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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次的《朔州日报》小记者
社会实践活动又开始了，我和同学相
约一起去参加这次“探秘警犬基地·
致敬无言勇士”社会实践活动，我俩
的心情既兴奋又期待。

我们穿过了一条小巷子，终于到
达了目的地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其他
的小记者都已经到了，我们排好队，
陆续走进了基地。

进去后，王警官带领着我们参观
了警犬出警坐的专用车，了解了各种
警犬，这些警犬大小不一，颜色不同，

品种多样。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两只小警犬，样子很萌，毛发是棕
黄色的。之后，我们又了解了训练警
犬的过程，这些警犬本领很高，会很
多高难度的动作。最后，警官又让我
们去和警犬互动，我们每个人都摸了
摸警犬的脑袋和身体，它们非常可

爱，还和我们合了影。
今天的活动让我知道了警犬不仅很

可爱，还是警察叔叔的好伙伴，它可以帮
助我们抓坏人，是我们人类忠实的好朋
友。所以，我们要爱护每一只警犬。

市六小三（3）班 徐靖博（本报
小记者）

走进警犬训练营
春风拂面，让人心

旷神怡，充满期待。就
像我对今天的活动一样
期待。

今天，我要参加《朔
州日报》小记者“探秘警
犬基地·致敬无言勇士”
社会实践活动。下午，我
早早来到市公安局警犬
基地，在好奇心的驱使
下，我忍不住向基地院内
望去，警犬基地里边有什
么？警犬长什么样？什
么样的狗能当警犬？一
个个问题从我脑子里浮
现出来。

我心里既激动又紧
张，进入警犬基地，一辆辆警车出现在
面前，通过警察叔叔的讲解，我才知道
这些车辆是运输警犬的，内部格局宽
敞，警犬在里边非常舒服，这着实让我
感到惊奇。在去犬舍的路上，我看到了
警犬的训练场地，难度看似不高，但对
于警犬还是有点难度。

到了犬舍，警犬个个精神抖擞。“看！
那只好像是藏獒呀！还有那两只小狗
崽，咦？那只笼子里怎么没有警犬呀！”
我和同学徐靖博说道。哦，原来它躲在
门后面。

参观完犬舍，警察叔叔带着警犬开始
训练了，一声令下，警犬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冲了出去，穿越障碍。回来时，发出
呵、呵、呵的声音，我想，这应该是在给它
自己加油打气。

最精彩的表演开始了，警犬抓“坏
人”。警察叔叔戴着防咬手套假装坏人，
鬼鬼祟祟，待警察叔叔发出扑咬命令后，
警犬立马扑向“坏人”，死死咬住。这一幕
让我心惊胆战，不得不感慨，警犬好厉
害。最让人开心的环节来了，那就是与警
犬互动。一只只警犬欢快地奔走在我们
中间，我连忙上前摸了摸它们，它们也热
情地回应着我，我非常享受和它们玩耍的
过程。

警犬既是我们的帮手，又是我们的朋
友，我们应该爱护它们。

市六小三（3）班 王睿（本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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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莺飞，万物复苏，春姑娘迈
着大步款款走来。春风吹过我的脸
旁，好像妈妈的大手掌轻轻抚摸着
我，既柔和又温暖。到了这时候，正
是放风筝的好时节。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和爸爸带着
一只“飞机风筝”来到公园的空地上，
空地上有几个小朋友也在放风筝，他
们三五成群研究着风筝。我看见，有
的小朋友已经把风筝飞上了天空，还
有的正要把风筝送上天空，看了一会
儿，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我的“飞
机风筝”飞上天空了。我们来到一个
人比较少，而且没有树的空地上准备
放风筝。

首先，爸爸让我拿着风筝，而爸
爸拿着线轴，对我说：“你拿着，我说
放你就放千万不能迟钝。”我点了点
头说：“好的，你说放我就放。”于是爸
爸拉着线轴快速地跑了起来，突然他
一声令下：“放”，我用尽力气向上一
扔，风筝晃晃悠悠地飞上了天空，可
是，还没飞几下就失去平衡掉了下
来，我看着掉下的风筝，心里很伤
心。爸爸走到我旁边说：“没关系，我
们吸取上一次的教训，再重新来一
次。”于是我再一次打起精神，开始了
第二次的放风筝挑战，当爸爸说放之
后，我鼓足了力气，用力向空中扔去，
正好，一阵风吹过，风筝靠风的引力，
成功飞上了天空。我看着起飞的风
筝，开心极了。在爸爸的耐心指导

下，我也渐渐学会了放风筝。从开始
的紧张到后来的熟练，我明白了熟能
生巧。一会拉线，一会放线，玩得满
头大汗。过了一会儿，放风筝的人也
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风筝漂浮在蓝
色的天空中，有的像大鸟和白云飞
舞，有的像蝴蝶在翩翩起舞，有的像
蜈蚣在爬来爬去，真是生动极了，有
趣极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到了
中午，我们开始收工回家。就这样，
我们在欢笑声中结束了这次愉快的
放风筝，我不仅学会了要不懈努力才
能做好，而且要像风筝一样飞得更高
更远。

市二小三（2）班 曹子骞（本报小
记者）

放 风 筝放 风 筝

“五一”假期，妈妈带着我和哥哥
来到平朔公园游玩。

从北大门进入，映入眼帘的是形
状各异的石头堆砌成的一座奇石景
观。周围绿草如茵，中间有一条水泥
小路，沿着小路向里走去，就到了公
园的光亮之处——人工湖。

湖水并不深，清澈见底。湖四周
是造型精美的汉白玉围栏。围栏外
侧垂柳依依，将大半个脑袋探进清澈
碧绿的湖水里，仿佛一圈圈袅袅婷婷
的少女在对着镜子打扮。

湖中间有一座曲曲折折的“之”
字形小桥，将湖水一分为二。小桥的

设计独具匠心。西边是方正曲折的
水泥桥面和水泥桥墩，东边却是三孔
拱形石桥。石桥上，建有一座重檐六
角凉亭。凉亭飞檐翘角，雕梁画栋，
美轮美奂。湖中心的喷泉在风中翩
翩起舞，凉爽的水珠被风拂到我的脸
上，顿觉轻松清爽，让我的心神不由
地放松了。

我依依不舍地走下拱桥，迈着悠
闲的步伐，穿过别致小径，听到水流
哗啦哗啦的声音。循着水流声走去，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怪石嶙峋的假
山，上面设有多个泉眼，不断有水涌
出，形成美丽的瀑布。这瀑布又与人
工湖相连，增添了假山的生动感，使
人不由地想上去看看假山上的风
景。瀑布侧面正好有一条登山步道，
直通假山顶。我兴致勃勃地登上山
顶，站在假山顶，整个公园的景色尽
收眼底：园林的小径两旁都栽种着挺
拔向上的新疆杨和加拿大杨，它们一
棵棵顶天立地、直刺苍穹，利索的将
景区分割成各种几何形图案。图案
中绿草如茵，花卉缤纷艳丽。各种灌
木或呈球形，或呈伞状，或呈塔样，点
缀其间，真是美不胜收。

夕阳西下，我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公园。

朔城区十小三（2）班 顼皓天
（本报小记者）

游平朔公园游平朔公园

名 师 释 疑

经过第一次模拟考试的磨练，同学
们从中找到了自己在各个学科上的不
足，那么在正式大考前的这段时间里，大
家要在数学学科上制订怎样更为精准的
复习策略，充满自信地步入考场呢？

一、对于考试，以“考”学
考，提高技能

同学们要及时反思之前复习和考试
中的得与失。成绩不错的同学要及时总
结成功经验，如有效的复习备考方法、考
试时间分配策略、心态调整方法等，为考
前冲刺做好准备。成绩不理想的同学更
要找准成绩不理想的原因并逐一改正。
如，考试时因为时间分配不合理，导致本
来可以得分的题目没有作答的同学，可
以在后续练习套卷时有意识地分题型计
时，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答题节奏。容易
在考试中过度紧张，或因试题难度大而
影响后续答题心态的同学，要在接下来
的复习中，把套卷练习都当做考试，认真
对待，计时完成，通过多次训练，熟悉试
卷题型、题量、难题位置，做到心中有数，
就能缓解考试时出现的紧张情绪。

二、对于失分，以“错”纠
错，查缺补漏

通过模拟考试，同学们要对自己的
失分题目做好归类，错因是概念不清、计
算失误、表达不规范，还是解题技巧不
足。同学们已经完成的中考第一轮复
习，以夯实基础知识、构建知识体系为
主。考试中因概念不清而失分的题目，
对应的正是第一轮复习留下的知识盲
区，对于这样的知识点，同学们一定要再
次复习回顾教材和知识清单中的相关内
容，包括基本概念、性质、法则、公式、公
理等；在掌握知识点后，要有针对性地做
一些与试题相近题目的练习。“不怕难题
不得分，就怕题题都丢分”，完成解答题
时，每一道试题都要精细化对待，慢审
题、稳计算、快书写、表达全，按程序去解
决问题，把低级失误降到最低。

三、对于复习，重质轻量，
提升思维品质

经过中考第一轮复习，同学们已经
能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有机建
构，获得了基本的思想方法和活动经验；
但也因为认知水平还处在基础知识的梳
理阶段，未能将知识结构化、系统化，所
以在面对综合性较强的题目时，常常感

觉到无从下手。为了将知识融会贯通，
发展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
要进行专题复习。此时同学们要注意以
下两点问题。

分析问题本质，把握解题根本。初
中数学中，较为复杂的代数问题常常可
以分解为几个基本代数问题，复杂的几
何图形也是若干个基本图形的组合。在
冲刺复习阶段，同学们首先要掌握基本
代数题的特征和解题方法，熟练掌握基
本图形的性质和解题思路，这都是解决
综合问题的基础。由于中考试卷上综合
性较高的题目往往原创性较高，同学们很
难在日常复习中遇到类似题目，因此同
学们在冲刺复习阶段要有意识地锻炼自
己，通过审题，将已知条件拆分、重组，把
题目分解成为熟悉的基本代数问题和基
本图形。

冲刺复习时，为了将所学知识整合串
联形成知识脉络，常常需要通过专题或微
专题的形式进行复习，专题中的题目往往
具有代表性、针对性和层次性。对于这些
典型题目，切忌就题论题，片面追求最终
解，重量轻质，陷入题海却收效甚微。建
议同学们在掌握基本解题方法后，可以多
问问自己，“还有没有其他的解题方法”

“我最多有几种解题方法”“哪些条件可以
作为解题的入手点”。有意识地对自己
进行一题多解的训练，能够有效拓宽解
题思路，提高数学思维能力。通过对多
种解法优劣的评判，总结出该类题型在
不同条件背景下，最具“性价比”的解题
方法，并内化为自己的解题策略。一题
多解，深挖、精练典型例题，能够使大家
的冲刺复习具有深度。另外，在一题多
解的基础上，同学们可以尝试多题一解，
总结出不同题目中渗透的相同数学方
法，如数形结合思想、方程思想等，以题
带面，“通一题而会一类”，提高复习效
率，能使大家的复习更具广度。

据《今晚报》作者：刘涛

深挖“一题多解” 提高应考技能

初三数学学科复习冲刺指导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好的书
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我们深刻感受到
人物的特点，书中的人物令我们回味
无穷……

——题记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

之一。它的作者是罗贯中，书中讲述
了许许多多的精彩故事。今天我们学
习了《草船借箭》这个故事。

故事中，周瑜对诸葛亮心怀妒忌，
总想着陷害诸葛亮。有一天，周瑜找
诸葛亮商议军事，让诸葛亮十天造十
万支箭，可诸葛亮却说三天就能造
好。听了这话，周瑜乐开了花，当下让
诸葛亮立下军令状，并且还摆了酒
席。事后才知道原来诸葛亮让鲁肃借
他二十条船，每条船上要三十名军
士。船用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一千
多个草把子，排在船的两边。第一天，

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二天，仍
然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三
天四更时候，诸葛亮吩咐把二十条船
用绳索连接起来，朝北岸开去。当时
大雾漫天，江上连对面都看不清，诸葛
亮让士兵敲锣打鼓，生性多疑的曹操
不敢轻易出兵，怕遭到袭击，于是就派
弓箭手放箭，不一会儿，十万多支箭就
到手了。

这个故事让我了解了诸葛亮的智
慧，还有他宽广的胸怀。难怪清朝人毛
宗岗称诸葛亮为“智绝”。这也让我想
到学习。学习也是需要合理安排计划
的，如果不巧妙“布局”，不细心“计划”，
考试也得不了高分。所以，我们要像诸
葛亮这样的人学习，多思考，遇事沉着
冷静。

朔城区九小五（2）班 杨欣宇
（本报小记者）

读《草船借箭》有感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在清明节之际，我参加了《朔
州日报》小记者“传承非遗·寒食节里
塑寒燕”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开始了，老师给我们进述
了寒食节的由来以及清明节的传统
习俗。接着就进入了捏寒燕儿的环
节。常老师和好面团，用剪刀剪成
小块，林老师示范捏寒燕儿的方法，
寒燕儿的制作看似简单，实则需要
精湛的技艺，揉、搓、捏。一个个小
面团在老师的手里飞舞，瞬间就变
成 了 活 灵 活 现 ，色 彩 斑 斓 的 寒 燕
儿。我在旁边好奇地看着，不时提
问，学着老师的样子做了起来，可怎
么也不像，我都有些灰心了。这时，
老师看出了我的情绪，坐下来耐心
地教我。我在面团上捏了燕子的
头，再捏个嘴，又用剪刀在面团剪一

个尾巴，一只小胖燕终于诞生了。
可我左看右看，好像还少点什么。
原来小燕子还缺一双眼睛，于是我
拿来两粒高粱米，蘸点儿水，小心翼
翼地将它粘上去，然后用颜料细致
点缀，瞬间，一只栩栩如生的小燕子
就做好了，我将我的小作品捧在手
心，生怕它飞走了。

捏好的寒燕儿蒸熟后，香味俱
佳，个个白得发亮，这既是传统手工
艺品，也是我们的劳动成果。

这 次 活 动 不 仅 让 我 感 受 到 了
清明时节的习俗和氛围，也让我看
到了我的劳动成果，我学会了捏寒
燕儿。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什
么事情都要有信心，只要坚持就会
成功。

华英双语三（2）班 张轩勤（本报
小记者）

有意义的活动有意义的活动

随着最后的一节下课铃声响起，教
室里开始沸腾起来，同学们像即将放飞
的鸟儿一样，激动地收拾着书包，准备
回家。

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我循声望去，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班的一位
同学晕倒了！他身边的桌椅都被撞得东
倒西歪。刚开始，我还以为这位同学在开
玩笑，但看到他的情况不对劲儿，我回过
神来，大声呼喊：“老师，快点儿……”大李
老师一个箭步冲到这位同学身边，小李老
师也三步并作两步赶了过来。大李老师
一边试着扶起他，一边焦急地呼唤着他的
名字。“情况紧急，需要马上抢救。”大李老
师说：“大家不要怕，让出一块儿地方，我
们要实施抢救。”老师们尽量把他的身体
放平，一位老师掐人中，一位老师按压心
脏，做心肺复苏。只见大李老师一会儿连
续按压心脏，一会儿做人工呼吸，慌而不
乱。刹那间，教室里寂静无声，同学们紧
张得要命。过了几分钟，奇迹出现了，这
位同学醒了，恢复了意识。大家也长舒了
一口气。“我们的老师真厉害！”大家不由
自主地齐声赞叹。

敬爱的老师们给我们上了一堂现场
急救课，他们临危不惧的样子深深地刻在
了我的脑海里。

朔城区九小三（3）班 赵宗印（本报
小记者）

放学前的急救放学前的急救

放假期间，我
们一家人去了农
村的奶奶家。奶
奶家潮湿阴暗，老
鼠经常在这里胡
作非为。

一眼望去，老
鼠竟然大摇大摆
地走出来，甚至爬
上饭桌觅食。终
于，我们受不了
了。我、爸妈和奶
奶一伙人和老鼠
宣战了，老鼠也不是善茬儿。记得
有一次，我们在老鼠的洞口放了一
个鼠夹子，可是，老鼠还没出来，我
那书呆子老爸就想试试这鼠夹子管
不管用，于是把脚放了上去，多亏他
穿了鞋，不然他的脚可想而知。经
过这次失误，老鼠军队士气大涨，从
洞里走了出来，高兴地向我们吐舌
头，我们把眼睛都看直了，这时，才
反应过来，爸爸妈妈一个拿扫把，一
个拿捕鼠笼，分工合作，不一会儿，
老鼠大军就败下阵来。

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但没过
多久，老鼠们的后代又出现了。不
过这一代老鼠欺软怕硬，我们吓唬
它们，它们就害怕了，不敢在我们
家出没了。

为了防止老鼠再次出现，爸爸买
了一只绿眼睛的小猫。只要小猫喵
喵叫上两声，老鼠们就吓得屁滚尿
流，从此老鼠在奶奶家消失了。

星辰双语四（1）班 刘博然
（本报小记者）

捉
鼠
趣
事

捉
鼠
趣
事

重温旧梦：旧梦：过去的梦。比
喻回忆过去所经历的情景，希望重新
再来。出处：巴金《关于〈家〉》：“你不
曾做过这些事情的见证，但是你会从
别人的叙述里知道它们。我不想重
温旧梦，然而别人忘不了它们。”近义
词：抚今追昔。例：二十年后她回到
母校，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

重见天日：重新看见天空和太
阳。比喻脱离黑暗的环境，又见光

明。出处：《古今小说·杨八老越国奇
遇》：“幸天兵得胜……我等指望重见
天日。”近义词：拨云见日。反义词：
暗无天日。例：这几件埋在地下几千
年的青铜器重见天日，对“殷商文化”
的研究有重要意义。用于人的意愿、
感受方面的描绘，也用于一般事物。
多作谓语，也作定语。 （未完待续）

常见成语辨析

中考写作对记叙文要求较高。《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文
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明确要
求，“观察、感受自然与社会，表达自己独
特的体验与思考，尝试创作文学作品”，

“借鉴其中的写作手法，表达自己对自然
的观察和思考，抒发自己的情感”，“尝试
诗歌、小小说的写作”。这说明写好叙事
类文章，要有独特的生活素材，要运用一
定的文学技巧，要形成富有创意的思
考。复杂记叙文写作至少涉及用什么素
材写、用什么技巧写、表达什么思想创意
等核心问题。教师可以结合学情，从“加
减乘除”四个方面入手，指导学生写好复
杂记叙文。

做加法，在真实的基础上补白。复
杂记叙文写作要立足于学生的生活经历
和体验。按照学生的生活空间，素材主
要来源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领域，教
师可引导学生按照分类原则对这些素材
进行梳理。家庭素材有一家人吃团圆
饭、给长辈过生日、做家务等，学校素材
有师生情谊、同学互帮互助、参加运动会
等，社会素材有参观研学基地、外出旅游
等。这些素材来源于生活，具备真实性，
学生可以在此基础上挖掘空白点，让内
容更丰富。

做减法，根据主题需要适当修剪素
材。写作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对生活进
行艺术加工，复杂记叙文取材可以根据
主题需要对素材进行深度加工。能表现
主题的，就详写；跟主题有一定关联的，
就略写；跟主题无关的，就不写。比如写
自己参加运动会的经历，没必要把整个
训练过程都事无巨细地实录。如果要表

现坚持不懈，就重点写面对挫折时的顽
强毅力；如果要表现团结力量大，就重点
写接力跑的交接棒合作；如果要表现突
破自我的荣耀感，就重点写自我努力。
好的记叙文不在于篇幅的长短，而在于
丰富和精要，保留精华，删除赘述，根据
主题做减法非常重要。

做乘法，借鉴小说笔法突出细节的
感染力。《史记》《左传》《战国策》里的人
物为什么引人入胜，情节为什么扣人心
弦，就是借鉴了小说笔法。为了突出曹
刿的深谋远虑，就要刻意表现鲁庄公的
目光短浅；为了突出邹忌善于劝谏，就要
精心设计齐王广开言路后群臣吏民纷纷
进谏的热闹场面。做乘法，就是以倍数
来放大细节，在事实的基础上运用夸张、
对比、抑扬等技巧来精准强化，给读者留
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做除法，精炼语言进行艺术留白。
水墨画、诗词创作讲究留白，写复杂记叙
文完全可以学习留白艺术。叙事类文章
容易陷入语言表达泛滥的陷阱，能用一
个词写精彩的内容，可能写了一个长句，
能用一句话讲明白的内容，可能写成一
个语段。写得太满，不懂留白，就压缩了
读者的想象空间，反而限制了文章的表
现力。有学生写父亲放学接人：“父亲
矮，就站在石墩子上，手搭凉棚，朝着校
门口瞭望。”作者除去人潮拥挤的场面，
除去自己急切的心情，直接刻画矮小的
父亲站在石墩子上的场景，充分表现了
父爱的深沉与伟大。语言表达做除法，
就是要除去繁杂冗长，除去细枝末节，用
精准的表达直击核心、突出神韵。

据《中国教育报》作者：吕新辉

写好记叙文的“加减乘除”四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