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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师 释 疑

很多同学写考场记叙文容易写成
流水账，平铺直叙，情节缺少设计；不会
讲故事，内容不充实，缺乏形象感，没有
感染力。依据命题要求而设计情节的
能力不足，对重点内容精雕细刻的能力
不够。因此，在切合题意的前提下，学
会“一波三折”、制造悬念，集中笔墨表
现矛盾冲突，曲折讲故事，从而巧妙设
计情节，精心打造细节，在高三记叙文
备考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考场高分记叙文，在“认识独特深
刻”的基础上，情节要有设计。“文似看
山不喜平”，就是说写文章要讲究起伏
变化，情节设置要有波澜，才能引人入
胜。如果把日常生活事件原模原样地
呈现出来，让人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
肯定不能吸引人、打动人。同样平淡无
奇的生活事件，如果对其情节重新进行
组织安排，合理巧妙虚构，就会呈现出
震撼人心、耐人寻味的效果。记叙文想
要呈现得不呆板，不僵化，就要避免平
铺直叙。

首先，可以设置伏笔和照应。做到
情节曲折，可以在叙述顺序上着力，不仅
要运用恰当的顺序（顺叙、倒叙、插叙、补
叙）等，还要精心设计采取铺垫、伏笔、悬
念、照应等手法。伏笔是“预作提示或暗
示”，常常与“照应”配合呼应使用，即所
谓前有伏笔，后有照应。伏笔和照应是
使记叙文产生波澜的有效方法。

其次，可以运用欲扬先抑的手法。
“扬”指褒扬、抬高，“抑”指按下、贬低。
想褒扬某个人物，却不从褒扬处落笔，
而是先按下，从相反的贬抑处落笔。用
这种方法，使情节多变，形成波澜起伏，
形成鲜明对比。古人写文章强调“蓄
势”，讲的也是欲扬先抑、先抑后扬的
道理。

再次，可以虚实相生。记叙文中的
实写，承担着搭建叙事框架，推动情节

发展等重要功用，属于文章的主体。虚
写则是在实写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留
白，表现出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
义。虚写的笔墨具有模糊性，实写的笔
墨具有直观性，虚写与实写有机结合，
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相辅相成，从而增
强文章的曲折性。运用虚实相生法行
文，可以达到重点突出，主旨鲜明；浓缩
情节，增大容量；文字简练，文法多样；
横生情趣，意味深长等多方面的效果。

当然，想把考场记叙文中的故事讲
好，仅有情节设置还不够，还要有典型
生动的细节。细节是生活中细微具体的
典型情景，它渗透在人物、景物或场面的
描写中，体现在人物富有特征的动作、神
态描写中。在关键处驻足，“慢”说细微
之处，通过准确、生动、细致的描绘，在举
手投足、一颦一笑间传达出人物的神韵，
达到“于细微处见精神”。

细节描写是记叙文的血肉，好的细
节描写能使人物形象丰满、活灵活现，
从而增强文章的形象性、生动性和真实
性。这种文字看似短，但“磁力”很大，
它往往能像闪光的珍珠一样博得阅卷
老师的青睐。细节的描写必须入情入
理，符合真实生活。细节在精不在多。
细节描写贵在传神，取材要小而具体，
描写要细致入微。

细节描写的目的要十分明确，即必须
为刻画人物、情节发展、表现主题服务。
细枝末节见功力，细枝末节见精神。有生
动的细节，文章会陡然增色。尤其是考场
作文，由于受时间、篇幅的限制，在细微之
处点化出人物、事件、环境的特色，增添故
事的情趣，就显得非常有效。

总之，考场记叙文在构思故事情节、
描写具体细节时，既要考虑人物“做什
么”，更要考虑其“怎么做”，力求让人物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完全符合人物身份。

据《北京考试报》作者：朱香平

巧设波澜 精写细节

这样打磨考场高分记叙文

家 长 课 堂

●寒假期间，不少中学生独自在
家，在外工作的家长总是不放心，用手
机来遥控孩子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吃
饭、都吃了什么、每天要做多少道题、要
看哪些书，甚至连午休时间都给安排好
了。家长操碎了心，孩子却不领情，感
觉自己像个木偶。

讲述：放假后，每天过着
“遥控生活”

放假后，小睿觉得自己每天像个木
偶一样，被妈妈遥控着每天的生活。小
睿说，现在上初二的我还过着跟小学时
一样的生活，妈妈每天早上七点多出门
去上班，出发前，她会把我叫醒，然后我
就开始了一天的木偶生活，直到晚上 6
点多他们下班回家。

小睿有些烦躁地说，上午八点，妈
妈准时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早饭吃没
吃，之后就是安排我一上午的学习任
务，安排得满满当当，到上午十点的时
候，妈妈的电话还会准时响起，她要通
过视频检查我的作业完成情况。到了
中午12点，妈妈又打电话问我中午吃了
什么，就连吃水果都做了规定。另外，
每天下午干什么，妈妈也是每天一个要
求，不是要求我看课外书，就是做一套
试卷，就连下楼锻炼，妈妈也会在下午
三点半打电话提醒。我天天就这样过
着“遥控生活”，感觉一点自由都没有，
心里别提多烦躁了。妈妈还觉得自己
挺委屈的，受累又不讨好。

建议：不当“命令长官”，
做好“合作伙伴”

河西区教师发展中心心理教研员
白丽娜说，家长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是
自然情感流露，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
长，“不太在意”孩子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的转变。特别是在孩子上了中学之后，
家长更要有意识地减少对孩子事无巨
细的关注。孩子刚上初一，可能在学习

生活的时间安排上没有什么方法，家长
要做好场外指导，帮助孩子在假期里理
顺每天的生活计划；而孩子到了初二、
初三，家长就要让孩子有更多的自主
权，每天学什么、吃什么，甚至压岁钱的
管理，都可以放手让孩子来安排。

白丽娜老师说，有家长担心，如果
对孩子大撒把，孩子会任性胡为，这是
家长没有把握好放手的“度”。首先，随
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要顺势而为，
转变与孩子的沟通方式。在孩子小时
候，家长的要求大多是通过指导甚至
命令的方式传递给孩子。现在孩子大
了，家长要学会“哄孩子”。比如，每天
想让孩子完成 10 个任务，那不妨给孩
子列一个简明扼要的清单，在孩子认
可之后，这些任务的具体操作就可以
放手让孩子自主安排。当然，这样的

“不在意”是建立在有商有量、有奖有
罚的基础上的。其次，家长在长大的
孩子面前学会适当示弱，尊重孩子的
想法，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孩子的主
观能动性就会被激发出来。最后提醒
家长们，不要把孩子“有想法的举动”
一概定性为“叛逆”，多听听孩子的想
法，也许会带给家长“孩子长大了”的
惊喜。

据《今晚报》作者：贾林娜

放假在家，孩子被家长过度关心，时时遥控……

多把握方向 少掌控行动

在寒冷的冬天，你的闹钟或许已经
响起，但你是否已经起床？可就是有那
么一群人，他们为了我们可以生活在整
洁干净的环境，不畏严寒，不怕酷暑，每
天很早起床，很早出门，很早地工作在
自己的岗位上。大家知道他们是谁
吗？对，就是环卫工人。

那么环卫工人每天工作多长时
间？每天都要做哪些事情？负责的区
域卫生要达到什么要求？带着这些疑
问，今天让我们跟随《朔州日报》小记者
怀仁站的老师一起去看看吧！

早晨，我在妈妈的声声催促中，急
急忙忙地来到我们本次活动的地点
——文明驿站。我以前经常路过，但只
看见一个铁皮做的房子，上面写着四个
红色大字——文明驿站，却从来不知道

里面是什么样子。今天终于能走进去
看一看，我的好奇心终于可以得到满
足，心里别提有多激动。

在兴奋的等待中，那扇门吱呀一声
被老师打开了，我忙着探头进去，原来里
面摆放了一些桌子和椅子。这些桌子拼
在一起，上面放了很多东西，有微波炉、
洗手液、洗衣液、医药箱等用品。经过老
师的讲解，我知道了文明驿站是由政府
出钱建设的，是为了给环卫工人提供临
时休息的场所。

我们了解文明驿站后，就分组和环
卫工人一起加入他们的工作。我拿了
一块抹布，撸起袖子，蹲下身子，擦起旁
边的垃圾箱。再看看我的小伙伴们，也
争先恐后地加入了“工作”中，人多力量
大，我们花了十几分钟就清理了整个广

场。看着被我们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广
场，感觉自己的视线也仿佛变宽了、变
远了，整个世界的空气都清新了。

打扫完卫生之后，我们开始对环卫
工人进一步采访。小记者们纷纷上前
问出自己想问的问题，轮到我时，看着
面前的话筒，我不由得有点紧张，脸涨
得通红，不敢开口说话。我用余光看了
一眼老师，老师微笑地向我点了下头，
似乎在说：“加油，你行！”我鼓足勇气问
道：“政府建的文明驿站为你们提供了
哪些便利？”环卫工人笑着说：“便利太
多了，比如我们工作完之后，可以到驿
站里面来喝口热水，冬天防寒，夏天防
暑，刮风下雨也不怕。”

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都能保护环境，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干净、整洁。也为
环卫工人减轻一些负担，让他们有多一
点儿的休息时间。

怀仁市城镇第二小学五（1）班
池慧(本报小记者)

致敬环卫工人

寒冷的冬日，当你在温暖的被窝
睡觉的时候，已经有一群人在大街上
干活；炎热的夏天，当你坐在开着空
调尽享凉爽的时候，已经有一群人在
大街上干活。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
是谁？对，就是环卫工人。

今天，我们在《朔州日报》小记者
怀仁站的老师带领下走进了文明驿
站。站在驿站旁，听讲解员给我们介
绍了它的意义和作用。随后，老师推
开了那扇门，我看到了里面有药箱、
工具箱、微波炉等。药箱里准备了防
暑药、感冒咳嗽药，还有创可贴等一
些常用药，方便环卫工人工作期间应
急用。工具箱，是给坏了的东西准备
的，里面有螺丝刀、钳子、锤子等。微
波炉是怕环卫叔叔阿姨起得早顾不
上吃饭而专门安顿的，这样他们就可
以吃上热乎乎的饭菜了。

环卫叔叔阿姨们工作辛苦，夏天
太阳晒得热，冬天下雪又很冷。为了
全市的环境卫生，他们不怕苦不怕
累，每天天还没有亮，就已经开始了
工作。

在环卫工人休息之余，我开始了
采访环节，我拿着话筒，走到一位爷爷
面前，问道：“下雪的时候您们有没有
好用的工具来铲雪？”爷爷说：“当然
有，我们有一种特制的大铁锹，可以很
轻松铲雪。”听着爷爷的讲述，我好想
看看这大铁锹长什么样子，可惜没有
下雪。

为了表达对环卫工人的敬意，我
们排成一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农
历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我们为环
卫工人送上了麻糖和被子，希望他们
生活甜蜜温暖，也愿我们的城市环境
更加优美。

怀仁市城镇第二小学一（6)班 池翊
(本报小记者)

迎新春 送温暖

一年三百六十五
天，每天天还没有亮
时，总能听到扫把与地
面摩擦的沙沙声。无
论三伏酷暑，还是数九
寒天；无论风雨交加，
还是漫天飞雪，这声音
从未消失。读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也一定知
道他们是谁了，对，他
们就是我们的城市美
容师——环卫工人。

今天，我们在《朔
州 日 报》小 记 者 怀 仁
站 的 老 师 带 领 下 ，来
到位于怀仁市国益酒
店 西 南 角 的 文 明 驿
站。待集合完毕后，老
师先为我们讲解了今

天活动的作用和意义。从老师的介
绍中，我了解到文明驿站是政府为
户外工作者设立的，为了让他们可
以喝上一杯热水，自带的饭菜可以
加热食用，遇到恶劣天气可以有个
遮风挡雨的地方……所以，驿站里
才会摆放着微波炉、饮水机、医疗箱
等。我不禁感叹：“政府政策可真是
太好啦！能够如此周到地为环卫工
人的工作和生活着想，让他们在城
市的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温暖和
关爱。”

在对文明驿站有了深入了解后，
我们小记者分组和环卫工人一起干
活，体验他们的日常工作。我和一位
爷爷一组，来到爷爷负责的区域，我
戴好手套，左手拿簸箕，右手拿扫帚，
开始四下寻找垃圾，什么果皮、纸屑、
饮料瓶……都被我一一收罗，爷爷一
边点头，一边为我竖起大拇指。看着
和爷爷负责的区域变干净，我心里别
提多开心了。不过，就这么一小会
儿，却感觉腰特别酸，都没能一下子
直起来。想想环卫工人天天如此，实
在是辛苦呀！

趁休息时间，我对爷爷进行了采
访：“您觉得现在工作和以前相比有
哪些不同？”爷爷笑笑说：“夏天还好，
随便找个阴凉地方坐，喝水不用考虑
冷热，最难熬的是冬天，没地方坐，没
热水喝。现在好了，文明驿站的建
成，可为我们这些人解决了大难题，
感谢党、感谢政府。”从爷爷的话语
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他是幸福的。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们列队站
立，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腊月
二十三（小年）为环卫工人送上了好
吃又粘牙的麻糖。不仅如此，我们连
厚厚的棉被也一并为他们送上，最
后，我还送了爷爷一个大大的拥抱，
爷爷笑得嘴都合不拢。

环卫工人，你们是城市的守护
者，是你们用勤劳的双手为我们生活
的城市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环境，你们
辛苦了，我为你们点赞！

怀仁市城镇第六小学二（3）班
丰锴骐(本报小记者)

寒
冬
送
温
暖

每天当我们还在暖暖的被窝里熟
睡时，有些人却已经穿好衣服，拿上工
具外出工作了。大家知道他们是谁
吗？对了，就是我们城市的美容师——
环卫工人。

今天，我们在《朔州日报》小记者怀
仁站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怀仁市
国益酒店旁边的文明驿站。所有小记
者集合完毕，老师先讲解了一些注意事
项，然后由文明驿站的负责人为我们介
绍了这个文明驿站的作用和意义。从
老师口中，我知道了原来这是为户外工
作者建设的一个“避风港”，在严寒的冬
天，方便环卫工人喝热水、吃热饭，稍作
休息的一个地方。

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我们小记者
分组和环卫工人一起打扫卫生，体验他
们的日常工作。我和一位叔叔是一组，
叔叔带我来到他负责的区域，我戴好口罩
和手套，接过叔叔手里的扫把和簸箕式
的带柄编织袋，学着叔叔的样子，一边
扫着地上的瓜子儿皮、烟头、果核……

一边将其收入编织袋，看着渐渐变干净
的环境区，我开心地笑了，叔叔直夸我：

“真厉害！”可当我准备直腰的时候，发
现有些酸痛，根本不能一下子直起来
了。我才扫了一小会儿，就成这样了，
而我们的环卫工人呢，此刻，我真正体
会到了他们工作的辛苦。

就在我心有所悟时，环卫叔叔喊我休
息。在坐下后，我采访了这位叔叔：“您看
到有人随地乱扔垃圾时，您会怎么做？”叔
叔说：“扫、捡、收，保证环境整洁干净是我
们的工作。”听到叔叔这样说，我打心里更
对我们的环卫工人充满了敬意。

在腊月二十三，我们北方人讲究的
小年里，为了表达我们对环卫工人的深
深敬意，我们整齐地站成一排，为环卫工
人们送上好吃的麻糖和保暖的大棉被。

那一刻，我想说:“谢谢你们，正是
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的城市才会如此
美丽。”

怀仁市城镇第二小学四（4）班 任鸿
伟(本报小记者)

走进文明驿站

“辞旧迎新过年啦！张灯结彩年
来了……”随着这欢快的乐曲，春节的
大幕缓缓拉开，大街小巷里到处充溢
着年的味道，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
股浓浓的年味。

年到底是什么？是高高挂起的大
红灯笼，是家门口张贴的红红的对联，
是屋里挂好的各色年画，是长辈分发
给晚辈的红包祝愿，是夜空绽放的绚
烂的烟花，是一桌子的美味佳肴，是一
家人的欢声笑语。

在传统节日里，春节是最有仪式
的日子，它没有端午节的匆忙，也没有
中秋节的内敛，只有举国上下的红火、
热闹、团圆。

临近年关，人们一个个都像打了鸡
血似的，不知疲倦地忙着打扫屋子、清
洗衣物、准备年货。走在街上，到处都
充满了过年独有的气息——年味儿。

过年美食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不
信，你看桌上有北方特有的饺子，还有

吃完令人浑身冒汗的火锅，象征团圆
之意的四喜丸子，昭示日子红红火火
的红烧排骨，寓意年年有余的清蒸鲈
鱼……无不充满了浓浓的年味。

在古代王介甫的诗歌里，也提到
了年：“爆竹声中一岁除。”虽然现在为
了环保不让燃放烟花爆竹，但是在电
子烟花的噼里啪啦声中也可以感受到
十足的年味。再加上亲戚邻里间的拜
年声，更是将年味推向了高潮。

再加上公园街道喜庆祥和的、富
有特点的、各具特色的彩灯，墙头露出
的朵朵鲜艳的腊梅，敲着锣、打着鼓、
扭动着的大秧歌，构成了我们的中国
传统节日——年。

怀仁市城镇第三小学三（2）班
李佳暄(本报小记者)

浓浓的年味浓浓的年味
1 月 26 日，寒假的

第一天，我跟随《朔州日
报》小记者站的老师来
到市融媒体中心大楼，
参加“有你春暖·合你春
晚”社会实践活动。

数九寒天，好不容
易不用上学，但为了这
次活动，只能告别温暖
的被窝。冰冷的寒风
如刀，刺骨的寒气吸入
肺腑，冻得我只想龟缩
在 厚 厚 的 羽 绒 服 里 。
但 来 到 活 动 地 点 ，看
到宏伟的大楼，想着我
要去探班少儿春晚了，
心就激动起来了。进
入楼里，那热闹场景，
更使我全身充满了劲
儿，恨不得现在就融入
他们。

今天的采访，老师让我们自己找
目标。该采访谁呢？演员还是导
演？我该问什么问题呢？这一系列
的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着，紧张的我
手心直冒汗，喉咙好像也不听指挥
了。但通过老师的引导和鼓励，我鼓
足勇气，去采访了一位和我差不多
大的小演员，她穿着美丽的服装，
画着精致的妆容，我问她：“是谁给
你挑选的衣服呢？”她说：“这是我
的老师给我挑选的”。通过跟她的
交流，我也慢慢地放松了，自信了，
深刻地体会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

通过今天的活动，既锻炼了我的
口语表达能力、社交能力，也了解到
自己的不足之处。为了成为更优秀
的自己，从今天起，我也要好好学习。

朔城区五小五（6）班 兰昊杰（本
报小记者）

有
意
义
的
采
访
活
动

俗话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三千
年文明看陕西。”作为自豪的山西人要
去感受陕西厚重的文化气息，体味西安
独有的情怀，着实让人激动。这天终于
如期而至，尽管天上大雪纷飞，也不能
阻挡我探索的热情。

第一站，我们到了历史情感丰富多
彩的大秦剧场。我们观看了中国首场
战争史诗舞剧——《复活的军团》。在
舞剧的引领下，我对大唐王朝的先后顺
序有了更深的理解，并对这座富有文化
底蕴的城市有了全新的认识，正所谓读
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兵马俑。兵马
俑，即秦始皇陵兵马俑，亦简称秦兵马
俑或秦俑，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第一批中国世界遗产。在这里，
你能看到栩栩如生的兵马俑，他们姿态

各异、神采飞扬。堪称二十世纪考古史
上的重大发现，更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
奇迹，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其间，仿佛看
到了那个豪爽不羁，气宇轩昂威风凛凛
的秦始皇。如果你来到这儿，一定会被
他折服。

第三站，我们参观了辉煌的小雁
塔，它建造于唐代景龙年间（707-709
年)，是唐代著名佛塔。小雁塔外观造
型非常独特，内部更是雕刻精美，每一
个细节都让人惊叹不已。

接着，我们来到了历史博物馆，这
座宝库内藏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文物，奇
珍异宝、瑰丽精美。在这里，我感受到

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深切地认识到
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来到西安，怎能不去尝尝这人间烟
火气呢？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袁家
村。在这里我们吃到了唇齿留香的羊
肉泡馍、软糯香甜的镜糕，我们还体验
舞龙舞狮、踩高跷，还在异地他乡写福
字、送祝福，所到之处都回荡着我们的
欢声笑语，都有我们美好的回忆。

西安，还没把你看够，我的研学之
旅已接近尾声。我叹服于古老且神秘
的古都美，也骄傲地走过每个里程碑，
心里还种下了收获千倍的珍贵种子。
我们必须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
遗产，以便后代能够欣赏其文化的博大
精深，叹服其绝代风华举世无双。

星辰双语学校五（1）班 赵珂
指导老师：贾慧敏

西安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