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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科教专刊/习作

瞠目结舌：瞠：瞪着眼；结舌：说
不出话来。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
形容受窘或惊呆的样子。出处：清·
和邦额《夜谭随录》：“（田辚）良久，
觉腰间顿轻，用手扪扌孙，则腰缠尽
失，瞠目结舌，手足无所措。”近义
词：目瞪口呆。反义词：处变不惊。
例：性情暴躁的皇帝并没有动怒，反
而被他简短的一句话弄得瞠目结
舌，没有话说。多用于受窘或惊呆
了的人的表情描绘。多作谓语、补
语，也作定语、状语。常与“惊”“吓”

“弄”等动词配合。前常有“对……”
一类介词短语。

成败利钝：利：锋利，顺利；钝：不
锋利，不顺利。成功，失败；顺利，困
难。指事情的各种情况。出处：诸葛
亮《后出师表》：“臣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
睹也。”近义词：成败得失。例：总之，
不管成败利钝，我都要去尝试。用于
人或事物的状况的表述。一般作谓
语、定语。 （未完待续）

常见成语辨析

家 长 课 堂

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节日，在这一
天人们要吃月饼、赏月亮、猜灯谜。可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俗呢？带着这些疑
问，我来到了《朔州日报》小记者站，参加

“情满中秋·与你同乐”社会实践活动。
刚一进大礼堂，我就看到了一幅写

有“情满中秋·与你同乐”的条幅。找座
位坐下后，老师也走了进来，我突然发
现今天的老师们有点儿不一样，都穿着
古装，让我怀疑是不是穿越了。随后活
动开始了，老师问我们知道中秋节为什
么要赏月、吃月饼吗？大家都不知道，
老师们就为大家表演了情景剧《嫦娥奔
月》，通过老师们精彩有趣的表演，我们
都知道了中秋为什么要赏月。

接着，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为什么要
吃月饼，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做起了冰皮
月饼。我们北方人平常吃的都是糖油
的五仁月饼，这是第一次做冰皮月饼，
我对它充满了好奇。

首先是和面，老师说要用开水和，
怕我们烫着，所以这一步骤是老师帮我

们完成的，然后老师把和好的面团分发
给大家，让我们再揉一揉直到面团均匀
光滑，我刚拿到手就感觉好烫。之后，
我把面团平均分成七块，再揉成圆球。
就在这时，老师给我们拿来了蔬菜粉，
有菠菜粉、香芋粉、胡萝卜粉……我把
面团染成了不同颜色，还专门留了一个
白色的。接下来就开始包馅儿了，馅儿
的口味也有很多，有奶黄味、巧克力味、
黑芝麻味、哈密瓜味、荔枝味。包完馅
儿后，老师拿来月饼模具，让我们用模
具给月饼印上漂亮的图案。做好后，看
着一个个晶莹剔透、五颜六色的月饼，
大家垂涎三尺，老师让我们亲自尝一
尝，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的滋味从嘴
里流到了心里。

最后，我们猜了灯谜，大家都很聪
明，争先恐后地抢答，老师也对我们竖
起了大拇指。

这个中秋节过得也太棒了！
朔城区实验小学四（5）班 李宸羽

（本报小记者）

我们的节日中秋

今天早上，秋风习习，一阵阵的凉意
使我裹紧了衣服，快步来到《朔州日报》
小记者站，参加“情满中秋·与你同乐”社
会实践活动。

一进入大礼堂，“中秋快乐”四个大
字便映入了我的眼帘。坐下之后，各位
老师穿着华丽的古装，给我们表演了一
段精彩的情景剧《嫦娥奔月》，生动有趣
的故事情节向大家阐述了中秋祭月赏月
的由来。

紧接着，我们开始了第二项做月饼，

这也是今天最让我们激动的时刻。只
见，老师打开一个百宝箱，从里面拿出各
种包装袋，一边给大家讲解它的用途，一
边演示。首先是和面，我伸出手来一碰，
就像触电了一般伸了回来，“嘶！好烫
啊！”根本不能用手直接触摸，可老师却
在此时宣布：所有小记者戴上手套开始
干活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忙活着，一个个
就像大将军一般，左手持面团，“啪”地扔
在桌面上，拿起“烟雾弹”胡萝卜粉倒了
上去，白白胖胖的面团就变成橙色的

了。随后，我向老师借到了各种口味的
“炸弹”糖馅儿，对着面饼开始了“投
放”。它们被我逐渐“炸到”，变成一个个
小团，再把它拿起来，丢到模型里去，使
劲一压，它们就变成了一个个精巧可爱
的冰皮月饼。

最后，我们进行了第三项猜灯谜。
虽然老师出的题很新奇，可照样没难倒
我们，大家争先恐后、竞相举手，老师也
对我们佩服不已。

通过这次活动，我体会到月亮连接
着文人墨客的心与家，可是我却想通过
祭月赏月来表达我们对天地、父母、老
师、同学的感恩与回报。

开发区实验小学五（6）班 胡哲钧
（本报小记者）

情满中秋 与你同乐

有句古诗写得好：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中秋佳节。9 月 23 日下
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
来到《朔州日报》小记者
站，参加“情满中秋·与
你同乐”社会实践活动。

凉风习习，秋高气
爽，一片片落叶像蝴蝶
似的飞落到地上。我们
像快乐的小鸟一样来到
了二楼的大礼堂。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中秋快
乐”四个大字，还有那一
轮高高挂起的明月，周
围飘着几朵洁白的云
彩。很快，打扮的仙气
飘飘的老师们来到台
上，给我们表演了第一
个节目——《嫦娥奔月》情景剧，老师
们生动精彩的表演让我们了解了中
秋为什么要赏月。

观看完《嫦娥奔月》后，就开始我
们今天的主题活动了——做冰皮月
饼。第一个步骤就是做月饼皮，首先
要把面倒在一个盆子里，再倒上热水
和起来。可是，这看起来特别简单的
一个步骤居然搞得我们焦头烂额。
最后，我们在老师的帮助下和好面。
然后，把不同颜色的蔬菜粉弄在上面
就可以变成不同颜色的面团了：弄上
萝卜粉就可以变成橘黄色，弄上田薯
粉就可以变成淡紫色，弄上菠菜粉就
可以变成绿色，弄上草莓粉就可以变
成粉色。到了包馅的环节，大家更是
被馋得口水三千丈。它的口味繁多：
有巧克力的、荔枝的、红豆沙的、桂花
儿的、蛋黄的，还有黑芝麻的，每种口
味都要包一个。包好馅儿以后，老师
拿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模具：有花形
的、正方形的、圆形的。上面画的图
案也不同：有的画的是嫦娥与玉兔、
有的写着好运连连、有的画的是花瓣
……大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模具去
加工月饼。

之后，我们把月饼放进了自己的
月饼盒子里，还在月饼盒上写了中秋
寄语。最后还举行了猜灯谜的游戏，
大家都踊跃举手抢答。

愉快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不知不
觉一下午就过去了，大家带着第一次
制作的月饼满载而归，心里美滋滋的。

朔城区四中五(15)班 杨瑞恩（本
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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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马上就要
过中秋节了，而中秋节，
自然是要赏月、吃月饼。
而我，要去参加《朔州日
报》小记者站“情满中秋·
与你同乐”做冰皮月饼社
会实践活动。

想要做好冰皮月饼，
是不容易的。首先，要把
冰皮月饼预拌粉里掺入
适量的开水，再把它揉成
均匀光滑的面团。“啊！
好 烫 。”“ 唉 ，我 的 面 团
呢？”“你行不行啊，要不
我来吧。”大家有的在争
抢面团，有的四下张望，
再一看，面盆里的面团早

已不知踪迹……想不到，这看似简单的
工作，却把大家忙得焦头烂额，最终在
老师的帮助下，我们的面团终于变得又
圆又光。看起来就很有食欲，但这还没
完，后面的任务将更加困难。我们可以
选择各种不同的颜色，但你以为这很简
单？那你就错了。实际上，大家有的把
面团揉到地下，白白损失一个面团；有
的蔬菜粉倒是撒上了，但揉出来的颜色
跟白色没什么两样，那人就是我。

月饼皮都做好了，馅怎么能少了
呢？有了上两次的经验，包馅的时候就
容易多了。什么荔枝馅、巧克力馅、黑
芝麻馅，统统被我揉成圆球，像包饺子
似的被我包进皮里，再揉成圆球。

最后，当然是由老师来帮我们把圆
球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太大的放不进
模具，太小的印不上图案，万幸我的圆
球不大不小，做出了许多样式：有圆形
的，上面有玉兔和桂花树；有方形的，上
面有“万事如意”“合家团圆”的祝福语。

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
饼香又甜。”可自己包的月饼，就算没到
八月十五，也照样又香又甜。

朔城区四中六（16）班 聂子圣（本
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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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跟随《朔州日报》小记
者站的老师们在童启童画培训中心，参
加“遇见扎染·布里生花”非遗社会实践
活动。

我对这次活动充满了好奇，毕竟，扎
染就是用线扎和用颜料染。我想，扎染
只不过是这两个简单的步骤而已，为什
么它就能被列入非遗呢？带着浓浓的好
奇心，今天的活动开始了。

首先老师给我们发了材料包：一个
方形的小盆、一袋白色的明矾和灰蓝色
的染料粉、一个密封袋、一袋木棒和皮
筋、一个白色的方形布袋。然后老师给
我们讲了扎染的历史：白族扎染技艺，云
南省大理市地方传统纺织品染色技艺，
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我还
知道，扎染古称“绞缬”，是中国一种古老
的纺织品染色技艺。扎染一般以棉白布
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原料，染料主要是植
物蓝靛（云南民间俗称板蓝根）。而扎染
的技术也有很大的不同，方法不一样，染
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我们今天要学简
单的扎染技艺。

当我信心满满地开始动手，才发现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先是把染料滴到了
白色的袋子上，直接染了一大块，这会影
响到我后面染色的成果，我只好一直擦
一直擦。不仅没擦开，还晕染得更大了，
我只好放弃原先的想法，又改了一个简
单的，就是抓住布袋的中间一直卷，可卷
了好几次，总是不满意，最后经过我的不
懈努力，终于卷了起来。完成最后一个
步骤后，我终于长长地出了口气，再看看
别的同学，有的是怎么也绑不上，而有的
是染料太多了，我心里稍微放松了一

些。开始放染料水了，我想这个布袋最
后都会水洗，就会掉色，于是就把它整个
都泡到染料水里，心想着我的布袋一定是
最好看的。可当我展开了以后却傻了眼，
别人的是有蓝有白，非常漂亮，而我的呢，
就像泡到墨水里似的，蓝得发黑，使我整
个人犹如遭遇了晴天霹雳一样，我开始回
想我哪里做错了，经过一番思索才发现了
原因，原来是我染料水弄得太多了，还有
皮筋绑得太松了，导致外面的染料水全浸
到里面了，才导致整个包都是深蓝色的。

活动结束了，虽然我染的包包不尽
如人意，但我也掌握了基本的扎染技艺，
决定回家后再重新染一个满意的包包送
给妈妈。

市五小六（2）班 符铭（本报小记者）

体验扎染艺术 弘扬传统文化

9 月 9 日上午，天阴沉沉的，下着牛
毛细雨，但是我的心情一点也没被这天
气影响，因为我要参加《朔州日报》小记
者站组织开展的“遇见扎染·布里生花”
社会实践活动。

我们来到活动地点童启童画培训
中心，在这里我们认识了童老师。童老
师用PPT生动形象地给我们讲解了扎染
的历史及其价值。我知道了扎染起源
于黄河流域，东晋、南北朝时期工艺成

熟，唐宋时期广泛流行。在 2006 年至
2008年期间，被文化部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听到这里，我对接下来的
扎染更加期待了，很快，童老师就教我
们扎染的方法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
材料包，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它们的作
用。接着，我们跟着童老师的步伐开始
扎染自己的包包了。听老师讲得简单，
可实际动手操作却困难重重，不是皮筋
扎不住，就是把染料挤得到处都是，最
后的结果就是有的染成了一片蓝，有的
染出了一个烟花样，还有的染成渐变色
……总之，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背上我亲手染的包包，心里美极了！
朔城区四中五（5）班 方婧（本报小记者）

遇见扎染
天阴沉沉的，还有点儿凉，怀着激

动的心情，我来到童启童画培训中心，
参加《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组织开展的

“遇见扎染·布里生花”社会实践活动。
培训中心的童老师为大家讲课，

让我们了解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
扎染知识。扎染是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之一，它在我国已经有 1500 多年
的历史。

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了，童老师教大家亲自动手染一款独
一无二的包包。老师给大家讲了捆扎
法、折叠扎法、打结扎法、夹染法等。

终于轮到我们上场操作了，首先
把包包打湿，然后我用了折叠扎法，叠
好后发现不会扎，于是向老师求助，在
老师的帮助下，我扎好了包包。就在
我沾沾自喜时，染料又不听我的话，弄
了我一胳膊、一手，但在我的努力下，
还是完成了第一个作品，蓝白相间的
包包特别漂亮。

我要把亲自染的包包送给妈妈，
希望她能喜欢。

朝阳小学二（6）班 彭伊诺（本报
小记者）

扎染的魅力

9月9日上午，我冒
着绵绵细雨去参加《朔
州日报》小记者站组织
的“遇见扎染·布里生
花”社会实践活动。

我们来到活动地
点童启童画培训中心，
看着满桌的材料还真
没让我失望。然后童
老师给我们讲扎染的
历史，扎染从2006年到
2008 年期间被列入非
物质文化遗产。接着
老师就让我们自己动
手做起来。首先接了
一盆水，然后往里面加
入了明矾，老师说这是
为了固色。再把袋子
放进去浸湿，把板蓝根
这个染料放进装水的
容器里摇晃均匀备用，最后用皮筋把
包包扎成自己想要的形状，再在上面
喷上染料水晾干了就可以了，同学们
看着自己做的颜色各不相同的包包
都喜笑颜开。

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我很
庆幸有机会来参加。

市七小三（5）班 郝好（本报小
记者）

学
习
扎
染
了
解
非
遗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在某
一时期萌生出攀比的念头。家长会惊
奇地发现，孩子开始渴求一些他原本
并不感兴趣的东西，并表示别的同学
都有，自己也想要。这个时候，家长的
心情往往很复杂，既不想委屈孩子，又
担心攀比之风害了孩子。

盲目顺从孩子不可取
先讲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原本

乖巧可爱的女孩子在六年级时忽然性
情大变，经常和家长爆发激烈冲突，甚
至到了“离家出走”的程度。这个巨大
转变的源头，就是孩子有一阵特别想
要一部手机，结果，一直宠爱孩子的家
长给孩子买了。之后，孩子沉迷线上
交友，结识了几个不良少年，一切随之
改变……

孩子的消费观念并不成熟，加之
好奇心强，一些在成人看来“无所谓”
的东西，对孩子的影响很可能超出家
长的预料。所以，家长不能盲目顺从
孩子，要就给买。这里想要提醒家长
们，除了手机，书籍、文具、文创产品、
体育用品等，家长在购买前都应该了
解清楚，这些产品有的有特殊含义，有
的有特殊功能，也许并不适合孩子。

乱扣帽子也使不得
有的家长走向另一个极端，孩子只

要想买什么东西就认为孩子的思想“出
了问题”，这样也不好。首先，人有消费
的欲望是正常的，哪怕孩子有一些不成
熟的想法，有时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其次，孩子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给家
长，家长应该俯身倾听，不能简单粗暴，
乱扣帽子。长此以往，孩子就不愿意和
家长沟通了，甚至还有可能会想别的办
法偷偷买，导致更坏的结果。

比如，有的家长常会说“你就会比
吃穿，怎么不知道比学习呢？！”细细想

来，这可以说是对孩子的“全盘否定”
了。如果孩子并不是这样，那批评换
来的，很可能就是抵触和逆反。孩子
的很多问题，都不是扣个帽子就能解
决的，关键是要明确接下来该怎么
做。处理得当，孩子的一次消费冲动，
也可能会变成一次教育契机。

真诚沟通，理性消费
首先，家长要和孩子真诚沟通，一

方面让孩子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另一
方面家长也应该坦诚。比如，孩子要
的东西家里如果确实消费不起，没必
要瞒着孩子；如果消费得起，是因为别
的原因不想给孩子买，也要好好说，不
应该用“家里穷”的托词搪塞。

其次，家长要在沟通中教孩子学
会理性消费。花钱是一门学问，简单
地说，孩子花的钱大体可以分成投资、
消费、浪费几种情况。花了钱，对自己
的成长有益，就可以归为投资，比如把
钱用于阅读、锻炼等。如果花钱是为
了愉悦自己，这大体就是消费，比如买
自己喜欢的玩具。如果钱花得没有任
何意义，甚至对自己有害，那就属于浪
费。家长可以和孩子做一做“财务预
算”，杜绝浪费，控制消费，合理投资。
对家长来说，看到孩子能清晰地判断

“哪些是我需要的，哪些我其实不需
要”，那种感动，远胜于宠溺孩子盲目
消费的那一丝快乐。

据《今晚报》作者：赵寅

帮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孩子这学期正式进入高三，感觉每
天学习压力特别大，整个人都紧绷起
来，也没有以往那么开朗了。作为家长
该怎样陪伴孩子平稳度过高三生活？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心理教师马
博辉：高考不仅是考生一个人的战斗，
也牵动着全家人的心。面对高三孩子
学习节奏和状态的变化，家长应该做
到三点。

首先，家长要做到“不冷不热”，保
持平和心态。孩子进入高三，父母肯
定希望多为子女做些什么。很多父母
甚至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工作、兴趣爱
好，只为了尽可能多地陪在考生身
边。这样的付出很让人感动，但这样
的关系很“热”，却不一定是理性的，或
许还有一些负面影响。家长过度奉献
很容易给考生增添无形的压力，也会
让考生感觉到高考是件特别让人紧张
的事情，使考生处于紧张焦虑的状
态。考生会更喜欢处变不惊、从容应
对的父母形象。当然，所谓“平常心”
也并不是要家长对应试、高考、升学表
现得非常冷淡，“过热”不行，“太冷”也
同样不行。父母可以向孩子传达一种
态度——日常生活中不过多干涉孩子
的学习生活，但是只要孩子需要的时
候，父母永远是他们最坚实的依靠。

其次，家长应充分相信孩子，适时
给予关爱。高三的考试很多，难免会

出现考试失利的情况。有时候孩子会
因为考试成绩而沮丧，这时就特别需
要父母信任孩子，给予适当的鼓励。
家长最好不要谈论“万一考不好会怎
么样”之类的问题，而要让孩子感觉到

“只要尽力就行了！”的态度。对于孩
子表达关心也需要时机，适时适度，可
以是在他们休息放松的时候，或者心
情比较好的时候。嘱咐一件事情尽量
不重复两遍以上，杜绝唠叨，给孩子营
造更多的被信任的感觉。

再次，父母要尽早收集与高考相
关的政策和信息，根据孩子的不同状
况提前筛选相应信息，为填报志愿打
好基础。避免出现直到高三下学期才
开始准备填报志愿，这样不但会造成考
生慌乱，还有可能会因为信息的严重滞
后，导致一部分考生错失“加分”机会。
家长最好能与孩子提前就志愿填报方
向做一些细致的沟通。在充分了解孩
子的意向后，让孩子将精力主要放在复
习、备考上。家长则要在正常安排好孩
子日常起居的前提下，将更多精力放在
报考相关的信息收集和筛选上。全家
人各司其职，合力备考。

在陪伴孩子们冲刺高考的过程
中 ，父 母 们 也 要 调 整 好 自 己 的 心
态，关照好自己，成为考生们最坚强
的后盾。

据《北京青年报》作者：武文娟

面对高三家长要先调整好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