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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科教专刊/习作

趁热打铁：趁着铁烧红的时候锤
打它。比喻趁着有利的时机或条件，
抓紧去做。出处：刘波泳《秦川儿子》
二部三三章：“趁热打铁，临时支部建
立后的头一次支部会，咱接着就开，
讨论以后的斗争咋样进行。”近义词：
当机立断。反义词：坐失良机。例
如，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
才能成功！用于人的行为表现，比喻
性较强。多作谓语、定语。

瞠乎其后：瞠：瞪着眼睛看；乎：
同“于”，在；其：代词，他。在别人后
面干瞪着眼，追赶不上。出处：《庄
子·田子方》：“夫子奔逸绝尘，而回

（颜回）瞠若乎后矣！”近义词：望尘
莫及。反义词：并驾齐驱。例如，比
较人类中为剥削阶级思想所支配的
卑污罪恶之徒，野兽又显得瞠乎其
后了。多用于人或事比较的场合，
描绘性、比喻性较强。多作谓语，也
作定语。“瞠乎其后”和“望尘莫及”
都表示“远远落在后面，赶不上”的
意思。区别在于：“瞠乎其后”偏重
于“远远落后”；“望尘莫及”偏重于

“赶不上”。 （未完待续）

常见成语辨析

家 长 课 堂

走进市中医院
朔城区四中五（5）班 方婧（本报小记者）

9月10日教师节，我们来到市中医院参加《朔州日
报》小记者站组织开展的“锵锵小郎中·匠心传非遗”
社会实践活动。

老师先带我们参观了中医文化长廊，讲解员为大
家从古至今地介绍了中医的发展史和历史上有名的

“神医”。例如，扁鹊、华佗、李时珍等。然后又带我们
去百草园，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草药，比如，紫花地
丁、桔梗、松果菊、芍药、三七、石竹、金银花和马兰，它
们不仅长得漂亮，还具有各种功效。接着，我们来到
了中药房。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各种神奇的中药材，
我还认识了艾叶、砂仁等。最棒的是我们去了针灸
室，老师告诉我们人体有361个穴位，还给我们讲解了
火龙灸和花柄芒针。

最后，我们还观看了中医的拜师礼，形式很复杂，
共六项：呈拜师帖、奉束脩礼、呈敬师茶、行拜师礼、戒
尺加身、老师回礼。其中，束脩六礼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束脩就是送给教师的报酬(脩：古时称干肉)，
古代入学拜师时，学生送给先生的六种礼品：肉干、芹
菜、桂圆、莲子、红枣、红豆。每一种礼品代表着不同
的寓意，如，芹菜：寓意勤好学，业精于勤；肉干：是孔
子规定的拜师礼，以表达弟子心意；桂圆：寓意功德圆
满；红枣：寓意早早高中；红豆：寓意鸿运高照；莲子：
寓意苦心教育。听着这些，我对老师更加尊敬了。这
样一场别开生面的拜师礼，让我们更加了解了我国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今天真是不错的一天，收获满满。

了解中医药
市五小六（2）班 符铭（本报小记者）

因为我平常见过中药，就以为中药只是治病的
药材，并没有把这次《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组织开
展的“锵锵小郎中·匠心传非遗”社会实践活动放
在心上。

我漫不经心地跟着小记者的队伍进入市中医
院。首先，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种满了各
种花花草草，虽然是秋天了，但花园里犹如春天一样，
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我不禁感叹，医院是不是使用了
什么先进种植技术，使这个花园如此绚丽多彩。可是
在我仔细地看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园子里面种的花都是
适合秋天开放的花，所以这里的花开得如此艳丽。

参观完花园以后，老师神秘兮兮地说要带我们去
百草园，我想百草园里的花可能更多，这使我不禁对
这次活动产生了一些兴趣。可进入了百草园以后，里
面的样子却让我大跌眼镜，里面并没有很多花，反而
有很多草，我当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蹦不高
了。当老师说这里面有很多中药材的时候，我突然想
起这是中医院的百草园，那里面种的肯定都是中草
药，我不得不在心里赞叹自己的理解能力强。我发现
里面的中药有三七、金银花、松果菊、石竹花……这些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药。

接着我们来到了医院的文化长廊，里面介绍了很
多名医，如华佗、扁鹊、李时珍，还有屠呦呦。我们还
知道扁鹊创造了望、闻、问、切中医四诊法，华佗创造
了五禽图，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屠呦呦的双氢青蒿
素，真是太伟大了。

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也当一名好中医大夫。

传承中医文化
朔城区四中 高浩云（本报小记者）

你们猜一猜，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我们要去朔
州市中医院参加《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组织的“锵锵小
郎中·匠心传非遗”社会实践活动。

一进中医院的大门，就看见了一片令我自豪的红

马甲，心情瞬间愉悦。我们走进医院里参观了一圈，
里面有百草园、中药房、针灸和艾灸诊疗室等，我还是
头一次见在医院里的百草园，在百草园里，我们看到
了好几种药材，如射干、金银花，还有芍药花等，可算
是长见识了。我现在才知道，芍药不仅是可以观赏的
花，还是一种药材。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中药房，一位专门称中药的大
夫教我们认识了一种名叫胖大海的中药，它有清热润
肺、利咽开音、润肠通便的功效。大夫说我们可以拉
开柜子，看看里面有什么药材，我看了一个最下面的
柜子，里面都是蝉蜕下来的皮，我原先还以为这是活
蝉，但是仔细一瞧是蝉蜕，被自己吓了一大跳。

然后我们又去了中医诊疗室。大夫给我们介绍
了各种各样的针，有的针特别长，有的针特别短，还有
的针不长不短刚刚好。大夫还告诉我们，人的身上有
361个穴位，和一年有365天很相似，最后我们还观看
了中医拜师礼，传统的拜师仪式震撼着我的心灵。

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我国的传统中医文化很有
魅力，有机会我还要来这里。

参观市中医院
朝阳小学三（11）班 李宸（本报小记者）

9月10日上午，《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组织开展“锵
锵小郎中·匠心传非遗”社会实践活动。“望闻问切诊
人间百病，丸散膏剂疗阁下千秋”神秘的中医，今天我
就来揭开你的面纱。

今天秋高气爽，几朵悠闲的云朵漂浮在天空上。
我带着满腔的好奇心来到了活动地点朔州市中医院。

首先，我们去参观了中医文化长廊、党建文化园
和百草园，在这里大家从古到今了解了中医发展史，
认识了中医文化。接下来我们还观看了中医的拜师
礼：呈拜师帖、奉束脩礼、呈敬师茶、行拜师礼、戒尺加
身、老师回礼。一场别开生面的拜师礼，让大家了解
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参观完拜师礼，大家来到了中草药大药房，扑鼻
而来的是一股浓厚的草药味，让大家对中医更感兴趣
了。随后，我们对各种中草药进行了了解、学习。

最后大家来到了期盼已久的中医诊疗室，随着老
师的讲解我认识了中医四诊法：望、闻、问、切，了解了
中医基本的治疗方法：汤药、针灸、推拿、拔罐等，中医
这块神秘的面纱逐渐掀开了。我最感兴趣的是针灸，
觉得它最神奇了。

这次参观市中医院的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既了解
了我国中医的博大精深，又认识了很多中草药，真是
一场别样的体验。

神奇的中医
朔城区四中五(16)班 刘进昱（本报小记者）

今天是第39个教师节，我们跟随《朔州日报》小记
者站老师们的步伐来到市中医院，参加“锵锵小郎中·
匠心传非遗”社会实践活动，学习中医文化，传承中医
精神。

我们站好队后，跟随讲解员老师穿过一个小花
园，这个小花园是患者和职工休息的地方，景色宜
人。随后，便来到了百草园，这里种植着一些中草
药。我们知道了芍药具有活血散瘀的功效，麦冬是润
肺止咳的，射干能够清热解毒、止咳化痰，马兰具有消
暑抗癌的药效，而婆婆纳则是止血止痛的。小记者们
觉得新鲜又好奇，我们驻足品尝、闻味观赏。

接着我们来到中医文化长廊，讲解员告诉大家，
华佗、扁鹊、李时珍等都是我国了不起的中医。望、
闻、问、切是中医的四大精髓。屠呦呦是我国首位获
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医生，她发现了青蒿素，是用来治
疗疟疾的药物。《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
论》《难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

在中医馆，上百味中药在一个个棕黄色的抽屉里，
等待着医生使用。针灸、艾熏、按摩、推拿等通过穴位
脉络就能救死扶伤，比西医冰冷的仪器更加神奇。

之后，我们观看了刚入行的中医学生向年老的医

生行拜师礼。老师用戒尺敲学生的头、身体和肩，并
且送给他们宝葫芦，希望他们悬壶济世。学生送老师
芹菜表示会勤勤恳恳，还有肉干也是学生送给老师的
礼物……

中医的博大精深，生活中无处不在。我记得在我
9岁时频繁眨眼，喝了好长时间的药总也不见好，寻得
中医通过七天的针灸就治好了。

神奇的中医，又是知识满满的一天！

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朔城区四中五(10)班 施鑫龙（本报小记者）

9月10日上午，《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组织开展“锵
锵小郎中·匠心传非遗”社会实践活动，望闻问切诊人
间百病，丸散膏剂疗阁下千秋，“神秘的中医”让我很
是期待……

风和日丽、碧空如洗的天气，我十分期待这次活
动的到来，带着好奇心来到了活动地点。首先我们参
观了中医文化长廊、党建文化园和青莲百草园，在这
里大家从古到今了解了中医的发展史，认识了中医文
化，学习了《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著
名的医学著作，还有我们当代的医学科学家屠呦呦，
她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人。百草园的花
花草草拥有着重要的医药价值，有清热解毒的，有凉
血消肿的，有可以清肺止痰的……

之后，我们参观了中医拜师礼，呈拜师帖、奉束脩

礼（六礼包括芹菜、肉干、桂圆、红枣、红豆、莲子）、呈
敬师茶、行拜师礼、戒尺加身（一敲头，告诫弟子头脑
清醒；二敲肩，寓意弟子肩负重任；三敲身，提醒弟子
为人有尺，处事有度）、老师回礼。一场别开生面的拜
师礼，让大家了解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次参观中医院的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既了解了
我国中医的博大精深，又认识了很多中草药，真是一
场不一样的体验。

学习中医文化
朔城区四中三（8）班 温进圆（本报小记者）

今天，阳光明媚，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跟着《朔
州日报》小记者站的老师来到朔州市中医院，参加“锵
锵小郎中·匠心传非遗”社会实践活动。

首先我们来到党建文化园，了解医院的党建风采
和精神风貌。那个小花园可真美丽，百花绽放，中央
还有一座凉亭和小桥，可以供患者和医生休息放松。
接着我们跟着讲解员来到了百草园，里面有很多中草
药，比如，松果花、麦冬、金银花等，有的是止咳的，有
的是下火的，还有的是消炎的。随后我们来到了文化
长廊，上面记载着很多的医学用书和医学名人，有发
明麻醉散的华佗，有名不虚传的李时珍，还有救死扶
伤的扁鹊等名医。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医学科学家，
那就是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屠呦呦。每一种药材功
效的发现都经过了医生们千辛万苦的实验，他们值得
我们尊敬、崇拜。

一场隆重的中国式拜师大会开始了，今天可是第
39 个教师节。拜师大会是几位新的中医学生拜老中
医为师，学生奉上芹菜表示勤奋学习，为老师送上肉
干，表示对老师的敬重。还给老师送上了红枣、红豆、
莲子等六礼，表示早日完成学业。最后老师拿着戒
尺，一打头，表示头脑清醒；二打肩，表示肩负重任，最
后轻打了身体，表示要为人有尺，处世有度。

然后我们来到了中药房，里面摆放了一排方方正
正的带着小抽屉的药柜。我好奇地拉开了一个，原来
里面是一些干水蛭，一股扑鼻而来的鱼腥味好难闻。
原来，中医药不仅有植物，还有动物。医生阿姨为我
们拉开了一个抽屉，药柜里面放的是蝉蜕，一个个完
整的蝉蜕摆在里面。一位医生叔叔给我们讲解身体
上的经络和穴位，比如左头疼就扎右边，右头疼就扎
左边，如果上面疼，就在脚腕找穴位来扎针。

这就是中医学的神奇，震惊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
小记者。我们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传承中医文化，
继续将其发扬光大。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其人文
思想，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继承和弘
扬的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从
娃娃开始，9月10日，《朔州日报》小记者
走进朔州市中医院开展“锵锵小郎中·
匠心传非遗”社会实践活动，近距离接
触中医、感受中医、爱上中医。

活动中，小记者们跟着美丽大方的
护士姐姐参观了医院的党建文化园，了
解了医院的党建风采和精神风貌；在百
草园里，大家被争奇斗艳的花朵所吸
引，它们开得那么美、那么热烈。同时，
它们也是治疗疾病的妙药。大家认识
了三七、金银花、鸢尾等草药，了解了它
们的花语、别名、产地、性味归经、入药
部位以及植物形态，小记者们对这些草
药充满了好奇。中药房为大家解开了
疑惑，在这里大家看到了成品中药，在
一个个小柜柜里安静地等着需要它的
人到来，药房的姐姐给大家介绍了几种
常见的中药，大家饶有兴致地观察着、
学习着。

中医文化长廊也是小记者们最喜

欢的地方，在这里，大家了解了中医的
发展史、尝百草的神农、发明“望闻问
切”四诊法的扁鹊，《黄帝内经》在内的
四部医书以及当代发明青蒿素的屠呦
呦。听着阿姨的讲解，大家对中医有了
全面认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大
家参观了中医拜师礼，庄严肃穆，呈拜
师帖、奉束脩礼、呈敬师茶、行拜师礼、
戒尺加身、老师回礼。每处细节都尽显
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气度，感受到了尊
师重道的良好氛围。

中医的技艺之美是小记者们最期
待的，走进中医诊疗室，瞬间就被琳琅
满目的针灸器具所震撼，大家好奇地打
量着、观察着，医生为大家讲解了各种
器具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并且体验了针
灸按摩。中医诊疗过程望、闻、问、切，
其沉静、智慧的目光，纯净如定，全神贯
注，病人宛如接受长者的爱抚，药理与
哲理潜移而至，心灵欣然感应。

本次活动，小记者们认识了中医文
化，感受到了中医文化的魅力，开拓了
眼界，提高了修养，表示要好好学习，努
力做中医文化的推动者。

学习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 感受中医感受中医魅力魅力
————《《朔州日报朔州日报》》小记者社会实践小记者社会实践活动走进市中医院活动走进市中医院

随着新学期拉开帷幕，孩子们走
进学校，开启了新一轮“学习模式”。
开学季是孩子焦虑的高发期，孩子生
活与学习日程安排、环境变化等，都有
可能引发焦虑情绪。如何帮助孩子缓
解、应对“开学焦虑”，成为近年来家长
关注的话题。

对于父母而言，帮助孩子缓解焦
虑，首先要充分理解焦虑情绪。任何
个人在面临全新的挑战、环境和生活
中的变化时，都有可能产生焦虑情
绪。父母需要理解孩子面临新学期的
挑战。存在焦虑情绪，甚至伴有厌食、
躯体疼痛等表现，都是正常的情绪反
应，要帮助孩子不断提升调节能力和
对新环境的适应性，缓解负面情绪。

父母要充分关注孩子状态，与学校
和孩子保持密切沟通。一是在新学期
开始前，父母要充分与学校进行沟通，
了解新学期学校对孩子的要求，也了解
孩子在新学期内即将面临的挑战。二
是开学后前两周内多与学校和教师沟
通，充分了解孩子在校期间学习与生活
作息方面的表现，了解新学期孩子是否
有不适应情况，以及孩子的情绪和行为
反应等。此外，父母需要通过观察、交
流等形式直接关注孩子情绪，充分理解
自己孩子的情绪特点。由于焦虑情绪
在其触发原因、情绪和行为表现等方面
存在个体差异，父母需要充分了解自己
的孩子是否容易焦虑、曾经出现过焦虑
的原因，以及常见的焦虑表现等。如果
孩子曾经出现过类似于“开学焦虑”的
情绪反应，父母在此后的开学时间段需
格外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

在充分理解焦虑、了解孩子状态
的基础上，父母更需要为孩子提供多
种支持，帮助孩子平稳走过“开学焦虑
期”。在生活方面，父母要帮助孩子保

持健康饮食和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在
开学前通过调整作息等方式提前帮助
孩子适应开学后的作息与生活节奏。
有条件的父母甚至可以通过共同对课
程进行预习和复习、共同讨论新的学
习内容、制订新学期学习目标、帮助孩
子回忆与同学共同学习生活的趣事等
形式，引导孩子进入学习状态，激发孩
子对新学期学习内容的兴趣。

在与孩子交流方面，父母需要尽可
能倾听并理解孩子的情绪和感受，鼓励
孩子以放松的心态明确表达、引导孩子
准确描述自身情绪状态，从而帮助、引
导孩子对自身情绪状态作出准确判断，
与孩子一起分析情绪的成因，共同寻找
应对的办法。在家庭交流过程中，父母
需要引导孩子正视焦虑情绪，帮助孩子
了解产生焦虑情绪是正常的，但这并不
是一种积极、正向的情绪，要引导孩子
通过主动改善自身行为和心态来克服
焦虑，养成积极乐观的心态，引导孩子
发展能够处理压力、积极应对挑战的情
绪，帮助孩子建立信心。

更重要的是，面对开学带来的变
化，父母应首先保证自身情绪的稳定
与乐观，保证自身不将焦虑情绪传达
给孩子，不对孩子的焦虑情绪“火上浇
油”。父母需通过自身言行向孩子传
达稳定乐观的心态，营造安稳、温馨、
和谐的家庭氛围，通过温暖的家庭氛
围为孩子“减压”。父母也可与孩子分
享自身应对压力和挑战时的经验和做
法，为孩子如何通过改善行为而舒缓
压力提供具体指引。若孩子长期存在
情绪失调、行为不当等问题，并对正常
学习生活有较大影响，则需寻求教师、
心理辅导老师甚至心理医生的支持，
帮助孩子系统改善焦虑状况。

据《中国教育报》作者：王轶晰

应对“开学焦虑”呼唤更多理解和支持

不知从何时起，家长们发现自己
的孩子变了，变得不爱和家长交流了、
变得情绪化了、变得爱照镜子了……
面对这些现象，请不必过分担心，因为
您的孩子长大了！而家长之所以感到
无奈和无助，是因为孩子在成长而您
落后了。随着孩子的成长，您也要有
意识地学会自我成长，当您自我成长
的脚步与孩子“同频”，美好的陪伴也
会由此开始。那么家长该如何做呢？

一、以真爱换真心
没有家长不爱自己的孩子，但是

什么样的爱才算作是“真爱”呢？它既
不是简单粗暴的错爱方式，也不是毫
无原则的溺爱方式。“真爱”是孩子遇
到困难挫折时，父母的一声问候、一个
拥抱，一句鼓励；“真爱”是孩子犯错误
时，父母的包容与指导；“真爱”是培养
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自理能力；“真
爱”是培养孩子学会自律、懂得感恩。

二、平等交流做朋友
传统中国家庭中，家长习惯居高

临下、习惯以过来者的角色对孩子进
行说教，但是这样的角度和方法对青
春期的孩子来说，往往会适得其反，容
易产生逆反行为。建议家长要与孩子
平等相处，以朋友的身份提出意见和
建议，孩子才更加愿意接受。

三、冷静处理讲策略
当发现孩子犯错时，请家长保持

冷静。简单粗暴的训斥和说教对于自
我意识开始全面发展的孩子来讲不但
不能发挥教育作用，反而会让孩子反
感，加剧亲子矛盾。此时家长需要静

下心来，了解孩子犯错误的原因，帮助
孩子分析错误的严重后果，使孩子认
识到自身的问题；分析错误时一定要
就事论事，不要推此及彼。

四、合理期望减压力
中学与小学学业上存在较大差

异，很多孩子进入初中后学习成绩会
显著低于小学。此时，很多家长会难
以接受并产生焦虑情绪。有的家长还
会因为自身学历较高，所以对孩子有很
高的期望值。以上诸多原因，使得家长
会把自身的焦虑和压力传递给孩子，从
而使孩子压力过大，无法承受，严重的
会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无法正常完
成学业。建议家长要随着孩子年级升
高，正确了解孩子学习水平的变化，帮
助孩子制定合理目标。

五、家校合作助成长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学

校和教师的助力。丰富多彩的校园生
活，同伴的携手成长，教师的谆谆教
诲，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最珍贵的记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
长，尤其是处于青春期阶段的孩子，更
需要家长与教师形成合力，勤于沟通，
相互尊重，携手面对孩子成长过程中
出现的困惑，帮助孩子形成积极阳光
的心态。

每一个孩子都是带着使命来到了
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人
格健全，那我们就先修炼自己，让自己
的人生更加圆满。父母成为怎样的
人，孩子就会成为怎样的人。

据《今晚报》作者：王岩

学会和孩子一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