人
们的生活。

在三楼，我们来到了峙峪遗址，它距
今约有2.8万年的历史，处于旧石器时代
的人们已经用石头制造生活用具和武
器。接着便是怀仁的鹅毛口遗址，距今
约一万年，处于新石器时代，而最后的是
南磨遗址，处于旧石器晚期，当时的人们
已经学会使用火了，而且保持吃熟食和
自由取火以及保存火种的能力。

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二单元。第二
单元讲述了曾经发生在朔州的大大小
小战事，其中第一个便是发生于公元前
215年的故事。

第三单元讲述了朔州名人，有汉朝的
班婕妤、唐初尉迟恭、五代武皇、辽太后萧
氏等，他们都是朔州人的骄傲和荣耀。

第四单元讲述了朔州的著名古建筑，
其中应县木塔是世界三大名塔之一，崇福
寺的弥陀殿也是全国三大佛殿之一。

第五单元讲述了朔州出土的文物，
先是古时的陶器，比如陶马、陶羊、陶

虎，他们都生龙活虎、惟妙惟肖。如果
说陶器是火与土的艺术结晶，那么瓷器
便是土与火艺术的升华。瓷器不仅实用
性高，而且有着比陶器更强的观赏性。
接着，我看到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
雁鱼灯。青铜雁鱼灯铸于西汉年间，其
精妙的布局连现代科技都望尘莫及。整
个灯的造型是由一只大雁叼着一条鱼而
组成的，全国共出土了五盏青铜雁鱼灯，
而朔州的这盏是目前保存最完好，色彩
最鲜艳的。由于当时烧的都是动物油
脂，烟很大，而这种设计在灯火点燃时，
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将烟尘
吸入雁的肚里让水溶解，净化空气，防止
了油烟对室内空气的污染，这也说明中
国古代人就有了环境保护意识。

第六单元讲述了朔州的重要地理位
置。朔州古称“马邑”，北连大漠，南接中
原，前有三关，后有杀虎口，因其特殊的
地理位置，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防。

最后，我们来到了改革开放和右玉
精神展厅，在这里讲述了右玉植树造林
的故事，在几代人的努力下，用时 70 多
年，终于从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

一天的参观很快结束了，对于这次
博物馆之行，我收获很多，既有对朔州古
代文明的敬仰，也有对改革开放成就的
赞叹。身为一名朔州人，我深感自豪。
市五小五（4）班 李柏晔（本报小记者）

博物馆一日游

参观气象局
今天，我们《朔州日报》小记者社会

实践活动走进市气象局，我学到了很多
气象知识。

首先我们来到了一个大会议室，老
师给我们讲解了天气和气候的区别。天
气是一个地方短时间的天气情况，比如
阴晴、风雨；气候是一个地区长时间的天
气状态，比如常年多雨等。之后，我们又
知道了气温、风向和风力。学完后，我们
进行了考试，虽然我没有考满分，但是我
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下次遇到这个问题
我一定可以答出来。最后几位老师带我
们看了很多的气象设备，我惊呆了，原来
观测气象有这么多的仪器啊。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
华英双语二（2）班 李昊荣（本报小记者）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但这并不
是你不去努力的理由。”我最近读了一
本书叫《平凡的世界》，是作家路遥的
作品。

当我读完这本书时，整个世界好像
安静下来了，那一股熟悉而陌生的感觉
把我一步步拽进了故事里，让我忘乎所
以——生活的繁琐和不易。这本书是
讲改革开放初期孙少平一家的经历，也
包括其他普通人的故事。虽然是平凡
的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情感都很细腻、
感人。

书中的人物都有着不少矛盾和缺
陷，他们没有像润色过的书页那样美好
无瑕，但他们的故事却是如此真实。故
事讲述着孙家、田家、杨家等普通人的
生活和情感，在这个初期转型变革的时
代，他们的努力和坚持，感人至深。比
如说，田福堂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
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拆散了一对青梅竹

马，为了表现成绩，他做了很多不道德
的事。可是，他也有很人情味的一面，
他为了不麻烦女儿，自己一个人忍受病
痛，不让女儿担心。就算是秀莲这个好
妈妈，也有想要离开大家庭，过自己的
小日子的私心……看完这些，感觉他们
就像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一样，一个个都
很真实。

或许，每一个人都会有和他们一样
的经历，我们也常会觉得自己过着一种
平凡又普通的生活，许多事情永远都不
曾留下什么痕迹。然而，我们所遇见的
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每一个瞬间，都为
我们的生命增添了点滴色彩。世界很

大，人很渺小，好像很难有所作为。但
是更准确的说法是就算平凡的人也能
做出不平凡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
着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我们勤劳努力，
我们挥洒汗水，我们只需勇敢地去追
逐，以逐梦的姿态，行走在平凡而美丽
的生命之路上。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
会有不一样的明天。这本书没有华美
的辞藻和惊人的情节，它真实细腻地描
述着每一个人物，让人仿佛置身于他们
的世界中。读完这本书，仿佛懂得了生
命的真谛，这时，我听见了牵动心灵的
旋律，也看见了平凡生命的璀璨光芒。

市五小六（2）班 梁然

平凡中的不平凡
——《平凡的世界》读后感

今天，我参加了《朔州日报》小记者
“借茶修为·以茶养德”社会实践活动。
来到茶舍，老师请我们吃糖果、果干，
等了一会儿其他同学，活动开始了。

老师先讲到了唐代的陆羽，他写
了一本书，名《茶经》，然后是宋代的点
茶，后又教我们怎样品茶，最后让我们
自己试着泡一泡茶。紧接着我们就开
始自己泡茶，开始我觉得有点紧张，先
是学着老师的样子把杯子冲洗干净，
再把茶叶放到盖碗里泡一泡，片刻再
放到一个壶里，紧接着再倒进品茗杯
里。我听老师说要分三口喝掉，我喝
了一口、两口、三口，啊！太苦了，小孩
子可能不适合喝茶吧。

市实验小学二（10）班 郭悦（本报
小记者）

当看到《爱的教育》这个书名时，我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在这个纷扰的世界
里，爱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
走进了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生活，去探
寻一个未知的答案。

这本书是由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
写的，通过小学生的日记形式反映了社
会各阶层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他
们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各种事物不
同的态度，不同的情感及处理方法，它
是通过对生活的朴素描写，使人类感到
他们是多么需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互相理解。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安利柯，
是一名四年级小学生。全书讲述了他

成长的故事，记录了他一年之内在学
校、家庭和社会上的所见所闻，字里行
间洋溢着对祖国、父母、师长及朋友的
真挚的爱，有着感人肺腑的力量。小说
记录了长辈们对孩子的教育和启示。
附在日记后还以第二人称写了他们呕
心沥血，保持一颗勇于进取而善良真诚
的心。

《爱的教育》一书中每一个小故事
都讲述了一种不同的爱，特别是每月故

事，这更让人感动，让我觉得人间处处
有真情。在我们身边也不缺乏这样的
爱：扶老人过马路的“红领巾”、老师鼓
励的目光、妈妈可口的早饭……《爱的
教育》让我懂得了要从身边小事中感受
爱，也让我体会到：只要心中有爱，再大
的困难也能过去；只要心中有爱，世界
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市五小六（2）班 张爽
指导教师：王晓娟

读《爱的教育》有感

有不少家长对孩子的日常表现感
到焦虑：孩子哪里都好，就是胆小、不善
表达，总是忧心忡忡的；孩子调皮捣蛋，
自以为是，不能遵守规范，屡劝不改；孩
子经常说，与同学、老师相处有着诸多
不舒服……这些都是孩子缺乏自信心
的表现。今天我向家长介绍一种提升
孩子自信心的教养方法——指正。

父母都希望孩子是快乐的，您是
否知道，快乐的行为状态之一就是尝
试错误的行为操作。改变这种尝试错
误的行为，必须通过不断地修正才能
成功。因此面对孩子的负面表现时，
家长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指错，而
要指正。

不要“指错”
当孩子犯了错，很多家长会给孩

子指错。我们常听到家长这样给孩子
指错：“你知不知道这是不对的”“你真
的不知道这是错的”“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错在哪里”“如果知道不对，为什么
你还要做”“不知道？那我平常都白教
了吗”“你给我说清楚，以后还会不会
再犯这个错”。

通常，被这样指错的人，不论成人
或小孩都不会悔改。有的孩子会顺从
地接受训诫、责骂或处罚，但心里却发
誓不改，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已经“破
灭”了。有的孩子会辩解、会逃避、会
反 抗 ，因 为 两 人 的 关 系 已 变 为“ 敌
对”。有的家长会说，父子没有隔夜的
仇，骂完、打完就过去了，不影响我们
的关系。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这样
可能不会影响“亲子关系”，但是未必

不影响“子亲关系”。亲子关系，指的
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父母对孩子的
关爱；而子亲关系，指的是孩子与父母
的关系、孩子对父母的爱。子亲关系
的变化，小学中低年级的家长也许还
不会遇到，进入五六年级及初高中阶
段，家长们的感受就会很深了。因为
家长指错，逼孩子下不了“错的台”，所
以他根本就没有机会上“对的台”。家
长认为的“这都是为你好”，对孩子而
言，不一定是真正的“为他好”。

请尝试“指正”
指正就是面对孩子的偏差行为时，

绝口不问“是非、真假、对错”，而是直接
告诉他指正的有效语言：“我相信你一
定知道，该怎么做才对”“我相信你会这
么做，一定有你不得已的苦衷”“我相信
你现在一定很难过，以后一定不会再犯
错。可是错了，就得接受处罚”“虽然你
的行为不对，可是我相信你是一个好孩
子，我还是喜欢你。所以我会尽可能地
降低对你的处罚。如果处罚太重，你受
不了，一定要跟我讲。”“做了不想做的
事，还要被处罚，你一定非常难过。放
心，我会陪你收拾残局。”

指正的教养技巧，是家长帮孩子
拿梯子，给他“下”错的台，同时也帮孩
子拿梯子，“上”对的台。虽然犯错被
罚，但孩子和家长的感情反而更好。
因为通过指正，家长向孩子提供了“正
向的他人预言”，激发了孩子“正向的
自我预言”。通过这样的教养，孩子必
然形成自信。

据《今晚报》作者：付俊琳

善用“指正”培养孩子自信心

曾经沧海：曾经：以前经历过；
沧海：大海。比喻人见过大世面，眼
界很高。出处：唐·元稹《元氏长庆
集·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
巫山不是云。”近义词：见多识广。
反义词：少不更事。例：这位白发苍
苍的老人，可是个曾经沧海的老将
军啊！多指人见识广，眼界特高，对
一些普通事物不感兴趣或不放在眼
里。一般作谓语、定语。

曾经沧海和“见多识广”都有见
识多的意思。区别在于：曾经沧海
侧重于见过大世面，而“见多识广”
侧重于知道得广博。

差强人意：差：稍微，大致；强：振
奋。原意为还算能振奋人的意志。现
在表示还能够使人满意。出处：《后汉
书·吴汉传》：“帝（刘秀）时遣人观大司
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

‘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近
义词：心满意足。反义词：大失所望。
例如：这篇稿子尽管还有许多不足，但
相比之下，也算差强人意了。

（未完待续）

常见成语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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