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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科教专刊/习作

名 师 释 疑

秋天的校园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
语，各种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那次拔河比赛，它不
仅仅是一次比赛，更是我们班级团结合
作的见证。

比赛前夕，我们班的男生和女生都
做了充分的准备。大家分工明确，男生
们热身拉伸，女生们则在一旁加油鼓
劲。男生们互相之间交流着技巧，女生
们则在一旁笑声不断，为男生们打气。
那种团结的氛围，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团
结合作的重要性。

终于，比赛的日子来临了。随着裁
判的哨声，比赛正式开始。男生们用尽
全力，双手紧握绳子，双脚深深地扎进

土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坚定与
决心。女生们则站在一旁，高声地为男
生们加油，呼喊声此起彼伏。那种团结
一心、共同努力的精神，仿佛是无形的
力量，推动着每一个人向前。

比赛过程中，有几次我们差点被对
方拉过去，但每一次，男生们都咬紧牙
关，坚决不让步。女生们的加油声也越
来越高，仿佛是给男生们注入了新的力
量。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
赢得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男生们筋疲力尽地坐
在草地上休息，汗水湿透了衣服。而女
生们则围在他们身边，笑声和欢呼声此
起彼伏。那一刻，我看到了团队的胜利

和团结的力量。更令我难忘的是，班长
站在领奖台上，手捧奖杯，脸上洋溢着
自豪的笑容。

回想起那次比赛，我深深地感受到
了团结的力量。是的，一个人的力量是
有限的，但当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努力，
就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做到的。对于
那次比赛，我充满了感谢。感谢每一个
为比赛付出努力的人，感谢每一次的团
结与合作。

总结这次比赛的意义，我想说，团
结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帮助我们
战胜一切困难，走向成功。在未来的日
子里，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种团
结的精神，共同面对每一次挑战，创造
更多的辉煌。

连开小学六（5）班 陈采儿（本报小
记者）

指导老师：贾慧敏

难忘的拔河比赛

春 天 的 脚 步 悄 悄 走 近 ，校 园 里
洋溢 着 浓 浓 的 春 意 。 每 当 春 风 吹
过，同学们都会议论纷纷，期待着春
游的到来。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春
游的目的地是位于朔州西高速收费站
东一公里路南的藜园小镇，那是一个
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听说那里有独
特的陶艺、美味的草莓和 热 情 的 主
人们。

当我们到达藜园小镇的时候，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五彩斑斓的气球和
飘扬的彩旗，好像小镇正在举办庆祝
活动。随后，我们看到了热情的老师
们，他们挥舞着手臂，欢迎我们的到

来，脸上洋溢着真挚的笑容。小镇的
每一处都充满了活力和热情，让人仿
佛置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的梦境中。

黎园小镇的活动丰富多彩。首先，
我们参加了陶艺制作。老师为我们介
绍了陶艺的历史和技巧后，大家都跃跃
欲试，纷纷动手制作自己的作品。同学
们或是捏制小动物，或是雕刻花朵，每
个人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仿佛陶艺已经
成为了他们的第二生命。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草莓园。看
着那一片片绿油油的草莓叶下，隐藏
着红彤彤的草莓，同学们都兴奋不
已。大家争先恐后地摘起草莓，有的

摘得满满当当，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
容；有的则因为太过投入，脸上沾满
了草莓的汁液，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其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一个同学在
摘草莓时，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大草莓，
结果他整个人都滑倒了，草莓汁四
溅。主人们看到这一幕，纷纷上前帮
忙，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这一幕，
成为了大家在藜园小镇上的一个美好
回忆。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的春
游圆满结束。回想起在藜园小镇的点
点滴滴，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小镇的
热情和活力。藜园小镇不仅给我们带
来了快乐和欢笑，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
的经历和美好的回忆。

连开小学六（5）班 朱佳颖（本报小
记者）

指导老师：贾慧敏

走进藜园小镇

兰州一日游，是一次
穿越古今、品味西北风情
的精彩旅程。

清晨，迎着第一缕阳
光，漫步在黄河之滨，我们
跨上了有100多年历史的

“黄河第一桥”——中山
桥。中山桥是黄河上修建
的最早铁桥，为四墩五孔，
每孔跨距 45.9 米，规模庞
大、气势磅礴。中山桥下，
河水悠悠，仿佛诉说着厚
重的历史记忆。桥上，游
人如织，或拍照留念，或尽
享这份宁静与壮阔，黄河的

雄浑与城市的活力在这里完美交融。
傍晚时分，可以坐在三泡台的茶

桌旁，点些瓜子和小菜，一边品茶、吃
瓜子，一边看着中山桥上的行人，中
山桥下疾驰的快艇和豪华的游轮从
眼前掠过，那是何等地悠闲自在。也
可以选择乘坐游轮，站在船头或船
尾，迎着风，看着浪花，望着飞鸟，一
切都是那么惬意。随后，我们前往正
宁路夜市，这里是美食爱好者的天
堂，飘香四溢，马爷牛奶鸡蛋醪糟，老
马的麻辣羊头、羊蹄，还有羊肉串，每
一口都是对兰州味道的深刻体验。

兰州一日游，虽短却充实，让人
在品味美食、领略风光的同时，也深
深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与
无穷活力。

市五小六（1）班 韩喆（本报小记者）

兰
州
一
日
游

暑假期间，在我们自驾旅行最后
几天，我们住的地方很奇特，不是住
在高楼里，也不是住在大院里，而是
住在地底下，它就是河南省三门峡市
陕州区的地坑院。

地坑院，又称“地下四合院”，
深度为 6 至 7 米，是黄土高原地区
一种独特的传统民居形式，主要分
布在山西、陕西和河南等地。这种
居住方式可追溯人类早期居住形
式 ，利 用 黄 土 的 直 立 性 质 挖 建 而
成，具有冬暖夏凉、节能环保的特
点。地坑院的建造过程讲究，包括
选址、向下挖坑、四壁凿洞、美化装
饰等步骤，形成独特的地下生活空
间。地坑院内部通常包括窑洞、下
沉庭院、地下通道等部分，营造出
神秘而宁静的氛围。这种居住方
式不仅适应了当地自然环境，还体
现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
和适应智慧。

当我们走进村子的时候，感觉这
儿也没啥特别的，和平常的农村差不
多，但当再往里走时，我突然看到了

一圈用砖砌成的半米台子，围成一个
大正方形，趴在台子上往下一看，哇，
是一个巨大的坑，里面有好多拱形的
门洞。我惊讶地睁大双眼，和妈妈
说：“妈妈，这就是咱们今天要住的地
方吗？”妈妈笑着点点头。我开心地
跳了起来，迫不及待地顺着通道往下
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房子，每间房
都是半圆形的，墙壁和床都是用泥土
砌成的，一进到屋里感觉有点潮湿，
但床上却是热乎乎的。我走出屋子
抬头看，天是四四方方的，我好像变
成了“坑底之蛙”。老板热情地向我
们打招呼，给我们做了一桌香喷喷的
农家饭，还给我们摘了好多当地的
果子。到了晚上，坐在院子的秋千
上，听着树上蝈蝈的叫声，闻着乡
村泥土的气息，感受到了农村的自
在和悠闲。

我喜欢地坑院，它让我有了不一
样的居住体验。

市五小六（1）班 连颢然（本
报小记者）

指导老师：李改凤

地坑院的别样体验
炎热的八月来到了，我和妈妈一

起去贵州旅游，我们最先参观的地方
就是黄果树瀑布。

到了景区，天已经下起了蒙蒙细
雨。排队进入后开始爬楼梯，木台阶
旁边是坚硬的山石，上面还覆盖着一
层厚厚的苔藓，加上下雨时的雨珠，一
点一点地从石块上滑下来，看起来很
有诗意。四周有很多树木遮挡，虽然
是在山坡上，但这里的树依然很茂
盛。离瀑布越来越近，已经能看到水
流，能听到水声了。

站在中途的观景台上，黄果树瀑布
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但亚洲第一大瀑
布的壮观还是要到跟前才能体验到。
距离瀑布只有一小段路了，咦？怎么又
开始下雨了，不对啊，就算下雨了也有
树木挡着，不会这么大啊，只见那“雨
滴”像水雾一样，特别小还灰蒙蒙的，我
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根本不是雨滴，
而是瀑布散发出来的水雾。

水雾越来越大了，好似下大雨一
样，不穿雨衣的话身上早就湿透了。
忽然，一阵风吹来，打得人脸上都是

水，冷气也越来越浓了，抬头一看，原
来我们已经到了瀑布前。

黄果树瀑布的气势可真磅礴，又
宽又高，如同仙女的白纱一样一泻千
里，水流的轰鸣声呼啸在耳边，又像千
军万马一起冲向了河底，壮观极了。
凉爽新鲜的空气环绕在我们周围，使
人心情舒畅，忘却了一切烦恼的心事，
只想好好享受眼前的风景。

但时光匆匆，只能呆一小会儿，我
们就要返程了。黄果树瀑布之旅虽然
短暂，却令我难以忘怀。

市五小六（1）班 张祺鑫（本报小
记者）

指导老师：李改凤

游黄果树瀑布

学生“说不出”“说不好”的原因，主
要是没有内容、没有顺序、不知道说得
对不对，于是压抑说的欲望，变成“不想
说”。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在语文课上
采取创设“说”的情境、提供“说”的支
架、给予“说”的评价三种方法，让学生
能够在课堂上说得有深度、有梯度、有
准度。

创设“说”的情境。“说”体现了思考
的结果，学生要能说出对课文情境里内
容和表达的认知。每一篇课文营造了
多个学科情境、个人情境和社会情境。
教师应要求学生说出自己的深度思考，
遇到课文里的问题不要刚想到就说出
来，还要再进一步结合其他方面想一
想。我们习惯从学科情境去说，其实更
需要结合其他情境去说，也就是要创设
新的情境，这样学生的思考会更深入，
从而说出更有深度的内容。

以整篇文章作情境为例，如《喜看
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
奖获得者袁隆平》这篇课文，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说出袁隆平的优秀品质以及
他作为科学家的优秀特质。但如果仅
仅是概括一下说出来，还是比较浅显、
单一的认知，这就需要教师再往前一
步，往复杂的情境引导，创设社会情境，
如“声名显赫的科学家往往有非凡的科
学成就，那么他一路上很顺利吗？”这个
情境涉及成功与顺境逆境的关系，学生
就会在了解的基础上往社会情境的方
向走。思考增加了难度，高阶思维也得
到了训练。

当然，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抓住课
文的某一情境来思考。如陶渊明的《归
园田居》一诗里“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
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
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
桑树颠”这一节，很多学生都会说出这
部分描写了诗人田园生活的惬意和自
由。这样当然也算理解了本诗的表达
和内容，但是再往前思考一步，这几句
诗 到 底 通 过 哪 里 体 现 出“ 惬 意 和 自
由”？这需要结合个人体验情境才能解
决。读这几句诗，就好像诗人一一指点

“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烟、狗、
鸡”，专注而热忱，如果学生如此思考、
如此去说，会说出贴近课文的深度、说
出富有深意的亮点。

即使是简单的学科情境，也需要通
过思考来回答。很多教师在课堂上让
学生简单问答“对不对”“是不是”，这纯
粹是条件反射，无法提高学生的思维品
质。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布鲁姆将认
知层次由浅到深分为记忆、理解、应用、
分析、评价、创造，越往后，思考越深刻，
需要的思维越复杂。教师创设的情境，
也要往高阶认知层次上靠，才能提高学
生思维水平。

提供“说”的支架。很多学生面对
情境，往往能够想到一些，但是说不全，
或者没有头绪乱说一通，纯粹是“茶壶
里煮饺子——有口倒（道）不出”。这需
要教师平时给学生提供“说”的支架，让
学生说得有梯度、有层次。

课文《我与地坛》第一部分结尾多
次提到“味道”，如何把这个问题说清
楚？没有支架，学生会说得很含糊，有
了支架，就能帮助学生找到一条思考的
路径，让学生遵道而行。笔者采用余映
潮老师提供的支架概括内容法，以“像
……一样活得……”的支架来概括本节
提到的七句“譬如”内容，“像落日一样

活得灿烂，像古柏一样活得镇静……”
如此概括完毕后，学生都兴奋起来，他
们终于明白史铁生说的“味道”原来是

“生命的境遇”——人的一生应该体验
不同的生命境遇，积极向上。

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无非是
例子。”语文教材自然也是“说”的例
子。新课标里提的核心素养“语言建构
与运用”，就是“说”的建构与运用；“思
维发展与提升”，就是“说”的发展与提
升。很多课文体现了说话的智慧，如

《烛之武退秦师》里那段著名的外交辞
令，百来个字五个层次，巧妙地利用了
秦晋之间的矛盾，以及秦穆公对晋人的
戒备心理，使秦退兵，结合时代形势和
个体心理——这也是一种支架；而《祝
福》里祥林嫂被掳走后卫老婆子向鲁四
老爷的道歉，一连四转，先不是直接道
歉而是阐明自己也是受害者，然后表明
自己的诚意，再是自我贬低和抬举对
方，最后是保证重新找一个更好的——
简直是一段十分优秀的“道歉”的语言
支架。每篇课文的逻辑、审美、文化，都
围绕语言展开，也可以说是围绕“说”展
开的。

给予“说”的评价。有些学生爱面
子，怕说错，于是不说，所以教师应对学
生“说”给予评价，让学生内心有杆秤，
从而理直气壮地说。笔者采用的方法
是定性、定点、定型。

如《登泰山记》里“苍山负雪，明烛
天南”，为什么写得这么好？首先是定
性，这个问题性质是关于表达的。文章
写得好，就是表达得好。而表达包括写
作对象、写作手法、句式选用、词语锤炼
诸多方面。回答“为什么写得好”这类
问题，需要表达的知识支架。其次是定
点，这个问题的要点是表达的知识。有
学生说这个句子好是因为“拟人、对偶、
名词作动词、句式整齐”，这样说就比较
空泛。其实这个句子，首先精准表达出
作者初登泰山顶时刹那间的感受——
满山是雪，太刺眼了——但作者不言冰
雪覆盖青山，却说青山背负着雪，赋静
态的青山以人的动态，写得新颖传神；
进而说苍山上的雪像蜡烛一样照着天
南，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积雪的光彩。
这样说就合情合理。最后是定型，总结
一套“说”的模板。对应本篇课文就是

“对写作对象的瞬间感受+描写形象选
择+词句锤炼”。学生获得这样的模板，
就不会就句论句，而是能够化为个体言
语经验，真正学会独立阅读和自由表
达。通过定性、定点、定型，学生的口语
表达一般不会产生偏差，而是越说越准
确，越说越有兴趣。

课堂上学生的“说”，一定要从新课
标“养成个体言语经验”的角度去认识、
去实践，日积月累，一定可以说得有深
度、有梯度、有准度。

据《中国教育报》作者：边建松

语文课堂怎样加强言说训练

语言表达能力对学生的成长和发
展至关重要。为了培养良好的口语表
达能力，让学生有话可说，教师不妨从
以下三方面去尝试。

提供“话机”。许多学生之所以不
敢或者不愿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因
为他们在平时已经习惯了课堂都是班
上“好学生”说话的专场。因此教师需
要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机会，鼓励学生表
达自己的想法，增强他们大胆表现的欲
望。教师不妨利用一个固定的30分钟，
定为“班级讲堂”，让学生轮流登台演
讲。内容可以是国际热点、国内新闻，
可以是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也可以是
名胜古迹、风俗民情等。教师可以每周
安排三个学生演讲，每人演讲时间10分
钟。长期坚持下去，学生“说”的本领一
定会与日俱增。

设计“话题”。常言“话不投机半句
多”，这提醒教师在选择话题方面应该
尽量选择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提高学生
参与的积极性，让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
提升表达能力。比如，教师可以让学生
说一说名著名篇中的一些情节，或者一
些故事的结局等。如故事《乌鸦与狐
狸》，生动有趣地把乌鸦与狐狸的形象
描绘出来，尤其是故事的最后一句“猜
猜后来怎么啦？”学生读到这儿，七嘴八
舌，教师不妨顺势引导，让学生想象后
面的故事，尝试续编，并举办续编故事
会赛一赛。学生有了前面的铺垫，自然
有了说话的欲望，即使是一些平常不爱

主动表达的学生，有了前面学生的故事
为依据，也会有话可说。

创设“话境”。良好的语言表达能
力需要大量、持续且高质量的输入和输
出。教师应鼓励学生参与各种实践活
动，让他们亲身经历、观察和思考，从而
提供丰富的语言输入。教师可组织低
年级学生开展一些如“萝卜蹲”之类的
简单的语言游戏，让学生“说”出乐趣，
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于高年
级学生，教师应创设更多的话语情境，
如开展“零食与健康”“小学生使用手机
利与弊”等小组辩论赛，鼓励他们勇敢
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交流互动中提升口
语表达能力。

在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过程
中，教师要注意给学生提供正面的反馈
和鼓励，让他们有信心并有意愿继续努
力。同时，教师还应发挥榜样效应，以
身作则积极参与表达和交流，让学生看
到语言表达的重要意义和乐趣所在。

据《中国教育报》作者：杨金珍

三招提升学生口语表达能力

4月15日晚，以“相‘粤’珠江，共‘晋’未来”为主题的“山西之夜”活动在大湾区珠江之畔广州塔魅力上演。朔
州市充分把握活动机遇，打出“绿色”王牌，推介“绿色”优势，发出“绿色”之约，推动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共赢。图
为中科院院士高福代表朔州作宣传推介。 高文武 摄

（上接第1版）
除此之外，我市还重在打造一流的

营商环境，提升招商的竞争力，发展招
商成为生产力。

市、县两级招商部门常态化开展入
企服务帮扶，变等待服务为上门服务、
靠前服务。集成推进“承诺制+标准地+
全代办”改革，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实行“一枚印章管
审批”“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积
极解决招商引资企业难题，帮助企业用
最快的速度完成注册登记和审批业务，
进一步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

“能够解决的，立马解决；暂时解决
不了的，详细列出时间表，按时反馈进
展情况，力争早解决；对不符合政策或
因客观原因解决不了的，耐心细致做好
解释说明，确保诉求办理形成闭环……”
这便是朔州对企业家们最真诚的态度
和实实在在的承诺。

一系列周到、及时、细致的服务措
施，让一大批来朔投资兴业的客商感受
到了朔州良好的营商环境，继续在朔州
增资扩能，形成了项目建设、营商环境、
招商引资三者的“良性循环”。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是创造一段新
的历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起步、
发展，我市招商引资工作见证并助力着
朔州的点点滴滴和翻天覆地变化。未
来，招商引资这条大道，将进一步引领
朔州人民阔步走向美好的明天。

筑巢引凤 生机勃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