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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假 生 活

出将入相：在外为大将，入朝为
宰相。一般指文武双全的人，也指
担任文武要职的人。出处：北魏《元
英墓志》：“出将入相，朝望攸居。”近
义词：文武双全、高官厚禄。例：他
文武双全，出将入相，是朝廷重臣。

出口成章：本指口才好，说出话
来就成文章。也形容文思敏捷，写

诗作文不用起稿。出处：《淮南子·
修务训》：“舜二瞳子，是谓重明，作
事成法，出言成章。”近义词：下笔成
章。反义词：才疏口拙。例：我身旁
这位小伙子走笔题诗，出口成章，令
人佩服。用于形容人的才思。一般
作谓语、定语。 （未完待续）

常见成语辨析

在成长的长河中，
我学会了很多技能，首
先 是 学 会 爬 ，然 后 是
走，接着是说话……今
天我又解锁了一项新
技能——择菜与洗菜。

妈妈买菜回来，我
自告奋勇，要帮妈妈择
豆角。我抓起一把豆
角，学着妈妈平时的样
子开始择。刚一开始，
第一根豆角就被我的魔
掌拦腰截断，我惊呼一
声：“啊！”妈妈闻声赶
来，看到豆角的惨状和
我苦丧的脸，笑着摇摇
头。这时妈妈拿起一根
豆角说：“来，你仔细看
看。”只见妈妈一手捏住
豆角的一头，另一手用
大拇指和食指轻轻一
掰，又慢慢一撕，豆角的
头连着一根细细的茎就
下来了。妈妈说：“你再
试试看。”我又学着妈妈
的样子择起来，可是豆角的头倒是下
来了，茎却随之断了。这时妈妈又说：

“你掰的时候要用巧劲。”听了妈妈的
话，我又小心翼翼地掰、撕，这一回茎
真的被拉下来了，我高兴地叫起来：

“我成功啦。”接下来，我一鼓作气，把
一盆豆角都处理完了。这时我才觉得
胳膊有点酸了，可是看着一盆子的战
果，心中也充满了成就感。

择完豆角，又要洗豆角了。嘿
嘿，这回简单了。我直接打开水龙
头，开始一根一根地洗。妈妈见状，
连忙关上水龙头说：“可不能这样洗，
既浪费时间又浪费水，你应该在盆里
放些清水，把豆角放盆里洗。”我恍然
大悟。果然按照妈妈的办法，又快又
省事，真是印证了那句话：“听了老人
言，快乐在眼前。”洗完一遍后，我还
按照妈妈的指导，用流动的清水再次
冲洗，确保每一根豆角都晶莹剔透，
仿佛刚从田间采摘下来一般。

完成这一切后，我抬头看妈妈，
她的眼中满是赞许。那一刻，我深刻
体会到了劳动的乐趣和家人的温
暖。原来，为家人做一顿饭，从择菜、
洗菜这样的小事开始，就能让人的心
灵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幸福。

平鲁区启明实验学校五（7）班
赵一博（本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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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做饭很好
吃，油泼面、咖喱米
饭、麻辣香锅，这些可
都是他的拿手好饭。

有一次，爸爸想
给我们做菜炒面，谁
知配料不对，怎么办
呢？我说：“那就做
成油泼面吧！”饭刚
做好，一股香味儿扑
鼻而来，我实在抑制
不住馋虫的叫唤，也
等不及全家人坐下，
就迫不及待地抓起
筷子开始品尝。哇，
这味道简直胜过“中

华扯面”，一碗面瞬间吞进肚里。
姑姑一家回来了，爸爸在奶奶

家给我们做了一锅麻辣香锅，菜品
丰富、颜色诱人，大家异口同声地
说：“这味道太香了，口感太好了，
简直让人回味无穷，我们明天还要
吃。”就这样，爸爸的第二道名菜诞
生了。

我 5 岁那年过生日的时候，正
好赶上了“六一”儿童节，请了一些
非常要好的朋友一起庆祝。老爸
说：“今天我给你们做一道小朋友
都喜欢吃的菜。”只见一会儿工夫，
香喷喷的咖喱米饭做好了，朋友们
边往嘴里塞，边赞叹：“叔叔的厨艺
真是太好了，下次我们还要来吃你
做的咖喱米饭。”

我的爸爸真的非常棒，在我心
中，他绝对是唯一的“厨神”。

山阴六小四（6）班 殷健洋
（本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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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身材苗条、长相清秀。她
有一头黑色的蓬松卷发，一双星月般的
眸子。她的眼睛明亮又清透，笑起来的
时候弯弯的，像两个小月牙；生气的时
候瞪得圆圆的，像两颗亮晶晶的葡萄。
妈妈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一排洁白的
牙齿，让人倍感亲切。

我眼中的妈妈既严厉又有耐心。
记得有一次快期末考试了，老师给我们
发了一份复习卷作为星期天的家庭作
业。到家后，我三下五除二就把试卷完
成了，然后慵懒地躺在沙发上饶有兴致
地看电视。没过多久，妈妈下班回到
家，她见我正在看电视，并没有说话，而
是拿起桌上的试卷，专心致志地检查起

来。不一会儿，妈妈怒气冲冲地来到我
面前，她紧皱眉头，脸上乌云密布，那瞪
圆的双眼好像要喷出火焰似的。

她狠狠地把试卷往沙发上一摔，质
问起来：“这是你写的试卷？你认真做
了吗？你自己看看，字写得歪歪扭扭，
每道题只回答两三个字，你到底是怎么
回事？”然后，她用手指着一道题，继续
呵斥到：“这么简单的题，你也会错吗？
这就是你的学习态度？”我低着头不敢
直视妈妈的眼睛，低沉的气氛像一只大

手，掐得我喘不过气来。最后，妈妈坐
在我身边，耐心教我这道题的解法。回
到房间，我把这道题擦了，重新认认真
真地做了一遍。终于，我弄清了这道题
的解题思路。期末考试，我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这与妈妈的耐心与严厉的教导
是分不开的。

这就是我眼中的妈妈，既严厉又有
耐心的妈妈。

平鲁区启明实验学校五（10）班
李星澜（本报小记者）

我眼中的妈妈

今天，我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有关
宇宙的课。晚上，我趴在窗台上，望着
浩瀚的星空。星光像一只只离弦的箭
一样射进我的眼里，在我的身体里汩汩
流淌，告诉我一个奇妙的秘密：在很远
的地方，宇宙的另一边，是我们的反
面。那里有和我们一样的街道，一样的
房子，里面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孩子。

当我上学时，她会不会正在放学
呢？当我走在小街上去看望奶奶时，她
会不会正从奶奶家出来呢？当我愁眉
苦脸地想着宇宙另一边的我在干什么
时，她是不是笑容满面地也在想我在干
什么，我们的目光会不会在哪里相遇？

在宇宙的这一边，夏天才可以吃雪
糕，那么在宇宙的另一边，是冬天都可
以吃雪糕吗？在这边，冬天树木会干枯

枯的，那在另一边，冬天会不会万物生
机勃勃？在宇宙的这一边树木不会动，
那么宇宙另一边，树木会不会像机器人
一样可以舞蹈？在这一边，昆虫只会
叫，那么另一边，昆虫会不会唱出歌曲，
甚至说话呢？

在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背
着书包向西走去，她会不会在教室里
做乘法。我的思路在茫茫的宇宙中穿
梭，突然我下定决心，长大以后，我要
去拜访宇宙另一边的“我”，来一次星
空旅行。

“嘟嘟……”，一声汽鸣声把我拉回
窗台。我仰望星空，回味着星星带给我
的神秘星空旅行。

朔城区四中三（8）班 温进圆（本报
小记者）

宇宙的另一边

孩子们在暑假里的收获，不仅体现
在学了哪些知识，去了哪些地方旅游，
还要在生活能力上有所提高。要想让
孩子全面发展，暑假上好劳动这门课，
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家长不妨从
三个方面入手。

一、营造劳动氛围——我要劳动
家长的一言一行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着孩子，家长如果以积极的心态做家
务，孩子也会受到影响，觉得做家务是
一件快乐的事。比如一起大扫除，家里
窗明几净，心情也会愉悦。一起包饺
子，可以创意无限，让孩子尽情发挥想
象，劳动也变得好玩又有趣。

家长要把孩子当成家庭的一分子，
不仅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更要引导孩子“家人的事情帮着
做”。家长有时候可以适当“示弱”，比
如：“妈妈今天上班很累了，你来做一下
晚饭，好吗？”“爸爸需要你的帮助，你现
在有空吗？”孩子都会很乐意去做，因为
他体会到了被需要的价值感。家长适
时当一回甩手掌柜，让孩子来当家，比
如采购、扫除等。孩子能够从自己当家
的经历中学到许多，也能够加深对家务
劳动的认识，养成积极劳动的习惯。

二、强化劳动技能——我会劳动
2024年 5月，天津推出了中小学生

“家庭劳动清单”，根据孩子不同年龄分
梯度明确了家庭劳动任务项目。家长
可以此为依据，指导孩子开展相应的家
庭劳动。孩子刚开始做家务的时候，可
能毛手毛脚，也可能是帮倒忙。这个时
候家长不要催促孩子或直接上手帮孩

子做。我们要允许孩子去尝试新的生
活技能。如：怎样整理自己的床铺？
叠衣服有什么窍门？如何对玩具进行
收纳整理等。家长要告诉孩子基本的
生活常识，帮助孩子掌握一定的劳动
技能。有时候，碰到一些有挑战的家
务，家长还要拆成一个个的小步骤，教
给他们。

另外，假期的家庭劳动还可以和学
校教育相衔接。比如，数学课上学习了

《认识人民币》后，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去
买菜，在生活中实践成长；科学课上学
习了植物养殖后，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在
家学着种植。在养护花草的过程中，既
习得了劳动技能，又增强了成就感。

三、体验劳动价值——我爱劳动
无论孩子做得如何，家长都要及时

给予赞美和鼓励，特别是起始阶段，让
孩子知道他做的每件“小事”、每一次努
力都被家长看到了。在鼓励孩子大胆
尝试的同时，一定要记得“多夸奖、少责
备”。家长在暑假里要经常赞扬孩子，
夸他勤劳、夸他能干；经常将孩子的劳
动表现发到朋友圈，在记录成长的同
时，也让朋友们来点赞。当孩子积极参
与劳动时，建议家长尽所能地夸赞。比
如看到孩子整理了玩具，家长可以惊讶
地问：“是哪位田螺姑娘把玩具整理的
这么整齐？”此时孩子的内心感受一定
是得意的。此时家长要再补上一句：

“你真是太能干了！你比我整理得还要
干净。”当孩子的劳动积极性被激发出
来，就一定能收获到惊喜结果。

据《今晚报》作者：李达

暑假劳动促成长

今天，我们《朔州日报》小记者们
来到山西证券朔州分公司学习金融理
财知识。这节课不是让我们规规矩矩
地坐在椅子上听老师讲，而是以一场
小小的集市拉开序幕。

我带了好多的手办和书，但是 15
分钟的时间我只卖掉了一本书。我发
现隔壁的一个小女孩，她带了一板龙
珠来，好多人都在她那里抽龙珠，应该
赚了不少钱。我绕了一圈，发现大家
带的东西都挺多的。有的带漫画书，
有的带玩具，还有的带石膏娃娃。15
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有的收获丰盛，喜
笑颜开，也有的愁眉苦脸。

老师还给我们讲解了钱是什么？
钱就是货币，是用来支付的一种工
具。我们还认识了 1 元、50 元、100 元
人民币背面的景点。1 元背面的景点
是杭州西湖，50 元背面的景点是布达
拉宫，100 元背面的景点是人民大会
堂。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到这些地
方打卡。

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股票和基
金，还有理财。老师说股票是有风险
的，国债是风险最低的。可是老师说
我们这个年龄是不能开账号的，如果
想要买国债只能用爸爸妈妈的账号
买。老师又教我们理财，内容有点复

杂，我没太听明白，就知道要钱生钱。
最后一个环节是拼图大战。没想

到的是，一个小小的拼图居然有100多
块。老师说完成拼图的前三名会有特
别好的礼物，我一直努力地拼，最后也
没能赢得奖励，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沮
丧，因为过程最重要。

课程结束后，老师又让意犹未尽
的我们开了一次小小集市，这可把我
开心坏了。我溜达了一圈又一圈，发
现别人有的漫画书我家没有，问了一
下那本漫画书的价钱，才5毛钱一本，
我算了一下五本书也就是2.5元，好便
宜，我二话不说赶紧买下。当活动快
要接近尾声的时候，给我们讲课的老
师说：“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卖什么书
呢？”我就把卖的所有书拿了出来，最
后老师买了两本《哈利波特》10 元，一
本《山海经》3元，一共是13元。加上我
之前卖的2元，今天一上午一共卖了15
元。我还买了一个小相机，几本漫画
书，心满意足地准备回家了。

这节活动课我们不仅了解了课本
上没有学过的知识，还赚到了零花钱，
买到了自己心仪的东西，真是一节特
别的生活课堂。

朔城区四中五（11）班 高浩芸
（本报小记者）

一节特别的活动课

星期六上午，我跟随《朔州日报》
小记者站的老师来到山西证券朔州分
公司，参加小记者财商训练课。

在活动现场，小记者们手里提着
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图书、玩具、植
物……大家拿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
原来这节课不是规规矩矩地坐着听
讲，而是以热闹的小集市拉开序幕。
本着薄利多销的原则，我把“一元店”
的牌子拿了出来，接着拿出我所有的
商品，不一会儿，就有很多人被吸引了
过来，虽然走了一部分，但是，随着时
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卖了很多东西，

我的收入也越来越多，商品所剩无几。
接下来，老师播放了一段视频，视

频讲述了山西证券成立发展的历史，
也讲述了证券公司的许多知识。随后
老师开始提问了，我认真地回答问题，
还得到了奖品。看着大家羡慕的眼
神，我决定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积累
更多的知识。

通过这节财商训练课，我知道了
如何赚钱，还知道了证券公司是干什
么的，真是收获满满。

朔城区二小三（8）班 赵德霖（本
报小记者）

生动的课堂

为引导小记者从小培养理财意识，
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8月3日，《朔州日
报》小记者们走进山西证券朔州分公
司，开展“小记者财商训练”社会实践活
动，进一步提升青少年财经素养，培养
更多合格的“小小金融家”。

活动开始前，证券公司的刘老师
提出“钱是怎么来的”“钱该怎么花”等
问题，希望小记者们带着问题在课堂
中与老师共同探讨学习，老师以“以物
换物”为起点，与小记者们共同探讨货
币的“前世今生”，直观学习消费、储
存、理财等金融概念。

为了更加直观感受、深刻体验此
次活动，证券公司为小记者们组织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小集市”，大家把
自己富余的书籍、玩具等进行售卖。
期间，大家可以互相买卖、讨价还价，
以此理解消费、经济等概念，同时也体
会到了获取财富的艰辛和不易。接
着，老师用幽默风趣、生动易懂的语言
为小记者们讲解了山西证券的发展历
程，激发起大家对于证券的浓厚兴
趣。通过简洁明了的课件，老师由浅
入深地介绍了山西证券的服务范围以
及投资理财等知识。老师还设计了课
堂拼图游戏环节，使课堂氛围轻松活
跃。有奖问答环节，小记者们更是主
动举手、踊跃发言，与老师互动，并获
得了奖品。采访环节，小记者们就课
堂学习内容，知识延伸到对现场工作
人员进行采访，展示了很强的知识面
和思考能力。

本次“财商训练”活动激发了孩子
们对于金融知识学习的兴趣和探索欲

望，培养了理财意识，引导树立了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财富观。对于小
记者们规划自己的财富人生，起到积
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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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细篾条弯成圈，固定接口处，
搭建成一个球形……”重庆市铜梁区安
居古城文庙的屋外阵阵夏日蝉鸣，屋内
一群少年围着扎龙师傅，聚精会神地看
着篾条在他手中慢慢变成一个龙珠。
近日有媒体报道，暑假期间，拥有千年
历史文化底蕴的安居古城成了青少年
的非遗“课堂”，这里常年活跃着多个国
家级、市级和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的传承人，不少学生前来体验、学习手
工扎制龙珠，并参与龙舞表演。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青少年了解乡
土乡情的有效载体，重庆安居古城在暑
期成为青少年的非遗“课堂”，得益于当
地扎实的体验式非遗研学的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研学的结合，可谓天作
之合，是将研学旅行做深做透，做出地
方特色的“妙手”，也是非遗文化传承在
暑期播下的种子。借助非遗的丰富内
涵，通过研学旅行的科学规划，暑期成
为研学旅行的“开讲时间”，自然也是非
遗传承的黄金时段。

在长期的人类活动历史进程中，各
族人民创造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遗产，
有许多以物质形式保留下来，成为了解
人类及族群文明进程的重要物质见证。
同时，还有大量有着顽强生命力和高度
适应性的文化遗产，通过社区、群体或者
个人的传承继续发挥其实用性作用。按
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这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包括了社会实践、观念表述、
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
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将非
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十大门类，对其中体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
艺术、科学价值的内容加以保护。如正
在暑期隆重开展的四川凉山彝族传统火
把节活动，是当地最为盛大的节日，整体
展现了当地传统体育、传统风俗、传统艺
术及审美情趣和观念，已成为该地区各
族群众共同认可和参与的重要文化活

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动见证了中华
文明的绵延传承，在联结民族情感、维系
国家统一方面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其
传承和保护意义不言而喻。

研学旅行作为一项深受青少年欢
迎的教学活动，是青少年通过实地“丈量”
祖国大地，以多种形式了解乡情、国情的
重要方式，也是青少年深度融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的教育过
程。从两者的特点任务来看，非遗与研学
是天然的“盟友”，一个是教育教学的外在
形式，一个是实现教育任务的丰富内涵，
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必然双赢、多
赢。而暑期这一特殊的“大块时间”，则非
常利于平时学习时间紧、压力大的青少年
深入了解和学习参与非遗的传承过程，感
受其文化魅力与文化内核。

非遗与研学在暑期的结合应做好
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对当地的非
遗项目及其传承人、代表作品等资源进
行详细调查及梳理，形成相应的研学旅
行非遗项目教学资源库。二是教育主管
部门和学校要按照课程标准，与非遗传
承机构及其传承人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
计划，比如讲解的内容、参观的路线、参
与的流程与场所、辅助教学人员，等等，
确保研学目标的实现。三是注重个人研
学的组织管理。暑期许多青少年家庭出
行，可指导非遗传承场所建立零星研学
的流程管理，积少成多形成非遗传承的
燎原之火。四是打造非遗研学精品路
线，将当地众多非遗项目进行详略得当
的科学规划设计，形成非遗传承合力。
五是注意非遗研学的过程监管，避免非
遗传承在研学中变异为“生意”。

暑期是研学旅行的热度高涨期，而
非遗应当成为暑期研学的主要内容之
一，让研学取得良好效果，也给非遗播
下文化火种。

据《中国教育报》作者：廖德凯

暑期是非遗传承黄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