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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科教专刊/习作·广告

寸步难行：形容走路非常困难。比
喻处境艰难。出处：《醒世恒言》卷三：

“美娘赤了脚，寸步难行。”近义词：步履
维艰。反义词：一帆风顺。例如，我们
的工作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将寸步
难行。多作谓语，也作定语。

厝火积薪：厝：通“措”，放，搁。
把火放到木柴下面。比喻潜藏很大
危险。出处：《汉书·贾谊传》：“夫抱
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
燃 ，因 谓 之 安 ，方 今 之 势 ，何 以 异
此。”近义词：危如累卵。反义词：
防微杜渐。例如，你这样做无异于

厝火积薪，自找麻烦。“厝”不可读作
“xī”。厝火积薪和“危如累卵”都表
示处境危险。区别在于：“危如累卵”
强调处境极危；而厝火积薪强调潜藏
或隐藏着极大的危险，而未意识到。

（未完待续）

常见成语辨析

名 师 释 疑

今天，我参加了《朔州日报》小记者站
在水乡湾社区举办的“社区探索之旅”社
会实践活动。

我们先来到水乡湾社区的内部大厅，
发现里面有很多丰富的设施：有跳舞的舞
蹈室，还有下棋的棋房，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图书馆。图书馆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是
里面设施却很齐全，一排排书柜立在墙
上，各种书籍排列得整整齐齐，里面还有
座椅，方便居民看书。还了解到社区不仅
可以帮助居民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还可以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加温馨快乐。接下
来，国学杜老师给我们讲了关于仁义礼
智信的知识以及家风、家规、家训，并教
了我们《三德歌》，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纷
纷学习这美丽的舞蹈。最后，我们又进
行了投壶游戏，就是把一个罐子放在离身
边一米的距离，然后拿着一支箭投进壶
中，操作很简单，我投了三四次，一个也没
投中，但是我没有放弃，终于在最后一次
投了进去。

正因为有了无私奉献的社区工作者给
予我们方便，我们才能生活得如此幸福。

市实验小学四（10）班 郭悦（本报小
记者）

走进水乡湾社区

这天，我们上完语文课，在班级里
举行了一场精彩无比的竹节人大赛。

首先上场的是小苗同学和他的“齐
天大圣”，这“大圣”头顶一个帅气的黄
色小帽，淡黄色的外衣，手拿一根武松同
款的梢棒，还有那粗壮的四肢，让人一看
就觉得特强壮。它的对手是“齐天小
圣”，你看这个竹节人，出自小席同学之
手，身材细长，长得又瘦又矮，个头和“齐
天大圣”比起来可差远了，手拿一把大
刀，一上场就先展示了几个武术招式，灵
活极了。同学们都讨论起来谁赢谁输，
我有点儿猜不出来，咱也不能以貌取人。

随着音乐声响起，两个人对视一
笑，在同学们一声开始后，就展开激烈

的战争，“齐天大圣”先是按兵不动，静
静等着，看似没准备好，实则小苗同学
的两手早已紧抓住绳子。“齐天小圣”挥
着“大刀”滑步到对手跟前，“齐天大圣”
见状，随着小苗同学的双手上下拉扯绳
子，“大圣”也向前摆动起来，步步紧逼，

“齐天小圣”嘴里念道：“不好！”小席赶
紧用力往前打，两人互不相让，只听梢
棒和大刀碰在一起“叮叮咚咚”，同学们
一个个都停止了说话，全班同学目不转
睛盯着“战场”，后排的同学因为看不到
都站了起来，有的甚至都跑出座位，有
的看不清急得直拍腿！

富有动感的音乐声中，忽然小席同
学的“齐天小圣”又占了上风，把小苗同

学的竹节人逼到角落，小苗同学临危不
惧，一顿拳法之后就把小席同学的竹节
人按倒在“地”，让小席同学动弹不了，这
招“黑虎掏心”，让同学们纷纷送上掌声。

紧接着小苗同学继续放大招——
泰山压顶、双龙抢珠、梢棒捅心！咚咚
锵、咚咚锵……讲台下爆发出排山倒海
般的掌声，这动作一气呵成，成功把小
席同学逼到角落，并且小席同学用上了
吃奶的力气，重新又站了起来，这操作
让所有人露出惊奇的表情，可是小席同
学没禁住小苗同学的梢棒，倒了下来。
小席同学唉声叹气走下台，获胜的小苗
同学满脸高兴，但嘴里一直说：“手疼！”
一看，手上都磨起了一个大大的水泡。

在同学们的赞不绝口声中，这场精
彩的比赛结束了，令我们回味无穷。

市五小六（1）班 任薪宇（本报小
记者）

指导教师：李改凤

课堂竹节人大赛

星期日下午，我跟随《朔州日
报》小记者站的老师们来到水乡湾
社区参加“社区探索之旅”社会实践
活动。

一 开 始 ，我 并 不 知 道 社 区 是
什 么，社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带着
这样的疑问，活动开始了，分为五
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由工作人员带领
我们参观社区内部设施，以及工作人
员的职责。随着工作人员的讲解，我
对社区有了大致了解，知道了社区存
在的意义。

第二个环节，我们跟着工作人员
参观社区文化，了解到水乡湾社区浓
厚的文化氛围以及多彩的社区活
动。比如，有小孩玩耍的场所、老人
聊天休息或娱乐的地方，真是一应俱
全，正是因为社区工作人员的无私奉
献，才有了如此温馨的场所。

第三个环节，老师教我们中华传
统礼仪，我很认真地学会了。回家后
还特意给爸爸妈妈表演了一番。

接下来，就是游戏环节，游戏名

称叫投壶，这个游戏我只在电视剧里
见过，现在要亲身体验非常激动。老
师拿出一个桶，还有几把不同颜色的
箭，老师详细地讲解了游戏规则，分
组后，我被分到了红组。游戏结束以
后，虽然我们输了，但大家也不会感
到沮丧，因为游戏本身是为了娱乐，

使人放松心情的。
最后的环节是采访社区的工作

人员，叔叔阿姨们也非常礼貌地回答
了我的问题，让我对社区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又到了分别的时刻了，我恋恋不
舍地离开了社区。通过这次活动，让
我了解到社区不仅可以帮助居民解
决生活中的问题，还可以提供文娱的
场所，丰富居民生活。

市九小五（2）班 郭承萱（本报小
记者）

社区探索之旅

遗忘了≠没学过
很多教师的复习课还是多年如一

日的“压缩饼干式”的串讲——把以前
学生学过的几节课内容压缩成一节课
进行提问式串讲。理由是学生遗忘了，
如果教师不串讲，学生回忆不起来。的
确，遗忘知识太正常不过了，但教师的
串讲并不能帮助学生有效回忆。知识
遗忘了，应该让学生根据知识清单，通
过“自我回忆—查阅资料—同伴互助”
的途径来解决，即自我回忆不起来的，
通过查阅课本和相关资料来解决，查阅
资料依然回忆不起来的，通过小组内的
同伴交流来解决。

学过了≠全学会了
除了知识遗忘外，大多数学生在基

础阶段学习时，一定会存在没有学懂、
理解不深刻甚至理解有偏差的知识
点。复习课教学中，教师眉毛胡子一把
抓地串讲，并不能解决基础学习阶段存
在的疑难点、易错点、易混点（“三点”）
等问题。因为课堂时间有限，不允许教
师平均使用时间，既回忆知识，又解决

“三点”问题。笔者认为，在小组同伴交
流的基础上，根据课前对学情的分析
（如果本班学生以前不是自己任教的，
则需要通过前测来了解学情），有针对
性地进行引导或讲解，才能有足够的时
间，有效解决“三点”问题。

学会了≠会解题
很多教师认为，学生题目不会做或

题目做错了，是因为学生没学懂，或者
是学生练得少了。这也是复习课堂讲
解过多或练习过多的原因。其实，学生
不会做题或题目做错了，多数情况下是
因为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不强，或者说关键能力不够
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复习课上着
力培养学生的五个关键能力（当然基础
阶段强化培养，效果更好），即信息提取
与加工、逻辑推理与论证、科学探究与
思维建模、批判性思维与辩证思维、语
言的组织与表达等。这些能力的培养，
不是多刷题就能实现的，恰恰相反，需
要精选题目，才能实现。只有“精刷”，
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培养相关能力。

讲全了≠学会了
很多教师认为自己讲题讲得精、讲

得深、讲得透，让学生讲不如自己讲，加
上复习课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复习课
更是教师“满堂灌”。殊不知，由于师生
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息单向传

递过程中的衰减（因为内容过多、讲解
过快、理解程度不同，学生有意无意地
把许多教师认为重要的信息给遗漏了）
与异化（学生认为自己理解了，但实际
上并未理解或者一知半解）现象，导致
学生对教师的讲解无法“全盘接收”，从
而造成教学效益低下。笔者认为，加强
师生双向反馈或互动是解决这个问题
的有效途径。因为学生讲解不全面或
者有问题、有漏洞，正是学生们质疑互
动和教师点拨引导的好机会。

会做题≠会讲题
很多教师让优秀学生代替自己在

课堂上讲题，但由于不少优秀学生只知
道讲解题过程或解题细节，造成了另一
种形式的效率低下。这种做法只对某
些优秀学生有效，对其他学生不但没有
效果，可能还会起副作用，因为优秀学
生也未必能分析和总结到位。笔者认
为，按照如下的讲解过程培养学生，能
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在小组交流的基
础上，解错题的学生按照“题目包含的
信息及其分析—题目考查角度或方向
—题目涉及的知识点及其解析—题目
出错的原因—解题思路和步骤”进行讲
解；而优秀学生则按照“题目包含信息
的可能变化—题目考查角度或方向的
变化—题目涉及的知识点及其相关知
识关系—本组同学题目出错的归因分
析及建议—解题规律和注意事项”的步
骤来讲解。

纠错题≠能提高
不少教师抱怨，有些题目讲了多

次，学生还是会有类似的错误，甚至错
题本也改过了，学生下次练习或考试还
是会出错，甚至多数学生都会出错。究
其原因，除了信息单向传递衰减和异化
现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
当天课下的纠错，并不是基于自己的理
解，而是基于自己对课堂内容的短时记
忆。也就是说，学生对相关题目涉及的
知识并没有搞清弄懂，或者对题目的规
律并没有真正理解。解决问题的办法
是，让学生对相关知识进行再复习，或
让学生把这道题进行改编后做出来，或
者两周以后做一次错题再练。

成绩差≠全面弱
部分教师认为成绩相对较差的学

生很难在复习中有效提高。其实，学生
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也许是因为当前
复习内容没有掌握好，也许是近期情绪
不好或时间安排不合理造成的。学生
在多次考试中成绩差，也许是多方面的
知识或能力不够造成的，并不一定每个
模块的知识都没学会。一味抱怨学生
基础不好或成绩差，无益于问题的解
决。正确的态度是积极面对，寻求对
策。对于一时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教师
应该引导学生分析相应的知识内容方面
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及时改
进。对于多次成绩不好的学生，教师应
当引导学生分析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优
势，树立信心，把有优势的科目或内容的
学习经验迁移运用到其他学科上来，或
者运用到其他模块的学习上来。如果班
级整体状况不理想，则应以学生学会为
前提，适当降低难度、减缓进度。

据《中国教育报》作者：房超平

上好复习课
要深入理解“七个不等式”

今天，我们《朔州日报》小记者怀
仁站的孩子们要去青龙堂中医门诊探
索中药的奥秘。

我进去的时候，小记者们已经站
成两排在听讲解。通过张大夫的讲
解，我知道了青龙堂中医门诊的来历，
它可以追溯到 1400 年前。走进门诊，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孙思邈的画像，
孙思邈被称为“药王”，是中医界的泰斗。

门诊里有很多种中药，桌子上摆
放了几种让我们认识和了解。第一个
看到的是一种很像蝙蝠的动物，名叫
蛤蚧，它可以治疗喘症；第二个是槟
榔，槟榔虽有毒，但正确使用的话，还
可以治疗便秘、杀虫等。大家都听得
很认真，而我却在想，这么多中药，医
生是怎么记住它们的名字和作用的
呢？接下来，又认识了陈皮，它是止咳

化痰的良药，有个胆大的同学尝了一
口，立马就吐了出来，那表情就像牙齿
都要被酸掉了一样。山楂和鸡内金都
是帮助消化的，张大夫拿起一片山楂
放入嘴中，被酸得五官都皱到了一起，
可嘴里还说着：“你们看我的表情多么

‘平静’啊……”
张大夫告诉我们：“中医的四种诊

断方法：望、闻、问、切。把脉属于‘切
’。”诊断的结果太有趣了：有的是让
多吃粽子，有的是让妈妈给买一顶帽
子，还有的是身体健康没有任何问
题。轮到我的时候，我坐上椅子，紧
张 地 屏 住 呼 吸 ，等 待 医 生 的“ 判
断”。一阵尴尬的沉默后，医生点了
点头，对我说：“你是个上清华的好苗
子，以后要好好学习。”张大夫太逗
了，哈哈……

最后，张大夫拿出一桶拳头粗、胳
膊长的东西，叫艾苗，随后又拿出像手
枪的打火机，用“枪口”对着艾苗，然后
一按，“枪口”喷出火，点燃了艾苗。顿
时，整个房间香气弥漫。

时光飞逝，奇妙的中医知识学习
很快就结束了，此次参观学习，让我感
受到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

怀仁市二小六（1）班 池慧（本报
小记者）

中医门诊奇妙之旅中医门诊奇妙之旅

9月29日 星期日 晴
第一天：种下希望
今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特别

的任务：观察豆芽的生长过程。回到
家，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绿豆芽观察之
旅。我拿出了小盆，倒了一些绿豆，倒
入水把浮起的豆子捞了出来，水刚没过
绿豆就可以了。这些绿豆像穿着绿色
的皮大衣，把它们一个个裹得严严实实
的，圆滚滚的身子小巧可爱，又像小石
子一样坚硬无比，摸起来硬邦邦的。然
后我拿出一块湿薄布盖在绿豆身上，据
说这样会长得更快一些。我有些不确
定这能长出嫩芽吗？

9月30日 星期一 晴
第二天：破壳而出
早上，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

我的豆子，这些豆子没昨天那么硬了，
身子也胖了，好像喝多了，撑圆了肚
皮。颜色也从翠绿变成了淡绿了，有的
把衣服都撑得裂开了，露出了白白的小
肚皮，有的豆子迫不及待地露出了一点
小芽，似乎急得要脱掉外衣，在水中游
泳，还有的露出了一条小缝，害羞地打
量着这个美好的世界。不知道它们冷
不冷？我给它们洗了个清清爽爽的澡，
妈妈说，发豆芽要勤换水，这样豆芽才
会长得快。

10月1日 星期二 晴
第三天：初见绿意
一夜工夫，绿色皮大衣都被这些

胖娃娃给甩到一边去了，它们一个
个舒舒服服地躺着，就像《水浒传》
中的鲁智深，睡在树荫里。有些豆
芽长出了“小辫子”，尖尖的。有的
是直的，有的是弯的，横七竖八、张
牙舞爪。盆中的水几乎没了，怪不
得它们那么胖呢。我又给它们重新
换上了清水。

10月2日 星期三 晴
第四天：茁壮成长
绿豆芽们又长了不少，它们挨挨挤

挤的，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好像在比赛
谁长得更高。它们的根也长了，大约有
2厘米，像一条条蚯蚓交织在一起，又像
一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

10月3日 星期四 晴
第五天：绿意盎然
今天我发现，豆芽宝宝大部分都长

有一些小白丝，好像老爷爷的白胡须。
昨天长出的小芽变成了嫩黄色的小叶
子，好似一把小剪刀，准备要给豆芽剪
头发。

10月4日 星期五 晴
第六天：收获喜悦
早上我去观察豆芽，只见它们齐刷刷

地生长着，像一片茂盛的“豆芽林”，和市场
上卖的豆芽差不多，一根根茎细细嫩嫩
的，水灵灵的，仿佛一掐就会喷出水来。
我成功地养出了绿豆芽，开心极了。

10月5日 星期六 晴
第七天：美味佳肴
长成的豆芽散发出阵阵绿豆的清

香，我把豆芽放进一个装满水的盆中，
让它们洗了个凉水澡，在妈妈的指导
下，我依依不舍地把它们送进了油锅
里，开始炒豆芽。大约过了三四分钟，
一阵香味扑鼻而来，豆芽终于熟了。我
把它们小心翼翼地盛进盘子，和爸爸妈
妈一起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此刻品尝
着豆芽清脆爽口的美味，我想，山珍海
味也没有我的豆芽香。

处处留心皆学问。通过观察豆芽
生长不仅让我见证了绿豆发芽的奇迹，
也让我发现了生活中的神奇和美好。

市实验小学四（11）班 朱婉宇
（本报小记者）

指导老师：孟星芳

豆芽生长记豆芽生长记

近年来，笔者先后在北京、江
苏、山东、陕西、河南、黑龙江、云
南等地多所重点高中进行复习课
教学指导，与相关学校高三年级
的各学科教师就课堂观察情况进
行座谈交流。笔者发现，不少复
习课都一定程度上存在效率低下
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深
入理解“七个不等式”。

今天，发生了一
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事
情——那便是月亮戴

“草帽”了。你肯定好
奇为什么这样说呢？
且听我慢慢道来。

晚上，我正在家
里专心致志地写作
业，爸爸正在看报纸，
突然爸爸像是察觉到
了什么，“噔”的一下
站起来，他把报纸一
扔，三步并作两步走
向厨房，厨房里黑黑
的，仿佛被蒙上一块
巨大的黑布，一丝亮
光都没有。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爸爸，
他径直走到窗户前，停了下来，此时
他的表情十分严肃，那专注的样子仿
佛像是保护着一件绝世珍宝，他的眼
睛紧紧盯着月亮，生怕错过了什么。

忽然，他大声叫道：“糖糖，快
过来！”咦？平时我写作业的时候，
爸爸连一点响声都不敢发出，今天
却如此反常，不过我又很快回过神
来，跑到爸爸跟前，爸爸兴奋地指
着月亮说：“你看，月亮戴‘草帽’
了！”我踮起脚尖依旧看不见，爸爸
连忙把我抱起来看。哇，我大吃一
惊，皎洁的圆月周围有一圈朦胧的
光芒，真的像是戴“草帽”了。爸爸
语重心长地说：“哈哈，不懂了吧！
月亮戴草帽——要下雨了，这叫

‘月晕’。”“啊，爸爸真是博学多才
啊！”我不禁感叹。

原来生活中处处有知识，以后
我也要多观察生活，拥有一双发现
知识的眼睛。

市五小三（2）班 吴钰筱（本报
小记者）

指导教师：李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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