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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之美：成：成全，帮助；美：
美好，好事。原意是勉励并帮助别
人做好事。后用以表示帮助别人实
现其愿望，成全别人的好事的意
思。出处：《论语·颜渊》：“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恶。”近义词：助人为
乐。反义词：乘人之危。例如，亏得
我是最乐于成人之美的，立刻点点
头说：“好，你放心吧。三四天之内
我一定安排好。”用于行为方法的评
价方面。多作谓语，也作定语。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成全；
败：败坏，毁坏。成事是萧何，败事也
是萧何。指事情的成全和破坏都由于
同一个人或同一事物。出处：元·无名
氏《赚蒯通》一折：“这非是我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做恁的反覆勾当。”例
如，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在
胜负的关键就在于你一个人。

（未完待续）

常见成语辨析

家 长 课 堂

10 月 14 日下午，我怀着好奇心来
到《朔州日报》小记者站，参加非遗传
承“国粹文化——彩绘·变脸”社会实
践活动。

来到活动地点，大家瞬间就被精美
的会场布置吸引了眼球，一个个形状各
异的彩色气球，一张张彩色的脸谱使会
场庄重而又活泼。首先我们先看了一
场精美绝伦的变脸表演，只见台上的演
员挥一下衣袖，换一张脸，转一下头，再
回来又换了一张脸，哇，他是怎么做到
的？好神奇啊！直到表演结束，大家也
没搞明白。演员下台换装的时候，老师
通过 PPT 告诉大家，变脸是川剧的一种
表演艺术，最开始古代人们为了生存，
把自己的脸部用不同的方式勾出不同
的形态，以吓唬入侵的野兽。后来，随

着风俗的演变，川剧把变脸搬上舞台，
用绝妙的技术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艺
术变脸手法，分别为吹脸、扯脸、抹脸，
就是在脸上涂满各种颜色的颜料。然
后转一下头就得抹一下脸，吹脸就是在
脸上涂满了粉末。我们今天看的变脸
是最难的扯脸。

了解了变脸之后老师给大家讲解
了各种颜色的脸谱代表什么。红色的
脸谱表示忠义，有血性，如关羽；黑色的
脸谱表示性格严肃、不苟言笑、威武有
力、粗鲁豪爽，如张飞。蓝色的脸谱表
示性格刚直、桀骜不驯。为了加深大家
的印象，老师还带我们亲手画了一张属
于自己的脸谱，同学们戴上脸谱，变脸
的老师教了大家一些简单的动作。

今天的活动，让我们知道了川剧变
脸是我国优秀的戏曲文化精髓，是我国
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朔城区四中五(15)班 杨瑞恩（本报
小记者）

有趣的变脸艺术

今天虽然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可我
还是有点郁闷，因为贪睡我迟到了盼望
已久的《朔州日报》小记者非遗传承“国
粹文化——彩绘·变脸”社会实践活
动。等我马不停蹄地赶到活动现场后，
已经有同学在跟着老师彩排了，我只好
垂头丧气地坐在最后一排等待活动的
开始。

活动终于开始了，常老师先给我们

介绍了变脸的由来，以及变脸的方式，
然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随着音
乐的响起，川剧变脸的非遗传承人李圣
润先生盛装打扮来到舞台上，瞬间吸引
了大家的眼球。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
过变脸，没想到这次可以近距离地观
看，随着大师的每一个动作我都激动地
心跳加速。变脸表演结束之后，我们又
开始画脸谱，我拿到的脸谱是一个孙悟

空，非常难画。还没等我画完就有两个
小哥哥上台舞狮，威武的狮子一会儿腾
空跃起，一会儿摇头晃脑地舔一舔自己
的爪子，简直太精彩了，不愧是我国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后，我们戴上自己绘制的脸谱，上
台和表演大师李圣润学习了简单的动
作，跟着音乐，我们摆出最酷的姿势绕着
舞台表演了一圈，体验了一回戏曲人物。

今天的活动既有意义又好玩儿，吹
散了我的郁闷心情。

朔城区四中五(11)班 高浩芸（本
报小记者）

神奇的川剧变脸

今天下午，秋风萧瑟，晴空万里。
我兴高采烈地来到《朔州日报》小记者
站，参加非遗传承“国粹文化——彩绘·
变脸”社会实践活动。

我带着满腔的好奇心来到活动地
点，一进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威武的
狮子头，还看到了许多的脸谱，我的心情
更加激动了。我还被选为学生代表上台
跟着“变脸”的非遗传承人李圣润先生一
起表演，能够跟李老师学习戏曲的表演
动作，还可以近距离地参加演出，我感到
无比自豪。然后老师通过 PPT 告诉大
家：“变脸”是川剧的一种表演艺术，最开
始是古代人们为了生存把自己脸部用不
同的方式勾画出不同形态，以吓唬入侵

的野兽。后来，随着风俗的潜移默化川
剧把“变脸”搬上舞台。“变脸”手法分为

“抹脸”“吹脸”“扯脸”，我们今天看的“变
脸”是最难的“扯脸”手法。

老师不仅给我们讲了“变脸”的由
来和方式，还给我们普及了脸谱的知
识，不同颜色的脸谱代表示不同的人物
性格。如，红色的脸谱表示忠义，蓝色
的脸谱表示性格刚直、桀骜不驯，白色
的脸谱表示奸诈等等，知道了每一张脸
谱背后的意义以后，我们每人亲手绘制
了一张属于自己的脸谱。最后，我们还
观看了舞狮表演，它也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之一。看着狮子活灵活现的样子，真
是神气极了，我看得目瞪口呆。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满满，既观看了
表演，又增长了知识，真是一次别样的
体验。
市七小三（5）班 郝好（本报小记者）

彩绘·变脸

今 天 是 星 期
六，又是一个晴空
万里的日子，我们
来到《朔州日报》小
记者站参加非遗传
承“国粹文化——
彩绘·变脸”社会实
践活动。

一进大礼堂，
我们就被精美的会
场布置吸引了眼
球。两个漂亮的气
球彩虹门，一张张
五彩缤纷的脸谱使
整个会场庄重而活
泼，让大家对今天
的活动更加期待了。

大家一坐下，就看到了变脸大
师——非遗传承人李圣润先生已
经上台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
就开始变脸了，大师的披风一往脸
上划过就换一张脸，真是神奇极
了，直到大师表演完了，我也没搞
明白最后的脸谱都去哪儿了。

为了让大家认识变脸，老师打
开了课件让我们认识变脸这个非
物质文化遗产。原来，我们看到的
变脸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抹
脸”，第二种是“吹脸”，第三种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最难的“扯脸”。
然后老师又带我们认识了脸谱。
红色的脸谱代表忠诚、正义；黑色
的脸谱代表严肃、不苟言笑；白色
的脸谱代表奸诈、狡猾。然后我们
又画了脸谱，我画的是代表正义的
红黑脸谱，但是我不太会画，老有
画错的地方，幸好有贾老师的帮
忙，不然的话，我的脸谱就毁掉了，
画完脸谱，我们又看了舞狮表演。

最后变脸大师又教了我们一
些变脸的技巧，今天真是太有意
义了。

和丽中学四（1）班 李培硕（本
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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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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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阳光明媚，我
的心情也像这天气一样
晴空万里，因为妈妈要带
我去参加《朔州日报》小
记者站组织的非遗传承

“国粹文化——彩绘·变
脸”社会实践活动。

一进门，我就看到了
五颜六色的气球彩虹门
和一排排摆放整齐的座
椅。不一会儿，小记者们
陆续来到会场，我们开心
地谈笑着、幻想着有趣的
节目。

很快，节目开始了，
非常高兴的是我被“变

脸”非遗传承人李圣润先生选为了他
的“小徒弟”，让我真正地被艺术所吸
引，也让我近距离目睹了艺术家的风
采，更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魅力所在。

之后，李老师教我们了解脸谱及
每一张脸谱背后的故事，还让我们画
一幅自己喜欢的脸谱，我选了一幅孙
悟空的脸谱。虽然画脸谱很困难，颜
色涂得不均匀，很糟糕，但是坚持画
完，我还是开心极了。

最后我们在小刘老师的带领下，
戴上自己画的脸谱，跟着老师学习了
变脸的基本动作，一起上舞台表演，大
家好开心。

这次活动让我知道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无穷奥秘，以后我会告诉身边
的人关注并发扬我们的国粹文化。

元博小学四（3）班 张存浩（本报
小记者）

精
彩
的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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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喜悦
金秋十月，硕果累累。对于出生在城市里的我来说，只在电视上

看到过秋收的景象，从没感受过丰收的喜悦。星期天上午，我有幸
跟随《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的老师们来到尚艺农场，参加“秋拾硕果”
社会实践活动，终于可以尽情地享受秋收的快乐了，开心的我一路上
嘴角上扬。

尚艺农场的伯伯先给我们介绍了秋收的农作物：土豆、胡萝卜、玉
米、花生，以及它们的收获方式，大家迫不及待地来到田地里。我们首
先去挖了土豆，同学们三五成群，互相合作，像挖宝藏一样把一颗颗金
黄的土豆从泥土里挖出来，捧着比我手掌还大的土豆，脸上笑开了花，
老师说这是丰收的花朵。接着我们来到胡萝卜地里，“嘿呦、嘿呦、拔
萝卜！”“拔不动，根扎得太深了，大家快来帮忙啊！”于是，大家一起动
手，有人抓着胡萝卜的叶子晃，有人拿铁锹松动土地，还有人用手刨。
总之，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终于拔出来了，虽然我们累得腰酸背痛、满
头大汗，但乐在其中。在此，我们也体会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

丰收的喜悦挂在我们的脸上，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迈着欢快的
脚步来到了玉米地。看到我们的到来，田里的玉米笑得露出了一颗颗
大金牙，像一个个身穿金色铠甲的胖娃娃等待着大家把它带回家。我
们一点儿也不客气地满载而归。最后我们来到花生地里，我还是第一
次看见种在地里的花生，花生苗是一簇簇的，老师让我们三人一组，一
起使劲儿拔，“哇！一二三四五……好多花生呀！”，摘下来尝一颗，美
味极了，这比油炸花生米还香，老师说这是丰收的味道。

最后，我们捧着玉米、花生来到了打谷场，打豆豆、磨豆子，又是一
种别样的体验，我们每人收获了一盒黄豆，老师让带回家打豆浆喝。

我爱秋天，我爱这种丰收的感觉。
市六小三（1）班 徐梓豪（本报小记者）

星期日上午，《朔州日报》小记者站
的老师们带我们去尚艺农场参加“秋拾
硕果”社会实践活动。

尚艺农场的农民伯伯给大家介绍
了秋收的农作物：土豆、胡萝卜、玉米、
花生，以及它们的收获方法，大家就迫
不及待地来到田地里。我们先去挖土
豆，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把一颗颗金黄色
的土豆从地里刨出来。我挖了一颗超
级大的土豆，这颗土豆不仅大，而且长
得与众不同。

我们又去了胡萝卜地，那里有许
多又大又红的胡萝卜，它们长得太结实
了，我一个人使了吃奶的劲儿也拔不出
来，最后还是跟同学们互相合作，先用

铁锹把萝卜周围的土松了，再用力拔，
团结就是力量，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收获丰盛。我还用书包装了好几个，准
备回家让妈妈品尝一下我的劳动果实。

接下来，我们去了玉米地，我还是
第一次掰玉米，不知道怎么下手，在老
师的指导下，我掰了四五个玉米，抱得
满怀，让老师给我拍了张照片记录丰收
的喜悦。

然后，我们去了花生地，花生苗一
簇簇的，大家三人一组，一起使劲儿拔，

“哇！一二三四五……好多花生呀”，惊
喜的叫喊声不断传来，我们把花生揪下
来放到袋子里，回家煮着吃，想想就流
口水了。没过一会儿，老师就带我们来
到打谷场捡黄豆，老师一人给了一个盒
子，让我们去捡黄豆，说黄豆可以磨成
豆浆喝。最后，我们一起吃了烤土豆，
还有王老师自己做的咸菜，那种红色的
菜非常好吃，我吃了两个烤土豆，回家
也不用吃饭了。

到了回家的时候，老师又带我们去
摘葡萄，那些葡萄超级好吃，特别甜。

我觉得今天真是收获满满。
朔城区四中五（5）班 方婧（本报小

记者）

秋拾硕果

丰收的季节
今天，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我们《朔州日报》

小记者坐车来到尚艺农场，参加“秋拾硕果”社会实践
活动。

稍作休息，便开始了第一项——挖土豆。我们急
不可耐地听农民伯伯讲完注意事项，便一窝蜂似地四
散开来，土豆像调皮的小娃娃和我们玩起了捉迷藏，这
可难不倒我们，我抓住小娃娃的辫子一拔，扑通一声
响，是谁摔倒了呢？那肯定是我了。我拍拍身上的土，
心里想：这颗土豆一定是大货，必须拿下。我又发动了
更加猛烈地“进攻”。终于，土豆娃娃被我拽了出来，看
着金黄色的“战利品”，我高兴极了，转身又投入了热火
朝天的“激战”。

挖土豆还没挖够，拔萝卜又来了。看看萝卜长啥
样儿，一个个长得像电钻头，又如一枚导弹，“伸”入大
地、无法自“拔”。拿起小手使劲地挖，这回每个人可
算是体会到什么叫“面朝黄土背朝天”。

又是一阵“急行军”，站在一株株未知植物前，农民
伯伯给我们讲了它们的知识。原来，此乃花生是也，而
且它们是一对父母，二十个孩子。我拔起一株，仔细看
了看，数了数，不多不少25颗。让我大为吃惊。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快乐的活动又一次结
束了，可我却发自内心地记住了这次活动，我想对农
民伯伯说一声：“因为有您们的辛苦付出，所以，我们
才能吃上可口的食物，辛苦了，谢谢您们。”

开发区实验小学五(6)班 胡哲钧（本报小记者）

学习制作沙画
今天下午，我们来到开发区实

验小学，参加《朔州日报》小记者站
组织的“一捧黄沙·绘制大千世界”
社会实践活动，学习沙画。

一进门，便看到里面整整齐齐
摆着三十张沙画桌，桌子呈长方体
的形状，里面均匀地铺了大概三毫
米厚的沙子，沙子下面还有橘黄色
的灯光。

大家坐好后，就开课了。夏老
师给我们讲解了沙画的由来和关
于沙画的故事，告诉我们现在的沙
子有的是草原上的，也有的是沙漠
里的沙子，沙子也分大小。数值越
大，沙子越细。沙画的手法有 11
种，而我们要学的是最基础的几
种，老师讲解完，我们就开始学习
怎么制作沙画。

首先我们要学的是铺沙，这个
也很有讲究，有把沙子握在手里，
细细地撒，还有从边框把沙子用旋
转的手法推开，这样的沙子在画桌
上就变成了螺旋形的，我发现把沙
子握在手里，细细地撒这种手法，
更适合我，那种桌边上推的，我老
是铺不均匀。然后是推山，就是用
你的小拇指或大拇指把沙子均匀
地推出一道直线，还有就是把沙子
握住，然后在一个地方撒，就会出
现小沙丘，用这几种手法，我们就
可以做出一幅简单的沙画了。

老师讲解完我们就开始了自
由创作时间，我画了一只大熊猫，
后面有一片竹林，可因为我的沙子
铺得不太均匀，有的地方色彩太重
了，有的地方色彩却很轻。好在这
个困难被我及时克服了，最后，一
只可爱的大熊猫出现在我眼前。

制作沙画真有趣！欣赏着自
己的佳作，相当有成就感。

市五小五（2）班 符铭（本报小
记者）

在多孩家庭中，孩子们都希望能
平等地得到父母的关爱。对待每一个
孩子如何做到“一碗水端平”，也考验
着父母的教育智慧。

教育案例
小丰是班里的开心果，他乐观善

良，尊敬师长，对班级活动热心，还会
细心照顾生病的同学。然而开学后，
小丰变得沉默寡言，早上因赖床而迟
到，上课的状态也非常恍惚。班主任
联系了小丰的妈妈。小丰的妈妈先是
批评小丰暑假在家每天早上 9 点才起
床，经常独自待在房间，书桌一片狼
藉，白天不做作业的时候也不愿意帮
忙照看弟弟妹妹；接着又说小丰学习
不努力，看着别的同学去补课就想跟
人家一起去，但“他根本不是那块料”。

老师在小丰又一次迟到后，问起
了他的暑假生活，他说自己过得还算
充实，每天都会做全屋的卫生，做午饭
和晚饭；暑假作业都认真完成了，也背
了单词。但是开学后听说大家暑假的
努力，他觉得自己高三肯定追不上了，
非常灰心丧气，提不起干劲儿了。

妙招分享
小丰良好的品行让他在校园生活

中收获了肯定、鼓励与支持；但在家
里，母亲对弟弟妹妹的重视和对小丰
的轻视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父亲长期不在家也疏于对小丰的关
心，更是让这个孩子独自面对了很多
事情。虽然老师和同学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小丰调整状态，但是根本的
解决办法还是需要靠父母观念上的转
变，并让孩子真的感受到家庭的关心
与支持。

首先，在多孩家庭中，父母会更多
照顾较小的孩子，但同时也需要重视
对家里“一孩”的关心。如果关爱不
公，即使再懂事仁义的孩子，也会感受
到父母的偏心，感觉自己被忽视，被不
公平对待。小丰暑假在家承担起做午

饭和晚饭的任务，有时候还需要照看
弟弟妹妹，妈妈对此没有表扬或者帮
助小丰在弟弟妹妹面前树立起威信和
榜样，还不断抱怨小丰做得不好，甚至
叫上在外地的爸爸一起批评孩子，自
然会引起孩子的失望和逆反。

其次，父母中的一方因工作长期在
外地，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少，这种情况
在很多家庭中存在。远在外地的一方
和孩子交流机会少，本就容易缺失孩子
青春期的教育和陪伴，如果此时再对大
孩子求全责备，会让孩子更加感觉被孤
立和无助。夫妻双方在家庭教育中统
一目标和态度是家庭教育合力的重要
体现，家长应具备理性的态度和真诚的
关心，或者能首先通过交流理解孩子的
需求，懂得换位思考，体谅孩子，再有理
有据地与孩子沟通，帮助其改进。家长
要注意以身示范，从自己做起，不把大
孩子当成自己的勤杂工，更不能只提要
求却忽视孩子的努力。

再次，家长有必要关注孩子面对
学业时的心理波动。特别是对毕业班
的孩子来说，家长在做好后勤保障的
同时，还要保持与孩子的沟通，了解孩
子的心理波动，配合老师给予孩子疏
导和帮助，给孩子对未来的期待，而不
是抱怨、奚落。

据《今晚报》作者：李雯雯

平等地爱每一个孩子

对初三毕业班的学生家长来说，
新学年开学后，在紧张的同时又多了
些焦虑。孩子能适应紧张的初三生活
吗？能考上一个理想高中吗？作为有
多年初三毕业班教学经验的班主任，
我想给家长们几点建议。

首先，家长要放平心态，正确看待
孩子的现有水平和未来目标。现有水
平代表过去的基础，不能忽视，这是根
基；未来目标，是学生可能达到的水
平，是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要制定符
合孩子自身发展的目标。科学的分析
才能消除焦虑。家长要学会过滤那些
让您和孩子过度焦虑的信息，不能让
良莠不齐的信息干扰学生。家长可以
放下焦虑和内耗，陪孩子一起做好新
学年之初的起航，比如可以一起去趟
书店，让孩子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或
者给孩子写一封饱含父母之爱的随笔
信，表达出您会陪同孩子一起面对毕
业班生活的信心，让孩子在开学初就
感受到来自最亲近家人的鼓励和关
怀，带着满满的幸福感迎接新挑战。

其次，家长要明确初三学生会经
历的五个阶段，掌握每个阶段孩子的
心理变化，默默守护。激情奋斗期：8
月至11月左右。这期间孩子学习动力
足，对未来满怀希望，家长应多鼓励。
疲劳倦怠期：12月至次年2月左右。这
期间孩子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感觉
身心俱疲，最需要休息和缓冲，家长要
多理解。徘徊无动力期：次年 3 月左
右。这阶段基本进行一轮复习，学生
感觉知识不重要、没有兴奋点，既想跟
着老师复习又想自己找点节奏，很容
易两头效果都不佳，因此家长要多与老
师沟通。悲喜交加期：次年 4 月至 5 月
左右。这阶段几次模拟考试让孩子兴

奋，成绩不如意也让他们情绪波动，因
此家长要少抱怨多安慰。恐惧焦虑
期：次年 6 月至中考。临近中考，孩子
既希望时间快点又觉得自己很多地方
没复习到位，会莫名发脾气、烦躁，此
时家长要帮助孩子卸压力，定心、定神。

再次，家长要营造良好的家庭软
环境，让家成为孩子心中真正的港湾。
可以用以下关键词试一试。相信，一定
要相信孩子是最棒的，这会带给孩子无
限动力。平常，初三亦是平常，保持平
常的心态，不要在家庭中刻意扩大“初
三毕业生”这个标签，把中考当成一件
平常事去准备。平静，营造平静的家庭
氛围，平时讲话的声音平和一点，做事
情的方式平稳一点，家庭成员的思绪就
会相对平静下来。包容，孩子在压力大
的时候会出现情绪起伏波动，那是孩子
排毒的过程，家长要多包容孩子的任
性、挑剔和抱怨。陪伴，孩子嘴上说不
需要家长陪伴，其实心里特别需要陪
伴，不一定共处一室，他在书房奋笔疾
书，您在客厅看书写字，他的心里会很
舒服，感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任何美
好事情的出现都不是瞬间成功的，不
要太着急，花有花期，我们必须精心呵
护，默默守护，待孕育期满绽放时，注
定美丽无限！

据《今晚报》作者：王春立

默默守护 静待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