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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启下：承：接续；启：开，启。
承接上面的，传到下面或引出下面
的。出处：《礼记·曲礼上》“故君子
戒慎。”唐·孔颖达疏：“故，承上起
下之辞。”近义词：承前启后。例：
人们往往忽略了康德哲学在哲学
史上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用于文
章写作或工作方面的表述。多作定
语，也作谓语。

“承上启下”和“承前启后”都有

“承接前面，引出后面”的意思，区别
在于：“承上启下”多用于文章方面；

“承前启后”多用于事业、学问方面。
“承上启下”有时可表示工作中上下
级之间的连接作用；“承前启后”不
能。着眼点不同。“承上启下”着眼于

“上”“下”的连接；“承前启后”着眼于
“前（过去）”“后（未来）”的承接。

（未完待续）

常见成语辨析

家 长 课 堂

冬天是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季
节。但是我们家里却像春天一样温暖，
这是为什么呢？对了，是暖气。那暖气
是从何而来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参
加了《朔州日报》小记者怀仁站组织的
一场特殊的活动——“探索温暖之源·
揭开供暖奥秘”。

星期日下午，我们如约到达目的
地。集合完毕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来到了第一站——供热站。刚到门
口，我就听到了轰鸣的嘈杂声，往里走，
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有一种快要窒息的

感觉。这时好多组机器出现在我面前，
工作人员为我们进行详细介绍。正当
我听得入神时，忽然觉得后背有什么东
西在窜动，伸手一摸，原来是汗珠在顺
着向下流。我想：我们只待了一小会
儿，就已经汗流浃背，那长期在这里工
作的叔叔阿姨呢？真是太不容易了！

从那个像蒸笼一样的供热站出来，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有序地来到了供
热公司。走进一楼的水处理车间，吸引
我注意力的是好几个比我高出一大截
的大水箱，而在它们的旁边还有好多管

子正在运行。我正一个人站在那儿盯
着这些管子猜测用途时，讲解员叔叔开
口了，他说：“这些管子是过滤出纯净
水，然后输送到大水箱里，送的水过一
段时间还要进行化验呢。”我惊讶地说：

“不过是送个水，而且还是暖气水，这也
太认真了！”

话音刚落，我们已经到了指挥调度
中心。一进大厅，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超
大的屏幕，上面显示的是换热站的不同
状况，科技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这次活动，我学到了许多供热的相关
知识，更体会到供热公司的叔叔阿姨们为
保障冬日的温暖而在背后付出的辛苦。

怀仁市实验三小二（9）班 门思羽
（本报小记者）

暖气的由来

生活 在 北 方 的 我
们，每当冬天来临，家里
总有热乎乎的暖气。不
过，大家知道这暖气是
怎么来的吗？

今天我带大家跟随
《朔州日报》怀仁站小记
者的老师们来到供热公
司解决这个疑问。

第一站来到的是供
热站。刚走进站房就被
机器的轰鸣声和一股股
暖流包围。在这里，知
道了供热站是一个集中
供热系统中的热力转换
设备。它通常由换热
器、水泵、控制系统和管
道组成，通过热交换器
将热源的热能传递给需要供热的区
域。同时将冷却水或冷凝水从用户处
回收，并传递回热源厂进行再次加热。

听着叔叔的讲解，带着更多的疑
问来到了供热公司。当走进一楼的水
处理车间，那么多的大水箱映入我的
眼帘，而在大水箱的侧面，还有几个管
子正在运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
些管子的作用是过滤纯净水，然后输
送到大水箱里，而且这里的水隔一段
时间还要化验呢。”“太牛了！”我说。

说着就到了三楼的指挥调度中
心。只见一台台摆放整齐的电脑和
一整面墙的大屏幕。一个工作人员
看到有人进来，忙起身介绍说：“你们
现在看到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各种
供热设备的运行情况。电脑显示屏
上显示的是各个换热站的供热压力、
供水流量等数据。”

看着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我知道
了暖气的产生，也明白了舒适温暖的
背后，是我市供热公司叔叔阿姨们艰
辛的付出换来的。感谢你们——“温
暖使者”！

怀仁市城镇三小五（1）班 郭铠
瑞（本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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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来了，室外冰天雪地、寒风刺
骨，而室内却温暖如春。这多亏暖气的
功劳，但是暖气又是如何来的呢？带着
这个问题，我跟随《朔州日报》小记者怀
仁站一起走进供热公司，今天将为大家
揭晓供暖的奥秘。

首先带大家来到的是供热站。一
进去，一股热气就扑面而来，耳边还传
来嗡嗡的响声。就在这时，讲解员叔叔
指着一个机器介绍说：“这个是滚水泵，
当没水时，就是用它往家里送水。”又指
着旁边的一个机器：“这个是循环泵，水
循环越快，水温就越高，我们的暖气就
越热。这两大机器组成了一个组合
——换热器组。”听着叔叔的描述，我微
笑着点点头：“原来我们温暖的家就是
这样烧热的！”

接着，我们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供热
公司一楼的水处理车间。这里面有很多
大水箱，大家站在那里的时候，都被惊得
目瞪口呆。讲解员叔叔似乎看出了我们
的心思，召集我们站在一块儿，不紧不慢
地说：“同学们，你们看到的大水箱是储
存水的，它们旁边的管子是过滤纯净水，
然后输送到大水箱里，并且这里的水隔
一段时间还要化验的。”“哦，原来如此。”
我们心中的疑团也算解开了。

最后带大家来到的是三楼的指挥
调度中心。刚跨进调度中心的门，一台
台电脑就映入眼帘，而且摆放量超出了
我的想象。通过讲解员叔叔的介绍，我
才知道这些电脑各有用途。

一路走来虽然忙碌，却让我学到了

很多有关供暖的知识。也知道了在“暖
冬”背后原来有这么多默默辛苦付出的
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的付
出，我们的冬天才如此温暖。

怀仁市城镇七小五（2）班 杨仁杰
（本报小记者）

探索温暖之源

中国是个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
更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其中有民
间工艺陶瓷，民族艺术戏剧，端午节赛
龙舟，元宵节闹花灯……不过，最值得
一提的还是民间艺术——剪纸。

今天，我们在《朔州日报》小记者
怀仁站老师的带领下，乘坐大巴车，来
到了剪纸艺人田素英老师的家里。田
老师是怀仁市剪纸创始世家第五代传
承人，是一级剪纸艺人，荣获过很多奖
项。今天能亲眼欣赏到田老师的作
品，我深感荣幸。

一进到田老师的家里，墙上展示着
各式各样的剪纸作品，让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这时，田老师热情地给我们
介绍了《代代相传》的作品。使我了解
到这些作品背后都是有故事的，难怪如
此独具匠心。我不由地暗暗惊叹田老
师的心灵手巧。其中第三幅作品深深
吸引了我，它整体呈现的是一处农家院
子的景象，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特别
是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剪的是那样细

致、逼真，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随后，田老师为我们传授了一些剪

纸的方法和技巧，大家就开始大显身手
了。我左手拿纸，右手拿剪，边剪边适
当地旋转，要尽量贴合图案的边缘。剪
到中间时，由于要抠出细节部分，更要
耐心一些，不然就会破坏到图案的整体
效果。于是我只能一慢再慢，连大气都
不敢出一口。终于，在我的认真努力
下，图案被剪出来了。我长舒一口气，
将自己的作品拿在手里端详了半天，觉
得还算满意。抬头看看其他同学，有的
剪出了蝴蝶图案，有的剪出了小鸟图
案，有的……真是各有千秋。

中国的剪纸真是美不胜收。不仅
体现了民间艺人们的心灵手巧，更是
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辉与灿烂。
所以，我们一定要将剪纸艺术继承和
发扬下去，争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代代相传，让剪纸艺术熠熠生辉。

怀仁城镇二小三（8）班 武轩伊
（本报小记者）

民间艺术——剪纸
我国有许多民间艺术，比如口技、

皮影、吹糖人等。但是最值得一提的
是民间艺术——剪纸，它是一颗璀璨
的明珠，其中，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
品，让人非常羡慕。

今天，我有幸在《朔州日报》小记
者怀仁站老师的带领下，乘坐大巴车，
来到剪纸艺人田素英老师的家里，我
感到非常开心。听说她可厉害了，是
一级剪纸艺人，获得过许多奖项。能
够亲眼目睹她的作品，我的心激动地
都快要跳出来了。

一进入田老师的家里，我就被眼
前的景象深深地吸引。只见墙上挂满
了各式各样的剪纸作品，让人眼花缭
乱。田老师认真地把每一幅作品都
为我们作了介绍，而在这众多作品
中，我最喜欢的是《代代相传》。这幅
作品分为四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田
老师孩童时跟随她的奶奶学剪纸，第
二部分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
一起剪纸的景象，第三部分是田老师

在教自己女儿剪纸，第四部分是长大
后的女儿在教她的女儿剪纸。四部
分内容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代代相传
的深刻含义。田老师用剪纸记录自
己的生活，记录自己的成长历程，真是
别有一番韵味。

这时，只见田老师手里拿着一张
纸和一把剪刀，一边熟练地剪着，一边
向我们介绍剪纸的要领。看着她的手
法，我简直惊呆了，自己的手也不由地
痒痒起来。终于轮到我们剪了，只听

“咔嚓、咔嚓……”的响声，在小记者们
认真努力下，一幅幅剪纸作品诞生
了。有的剪出了蝴蝶，有的剪出了花
朵，有的剪出了福字，有的……，哈哈，
真是五花八门。

剪纸是一门富有想象力的艺术，
一张剪纸就是一个故事，每把剪刀里
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这一趟出
行，让我深深地爱上了你——剪纸。

怀仁市实验三小二（9）班 门思
羽（本报小记者）

多姿多彩的剪纸艺术

今天，我和妈妈来到《朔州日报》
小记者“走进脑科学·让学习更轻松”
社会实践活动现场启航分之道。

一进门，里面的各种物品让我眼
花缭乱。随后妈妈帮我签了到，我和
小记者们站好队伍，等着老师安排。
老师说，今天有测试专注力和学习超
级记忆法两项任务。我很荣幸地分
到了超级记忆法组，老师用故事串联
法将冰心奶奶的十二部作品名称串
联成一个故事。我一分钟就记住了，
特别神奇，分别是《繁星》《往事》《小
说集》《超人》《小橘灯》《纸船》《春水》

《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
者》《冬儿姑娘》和《樱花赞》。之后，
我们来到了一楼测试专注力，我的专
注力不是很好，但我相信一定会越来
越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朔州日报》
小记者活动，非常开心，希望以后能经
常参加，提升我的学习生活能力。

市二小四（3）班 刘佳琦（本报小
记者）

第一次当小记者

今天，我们《朔州
日报》小记者来到了启
航分之道，参加“走进
脑科学·让学习更轻
松”社会实践活动。

一进门就看到大
厅里赫然摆放着一条
汽车赛道，起初大家都
认为它是遥控的，所以
我们对它也并没有任
何的惊奇。接着活动
开始了，我去了二楼，先
学习了超级记忆法，坐
到教室后，老师便开始
了我期待已久的记忆法

教学，本以为会很难，但是，谁知道老
师竟然只用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就让
我完完全全地记住了冰心奶奶的十二
部作品名称，简直太神奇了。随后，老
师用数字定位法让我们记住了二十四
节气，原来还可以这么记知识，真是

“超级记忆”。学会这些方法，运用到
平时的学习中，真是太好了。

随后，我们便进行了专注力测
试，今天的赛车是用我们的专注力
控制的，听完老师的讲解我大吃一
惊，原来我们的大脑如此强大。测
试开始了，我戴上脑环，我只想着
我的车快跑，逐渐进入状态，原来
高专注力是这种状态呀，我要记住
这种感觉，用到课堂上。

今天的活动可太充实了！我很
开心认识到了这么新奇的高科技，同
时也了解了自己的专注力情况、学习
到了记忆方法，希望我可以一直保持
这种状态，让学习更进一步。

朔城区五小五（6）班 兰昊杰
（本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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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下午，我兴高采烈地带上
“行囊”，按时参加本周的《朔州日报》小
记者社会实践活动。

这次我们的活动地点是启航分之
道。老师先带我们做了金龙拍拍操。
之后我们来到了记忆教室，利用故事串
联法记住了冰心奶奶的十二部作品名
称，分别是：《繁星》《往事》《小说集》《超
人》《小橘灯》《纸船》《春水》《寄小读者》

《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冬儿姑
娘》《樱花赞》。看到冰心奶奶创作了这
么多优秀的作品我深感钦佩。最后我

们又到一楼玩赛车，不过它很特别，它
是用意念控制的，好神奇。转眼间前几
组的小记者都测试完了，马上就到我
了。这个赛车的原理就是用我们的专注
力来操控它，我们的专注力越高，它跑得
越快，反之，专注力越弱，它就跑得越慢。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活动结束了，
我非常开心，既玩到了赛车，又学习到
了快速记忆法，真是非常充实并且很有
意义的一天。

市七小三（5）班 郝好（本报小
记者）

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星期日上午，我跟着《朔州日报》小
记者站的老师来到启航分之道，参加

“走进脑科学·让学习更轻松”社会实践
活动。

上午天气非常好，像我的心情一
样。一进门，我就看到了赛车道，一开
始不知道是什么，还没弄清楚，老师就
宣布活动开始。

老师把我们分成两组，第一组先测
试专注力，第二组学习超级记忆法，我
分到了第二组，所以去了二楼学习超级
记忆法。老师教了我们两种方法，第一
种是故事串联法，用来记住冰心奶奶的
十二部作品名称，故事内容是：河边有
一位老奶奶，她就是冰心奶奶。她抬头
看到了天上的《繁星》，想起了自己的

《往事》，把《往事》写成了《小说集》。这
时山里飞出了一个《超人》，手里拿着

《小橘灯》，坐着《纸船》，渡过《春水》，给
对岸的三个小读者寄书，分别是《寄小
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读
者里有一个姑娘叫《冬儿姑娘》。河对
岸长了一束樱花看起来非常赞，我们就
可以想到《樱花赞》。我们还用数字定
位法记住了二十四节气，如：一个月有
两个节气，像一棵大树，树上结了两块
冰，一块大，一块小，所以一月的两个节
气是大寒和小寒……用这种记忆法真
是太简单了。

之后，我们来到了赛车道旁边，现
在我终于知道这条赛车道是干什么的
了。原来是一个用来测试专注力的仪
器，把脑环戴上，注意力要集中，你越专
注车子跑得就越快，我意识到了大脑的
力量如此强大。

这次活动带给了我不一样的体验，
感受到了科技的强大，也意识到了学习
是有方法的，真是收获满满。

朔城区四中五（5）班 方婧（本报小
记者）

走进脑科学

很多小学生的家长有这样的疑问：
在小学阶段要做哪些准备，才能让孩子
更好地适应中学生活呢？好习惯的培
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初中的学习
生活不是小学的简单继续，而是一种转
折和爬坡。我从中学老师的角度，想给
小学生的家长提一些建议，帮助孩子从
现在起做好不断成长的准备。

一、让孩子提高保持动力
的能力

1、开朗自信，积极乐观。所有的孩
子都期望进入初中后能有一个好的开
端，能遇见一个崭新的自己。家长要鼓
励孩子勇敢地对新生活投入热情，首先
就需要孩子开朗自信。您可以试着让
孩子自己买一买东西，自己问一问路，
鼓励孩子与人交往，只要发现孩子有点
滴进步，就要及时给予鼓励和夸奖，这
样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乐
观。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困难和
挑战。

2、勇于担当，接受压力。孩子勇于
担当，能够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是一种重
要能力。从现在开始，家长就要有意识
地放手培养孩子的担当能力了。孩子
自己能做的事，让他们自己做；孩子因
为自己疏忽造成的后果（比如忘带水
壶），让他学会承担；孩子在学校有需
求，让他自己和老师沟通。一定要相
信，孩子没有家长的帮忙，也能很好地
解决问题。有担当精神的孩子会成为
自己的主人，独立面对学习生活中的挫
折；而没有担当精神的孩子容易推卸责
任，寻求庇护，经不起风雨。

二、让孩子养成轻松学习
的好习惯

1、制订学习规划，确定奋斗目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一个切实
可行的学习目标会增加孩子今后不断
努力的内动力。建议家长跟孩子一起
制订学习生活计划，可以先有一个长远
目标，然后设定分阶段的学习计划，一
旦确定就要严格执行。

2、养成预习、复习的好习惯。小学
升入初中，是九年义务教育的一个关键
转折点，在学习内容上，不仅学科增多，
而且内容加深，学习形式也会有新变
化。因此，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在小学就
养成预习、复习的好习惯，高效利用时
间，提高学习效率。家长要提醒孩子，
在课前了解老师这节课讲什么，带着疑
问去学习；课后及时复习知识点，把不
同学科的内容合理进行分配，做到每
日、每周做有计划的复习。

三、让孩子锻炼享受生活
的能力

家长可以以朋友的身份多陪伴孩
子，借以培养孩子享受生活的能力。比
如多陪孩子出去走一走，让孩子发现自
然、社会中的美好事物；陪伴孩子进行
体育锻炼，让孩子感受运动的快乐；培
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跟孩子共同参与，
让孩子享受其中；鼓励孩子多参加学校
组织的各种活动，找到归属感等。生活
给予孩子的考验有很多，只要孩子有享
受生活的能力，人生之路一定是幸福快
乐的。 据《今晚报》作者：曹煦珩

良好习惯助成长

“佛系”是当下很多家长对孩子学
习生活状态的一种无奈表达，具体表现
为：孩子做事得过且过，成绩不高不低，
安于现状，行动迟缓等。我常听到家长
们这样说自己的孩子——“什么事都不
上心！”“自己一点也不着急！”，家长们
焦虑却又无力改变。有的家长甚至辞
去工作全天陪伴孩子，投入了大量的精
力后，孩子仍“心如止水”，不见一点“波
澜”。对此，家长们不妨思考一下：做了
等于对了吗？孩子的成长道路上，家长
只有智慧地陪伴才能成为孩子的助
力。这里我给家长提供几点建议。

一、放开手，做个守望者
做力所能及的事是培养责任心的

养料。家长的“代劳”正在无声无息地
偷走孩子成长的机会。

教室里有的学生衣服掉在地上，不
以为然，如果这件衣服是孩子自己辛苦
洗的呢？孩子对学校的各种活动都不
感兴趣，那么会不会是家长常替孩子出
面表达，让他对社交有些畏难呢？请家
长们多给孩子一点时间，不要太在意衣
服是否洗干净，不要急于帮他们出面解
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稚嫩的孩子相
比，家长的“代劳”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
努力相形见绌，无法建立自信。只有家
长放开手，才会让孩子产生想做事乃至
做好事的动力；孩子丢掉“拐杖”（依赖
感）才能跑得快。

二、拉起手，做个见证者
1、在实践活动中树立理想。我曾带

学生到中国民航大学开展研学活动。

站在停机坪旁，学生们听着飞机起飞的
震撼轰鸣不禁心潮澎湃。来到发动机
车间，精密复杂的零件让学生们纷纷感
叹科技的魅力。返程的车上我随口问
一位平时“无欲无求”的学生：“下次还
想来吗？”“我想考这所大学。”他点点
头，有点害羞地低声回答。

我并不清楚是活动中哪些地方触
动了孩子，也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真的
考这所大学，我只记得活动中他听得很
认真，后来又真切地感受到他学习比以
前更努力了。

希望家长拉起孩子的小手，走到广
阔的世界去读好无字之书。比如和孩
子一起去看体育比赛中运动员的矫健
身姿，参观博物馆文物背后的独具匠
心，欣赏红色电影的革命情怀。在某一
刻，孩子会与自己的理想不期而遇，那
是最神圣的内驱力。家长要做的就是
陪伴孩子左右，见证他的收获，鼓励孩
子为理想而努力。

2、在持之以恒中认识自我。对大多
数事情而言，想做好就离不开重复练
习。在坚持训练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
困难和挫折。制定合理的目标后，家长
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不要妥协、迁就、
责备或比较，要给孩子坚定、耐心、有效
的鼓励。

曾经在我班里的写字课上，有几位同
学心不在焉，他们觉得自己总也写不好，
索性就不练了。于是我给他们看了自
己儿时写得歪歪扭扭的作业，他们笑
了，顿感充满自信。当孩子通过坚持取
得了进步，那么自然会相信自己可以攀登
下一座高山。 据《今晚报》作者：张弛

智慧陪伴 助力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