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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仁取义：仁：仁爱；义：正义。
为了正义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生
命。出处：《宋史·文天祥传》：“文天
祥死难后，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
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
至。’”近义词：杀身成仁。反义词：
苟且偷生。用于人的品德行为方面
的评述。一般作谓语。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成事：把
事情办好；不足：指没有办法或力
量；败事：把事情弄坏。不能把事情
办好，只能把事情办坏。多指办事
无能的人。出处：清·李绿园《歧路
灯》一O五回：“部里书办们，成事不
足，坏事有余；胜之不武，不胜为
笑。”反义词：玉成其事。例如，此人
不学无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

可重用。多作谓语，也作定语。
成竹在胸：成竹：现成的竹子；

胸：胸怀。画竹子之前，心里就有了
竹子的形象。比喻做事前早有通盘
的考虑和谋划。出处：《老残游记》六
回：“先生必有成竹在胸，何妨赐教一
二呢？”近义词：心中有数。反义词：
心中无数。例如，看他成竹在胸的样
子，我们便知道这件事必定能成功。
用于行为、计划方面的评述，比喻性
强。多作谓语，也作定语。“成竹在
胸”和“心中有数”都有“心里有底”的
意思。区别在于：成竹在胸着眼于事
前对问题已有全面考虑和解决办法；

“心中有数”着眼于对客观情况已有
所了解。 （未完待续）

常见成语辨析

家 长 课 堂

秋天是金灿灿的丰收，秋天是沉甸
甸的硕果，秋天是让人满载而归的欢笑
和欣喜。金秋十月，收获正浓，10月21
日，《朔州日报》小记者来到朔城区滋润
乡清河寺村开展“金秋送爽帮‘稻’忙”
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稻花香里说
丰年，充分感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的喜悦之情；在每一次的弯腰中感
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真谛。

活动开始前，老师给大家讲了享
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
的事迹。袁隆平爷爷拥有济世的朴素
思想,在这种思想支撑下，50多年来，他
不畏艰辛、执着追求、大胆创新、勇攀
高峰，才有日后籼型杂交水稻的研制
成功，实现了为我国、为世界增产粮食
的美好愿望。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
想着，对接下来的活动充满了期待。

黄澄澄的稻浪、沉甸甸的稻谷，在
这个金色的季节，在微风的拂动下，像
金色的海洋期待孩子们的拥抱。小记
者们戴上手套，挽起袖子，卷起裤腿，闻
着泥土的芬芳，开始了帮“稻”忙。尽管
稻田里的泥太黏，把鞋和裤子都弄脏
了，但没有一个人半途而废，真的是撸
起袖子加油干。不一会儿，田埂上就
铺满了大家拔起来的稻子，看着丰收
的成果，大家开心地笑了，额头上的
汗水也变得晶莹剔透。

拔完水稻之后，稻秆我们也不浪
费。老师拿来竹竿和铁丝，把大家分成
两组，我们要做稻草人，小记者们充分发
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有的从田
埂上往回抱稻草，有的给稻草人编辫子，
还有的合力给稻草人做身子……在大家
的齐心协力下，一个戴草帽的“男稻草
人”，一个扎辫子的“女稻草人”诞生了。

辛苦劳作之后，美食无疑是最好
的慰藉。大家围在田间地头，手捧香
喷喷的白米饭，即使没有任何的配菜，
一个个都吃得狼吞虎咽。有小记者跟
老师说：“老师，我今天终于体会到了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今以
后，我一定不会再浪费粮食了。”能让
大家发出这样的感叹，老师深感欣慰。

最后，大家又来到水稻加工厂，现代
化的加工作坊，从带壳的稻粒经过一系
列高科技机器的加工，到一颗颗白胖胖
的大米粒，让小记者们知道了我们每天
吃的白米饭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体会了
原始的收稻子，参观了现代化的加工厂，
让孩子们感叹科技的力量，知识的重要
性，从而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最好的老师是自然界的天地万
物”。通过这次活动，小记者们体会到了
下地劳作的辛苦，懂得了珍惜粮食，把课
本知识生活化，锻炼了动手能力和实践能
力，萌发了对大自然的感恩和敬畏之情。

金秋送爽金秋送爽金秋送爽 稻谷飘香稻谷飘香稻谷飘香
————《《朔州日报朔州日报》》小记者社会实践活动走进滋润乡清河寺村小记者社会实践活动走进滋润乡清河寺村

一般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金口难
开。父母想要和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
对话往往不容易，要让他们掏心掏肺
更难。

找到合适的交流时机很重要。心
理学专家曾经分享过一个秘诀──在
稍晚的夜间时分，青少年往往容易向
父母打开心房。

方法很简单，只要在孩子晚上走
出房间休息、差不多忙完手头事情或
晚上还没睡的时候，父母如把握跟他
们照面、擦肩而过的时机，多说几句
话，就有机会打开话匣子。

这样的对话，地点不拘，自然随性
就好。合适的对话时机包括：青少年
出房门后，看到父母在看电视或看书
凑过来瞄一眼时；或是他们出来倒水、
上厕所，在走廊或厨房偶遇时；或是经
过父母的房间，探头看一下时；或是父
母观察孩子应该忙得差不多了，可以
关心一下孩子有没有喝水、要不要睡
觉时……但是青少年如果看到父母是
在低头看手机或用电脑时，就往往不
会主动打扰父母。

这样的对话，题材、时间长短也不
拘，最好让孩子自己做主。毕竟，要青
少年多说几句话已经不容易了，更不
用说他们正处在发展自主性的年龄阶
段，喜欢有主导的感觉，大人此时扮演

被动的角色，反而有可能让他们愿意
说更多。形式上可以是随意闲聊、讲
些近期发生的生活琐事，或是正经八
百地讨论什么话题。什么时候结束对
话，也可以随孩子兴之所至。

要把握孩子自己上门的黄金良
机。不管孩子说什么，都不要嫌烦，不
要问他们到底要说什么或要求他们讲
重点，因为他们在这些时候说的话，真
的就是心里正想着的事情，而且也代
表他们愿意付出时间与大人交流。

为什么孩子在夜间比较“好聊”？
一方面，因为他们从清晨起床到

上学再到课后活动或补习，已经累了
一天，回家还有功课要完成。所以刚
进家门的那段时间，正是他们疲累又
有点儿焦虑的时候，他们也像大人刚
下班时一样，想要先静一静，不喜欢
一回家就被问东问西。但是到了比
较晚的时刻，他们有了一定的自主时
间，不会觉得父母过度盯梢或咄咄逼
人，心情会比较放松。另一方面，在
夜间时刻，孩子比较容易感受到关怀
与善意。

不过，父母们可能面临的挑战是
到了晚上自己也有点儿累了，但是花
点儿时间和精力与孩子聊天、培养亲
子感情还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据《中国教育报》作者：龙悦

如何让青少年愿意和父母交流

不少初一新生的家长焦虑这样一
个问题：孩子在小学阶段没有养成良
好的习惯，粗心、散漫、专注力差，进入
初中后，孩子还有机会重塑良好的习
惯吗？家长又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常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
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培养孩子好习
惯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你肯为孩子
花心思，就永远都不会晚。但是青春
期的孩子，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情绪容
易激动，听不进劝告。如果家长还像
对待小学生一样严厉地批评说教，不
但看不到效果，往往还会适得其反，激
化亲子矛盾。与中学生沟通，家长需
要改变心态，找准“定位”。

不当“法官”只做“律师”
看到孩子出现问题，父母不要迫

不及待地下定论，而是要像“律师”对
待自己的当事人一样，了解其内心需
求，维护其尊严和权利。

不当“裁判”只做“队友”
在孩子努力的过程中，必然会遇

到困难、挫折与失败，父母请不要“吹
哨叫停”，而应该像队友一样加入战
斗，和孩子一起面对。这也是我们常
说的“请父母和孩子一起打败问题，而
不是和问题一起打败孩子”。

不做“加法”只做“减法”
孩子经过小学六年的学习已经形

成了自己的行为习惯，到了中学后，我
们不能一味做“加法”，而要做“减法”，
用一个好习惯取代一个不良习惯，循
序渐进，不断修正。

首先，要教会孩子懂得并理解规
则，培养他们的敬畏之心，取代为所欲
为。让孩子理解规则，是教孩子认识

世界的第一步。孩子最开始对任何事
都没有敬畏之心。“君子之心，常存敬
畏”。“敬”会让人有所为；“畏”会让人
有所不为，进而言行有度。

其次，帮助孩子形成规划意识，并
培养执行规划的能力，取代怠惰因
循。古往今来，凡是卓有成就的人都
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能把精力用在
做一件事情上，专心致志，集中突破。
孩子在做计划时想做的事很多，但时
间有限，所以家长需要引导孩子适当
舍弃，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做一件事，这
样才能充分利用时间，高效完成任务，
孩子的成就感也会大大增加，进而提
高规划和执行能力。

最后，引导孩子学会自省，培养反
思习惯，取代好高骛远。反思可能给
孩子带来新的认知，也可能带来深深
的懊悔，帮助孩子全面理性地认识自
己，就是教给孩子自我完善的方法。
教育大家赛德尔兹认为：一个孩子在
遭遇挫折时，懂得反思自己的行为，这
个孩子就掌握了一种方法，在面对今
后的人生时，会变得更加睿智坚韧。
父母要让孩子从一件事情的结果中进
行自我反省，就要引导孩子学会预想
后果，舍得让孩子承担后果，并教会孩
子用平和的心态接受批评，进而实现
自我成长。

好习惯的养成是循序渐进的，是
在长期的反复的训练中不断趋于完善
的。初一的起始阶段正是一个重塑好
习惯的最佳时期，一旦养成了良好习
惯，行为将固而不化，长大后便可以

“正心”“养性”“成德”，成就美好人生!
据《今晚报》作者：张丹丹

初中生如何养成好习惯

今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我们《朔州日报》
小记者来到滋润乡清河寺村，开展“金秋送爽帮

‘稻’忙”社会实践活动。我们来到稻田的时候，
我还看到了小青蛙呢！

到了稻田里，我看到了金灿灿的稻子，心里
不由地自豪起来，因为杂交水稻之父就是咱们
的袁隆平爷爷，而且贾老师还问了西瓜之母是
谁，我小声地嘀咕了一声：“是不是吴明珠奶奶
呢？”贾老师听到之后表扬了我，我开心地笑了
起来。

到了拔水稻的环节了，常老师说，一人拔十
株水稻，我使劲地拔呀拔，没想到我第一株还没
有拔出来的时候，别人已经拔了八株了，我只好

叫了一个帮手，帮我一起拔，终于我们的十株拔
完了。老师还让我和别人一起拔，我差不多已
经拔了20多株了。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制作稻草
人，我们做了一个女孩的稻草人，另一组做了一
个男孩的稻草人，不得不说，用稻草编辫子，实
在是不好编呀。编了半大天，我的手都编疼了，
还是编不好看，老师说就这样吧！我们跟稻草
人拍完合影之后，又吃了香喷喷的白米饭，劳动
了那么长时间，就算没有下饭菜也吃着很香，我
真是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然后我们又去了加工厂，知道了那金灿灿
的水稻是怎么变成白白的大米饭。

这里金灿灿的大米，你们想不想看一看、尝
一尝呢？

朔城区四中五(11)班 高浩芸（本报小
记者）

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星期六，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们《朔州日报》小记者带着满

腔的好奇心，在滋润乡清河寺村参加“金秋送爽帮‘稻’忙”社会实
践活动。

我们刚到清河寺村，老师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杂交水稻之
父是谁?”同学们纷纷回答道：“袁隆平爷爷”。老师又问：“西瓜之
母是谁?”这时，只有一个同学回答：“吴明珠奶奶”。老师夸那个
同学真聪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袁隆平爷爷的故事，袁爷爷用半
个世纪研究出了杂交水稻，为了不让人们饿肚子，他花费了很多
的心血。这时，我们才知道了杂交水稻的来之不易。之后，我们
又去拔水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拔了 72 株。最后，我们还吃了
香喷喷的米饭。

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既知道了米饭的来之不易，还知道了
农民伯伯的辛苦劳累，我们坚决不能浪费粮食，因为粮食是来之不
易的。 市七小三（5）班 郝好（本报小记者）

秋收时节收获忙

今天，我和其他小记者们怀着激动
的心情来到光荣院参加《朔州日报》小
记者怀仁站组织的“情暖老兵·爱满中
秋”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过程中，我们先听老兵爷爷讲
抗战的故事，然后我们还依次对他们进
行了采访。通过采访，我们更加地了解
了抗美援朝时期的残酷战争，一个个都
忍不住想要对老兵爷爷表达敬意。于

是，我们怀着满满的爱国情怀，齐声唱
起了国歌，还为老兵爷爷们大声朗诵了
诗歌《七律·长征》。我们想用歌声告诉
老兵爷爷们，志愿军战士曾经为祖国、
为人民做出的牺牲和奉献，祖国不会忘
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们新一代的少年
儿童也会牢记在心。

我们要学习老兵爷爷身上不怕困
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努力学习，增长
本领，长大后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用自己的力量建设更加美好的祖国。

怀仁城镇二小四（4）班 梁紫祎
（本报小记者）

采访老兵有感

今天，秋雨绵绵，阵阵寒意，仍然挡
不住我激动的心情，因为我要跟随《朔州
日报》小记者怀仁站的老师去光荣院慰
问老兵爷爷。开心的我，一路上蹦蹦跳
跳的，想象着见到老兵爷爷们的场景。

我们来到光荣院门口集合，很快，我
的好朋友李浩宇、张宸、马彬然都来了。
大树老师和喵喵老师带着我们走进会议
室，一进去，就看见不少老兵爷爷。他们
身穿干净整洁的军装，胸前佩戴着闪亮
的勋章，这让我为之一震，我想这勋章是
爷爷们付出了多少心血才换来的。

接着光荣院杨院长为我们介绍了老
兵爷爷们，然后让我们坐在他们身边听
老兵爷爷讲抗美援朝的故事。王爷爷
说：“1967 年，在打退敌人时，我的腿受
了伤，被队友救起……”。听了爷爷们的

讲述，我了解到了那个战争年代的艰苦，
没有足够的粮食，没有暖和的衣服，也没
有先进的武器，但他们依然坚守阵地、奋
勇抗敌，甚至连续七天七夜不休息，趴在
冰冷的地坑里，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让
我内心很是震撼。

到了采访环节，我问王爷爷：“您打
仗途中有没有回过家？”爷爷摇了摇头。
其他小记者们依次提问，爷爷们都很有
耐心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最后，我们把礼物献给了老兵爷爷
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光荣院。回家的
路上，我想到自己现在能够身处如此和
平的年代，是多么幸福啊，我一定要好好
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怀仁城镇三小三（3）班 刘书宁
（本报小记者）

我和老兵爷爷的约会

今天下着毛毛细雨，我早早起
来，吃完饭，来到期待的童启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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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以为不会迟到，可是我还
是迟到了。我快步来到座位上，打
开材料包，我们一起听老师讲扎染
的历史和方法。按照老师的布置，
就开始染了，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难，
主要是做的时候太大意了，要么是
浪费了染料，要么是扎得不好，手忙
脚乱的，急出了一身汗。没办法，我
又耐心地重新做起来，这回好好地
研究，认真地做，很快染了起来，不
一会儿，就染完了。我非常喜欢我
的作品，期待干了后的样子。

市实验小学二（10）班 郭悦
（本报小记者）

遇见扎染
都说师恩如春风化雨

细细如绵，润物细无声，如
夏日清风习习，丝丝凉
意。可我却认为，师恩是
秋雷轰响，震动乾坤；是冬
雪飞扬，铺天盖地。

世间情千万，唯有师
恩情谊不可磨灭，时时铭
记。古有“溺水三千只取
一瓢”，而今便是穷尽世
间千万真理，殷殷不变的
是师恩。

观八纮而览四方，古
往今来，师恩情谊始终贯
穿 贤 士 子 弟 的 求 学 历
程。师恩不似父爱如泰
山般厚重，也不似母爱细
软微小而滋润心田，却堪
比大河奔涌，振聋发聩。
熄灯后办公室亮着的灯，
足球场上带头呐喊加油
的身影……幕幕皆是情。

大舸中下游，两岸青山移。立三
尺讲台而为国育才的辈辈燃灯者，传
播优秀文化与思想，推动中华文明于
历史的长河中源源流淌。

敬爱的老师，您为我们付出了太
多太多。忘不了办公桌前您忙碌的
身影，忘不了三尺讲台上您的谆谆教
诲。您燃烧了自己，却照亮了我们前
行的方向，您送走的是翱翔于天空的
大雁，迎来的又是待哺的小鸟，终身
为三尺讲台奉献，终身为国家奉献。

穷尽世间理，殷殷恩师情。愿所
有教师都能够桃李满天下。

市第四中学初二（12）班 雷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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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
始干。”在我的记忆中有许多地方值
得我留恋，但使我最难忘的是老师
的谆谆教诲，老师那期盼的目光，还
有倾注了老师无数心血的评语。

老师，一个亲切而熟悉的词语，
他代表着一束无私的火焰，象征着
光辉的旗帜，也蕴含着永恒的爱。

在我的学习道路上，一直有一
个人陪在我身边，她就是我的班主
任。她为了督促我们背书，每天起
得比我们还早，晚上我们放学回
家，老师还在熬夜为我们批改作
业。天气冷了不忘叮嘱我们多穿
衣服，下课玩耍时不忘提醒我们注
意安全。无论什么时候，有多大困
难，她都陪伴在我们左右。

漫漫求知路一望无际，我们在
黑暗中摸索，是老师帮我们开启智
慧的大门。时光飞逝，转眼间我从
不懂事到懂事，在这里，我真心地
向老师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我绝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市九小四（2）班 薛雨涵

感恩有您

星期日的上午，阳光明媚，我们兴
高采烈地跟着《朔州日报》怀仁小记者
站的老师们来到怀仁第一水厂，参加

“一滴水的奇妙之旅”社会实践活动。
水厂的几位叔叔犹如温暖的阳光一

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放弃了星
期天本该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来给我们
解说自来水的知识，真是让人感激不尽。

水是生命之源，是地球的卫士。没
有水，我们就无法生存。每一滴水都来
之不易，我们大家都应该保护好我们的

水资源。随后孟叔叔讲解了水厂处理
工艺流程图，我们又涨知识了。接着又
带着我们参观了预处理车间、安控车
间、格栅配水车间、沉淀池车间……真
是太有趣了。我又学到了许多知识，通
过叔叔的介绍我才知道每天喝的水是
从黄河引进来的，要经过许多工序才能
走进千家万户，真是非常不易！因此，
我们要加倍珍惜它。这次参观水厂，让
我更加深刻明白了水的来之不易，“节
约用水、人人有责”，让我们大家都从自
身做起，一起保护水资源吧！

怀仁城镇三小二（3）班 丰锴骐
（本报小记者）

探索水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