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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步不离：寸步：极短的距离。一
点也不离开。形容关系密切。近义词：
形影不离。反义词：若即若离。例如，
母亲病了，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她床边，
希望她早日康复。常作谓语、状语、定
语。作谓语时，有时可带宾语。

措手不及：措手：处理，应付。形
容事出意外，来不及应付。近义词：
猝不及防。反义词：有备无患。例
如，这场比赛我们采用了新战术，打
得他们措手不及。多指因事出意外
或自己缺少准备而慌乱失措。多作

补语、谓语，也作定语。常置于“免
得”“（以）免”后面，作宾语。措手不
及和“猝不及防”都有事情突然发生，
来不及应付之意。区别在于：“猝不
及防”更侧重事先没有想到危险，而
未预防，事发后已来不及防范；而措
手不及侧重指对突然发生的事来不
及应付或处理。 （未完待续）

常见成语辨析

名 师 释 疑

11 月 24 日下午，我跟随《朔州
日报》小记者站的老师来到朔州老
城华祥苑茗茶馆，参加“一杯清茶·
千年传承”亲子社会实践活动。

老师先给我们讲解了茶的历
史，然后两位穿着汉服的姐姐进行
了茶艺表演。她们表演泡茶的时
候非常漂亮，并且教会了我如何泡
茶。在泡茶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
茶具，有盖碗，它是用来泡茶的；有
公道杯，它是用来分茶水的；有滤
网，它是用来过滤茶叶的；有水盂，
它是用来倒不喝的茶水的，还有品
茗杯。我还学习了喝茶的礼仪，学
会了扣手礼。

在这次活动中，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看图猜茶名”游戏，让我认识
了黄金桂、大红袍、碧螺春等很多
种茶叶。

活动最后，我们还吃了老师亲
手做的茶点，特别美味。

今天的活动，我沉浸在茶叶的
清香中，真是无比开心。

市九小一（6）班 徐婉月（本报
小记者）

体验茶文化

“喂，过来吃吧！”如果有人带着
轻蔑的语气给你吃的，你是要，还是
不要？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大乱，时不
时便战火纷飞，兵戎相见，到处都弥漫
着硝烟的味道。百姓们面临家破人亡
的灾难，怨声载道。可齐国还偏偏遇
上了百年未有的大旱之年，这一旱就
是半年，整日烈日炎炎，炙烤着大地，
土地干裂，花草凋零，百姓们种的粮食
颗粒无收。放眼望去，田地里豆苗枯
死，土地干裂了好几条缝。人们饥饿
难耐，有的沿街乞讨，有的拿着小刀割
树皮吃。然而富人之家，却是另外一
派景象。他们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
好不自在。与那街边到处讨饭吃的人

相比，着实让人觉得可恨。
可偏偏就有一个名叫黔敖的富人

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让自己的仆人熬
了粥，蒸了窝窝头，在路边盖了一座棚
子，给饥民救灾。

热气腾腾的粥一端上来便粥香四
溢，那些饥民们寻着香味儿跌跌撞撞
地跑来，看到满锅粥和满盆的窝窝头
后，一窝蜂地拥过去，抢着吃着。有的
人争不过，被跘倒在地，甚至身上还被
人毫不留情地踩了上去。富人见状，
拿了几个窝窝头扔给那些还在踉踉跄

跄跑着的人，看着这些毫无顾忌去抢
食物的人，富人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
容，美滋滋地想：这些人也真是的，完
全不顾及形象，也不说句道谢话。富
人想到这儿，顺便儿瞥了瞥周围正在
抢食的饥民，一脸不屑。

可就是在这争先恐后的场景下，
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老人。他用衣袖
遮住沧桑的脸，蓬头垢面，脸上神色恍
惚。富人瞧见后，左手拿着窝窝头，右
手拿着一碗白米粥，一脸轻蔑地朝这
个老人叫道:“喂，过来吃吧！”好半天没

听见回应，于是他又喊道：“说你呢！”
眼里满是鄙夷不屑的神情。那个老
人突然把头一抬，两只眼睛像铜铃一
样，恨恨地瞪着富人，眼里好像冒着
火星，随时都要喷射出来。接着他冷
嘲热讽地对富人说:“知道我是怎么
饿到这步田地的吗？就是因为我从
来不收你这种尖酸刻薄之人的食物，
你还是收回去吧！”说完，他便一瘸一
拐地走了。

富人被这一举动看傻了，霎时间
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羞愧难当。不由
地心生佩服：这人即使再饿，也不吃嗟
来之食，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不会让别
人侵犯，真有骨气，真是可敬啊！

市二小六（6）班 贾皓然

嗟来之食

近年来，高考命题突出价值导向和
育人功效。研究2024年高考典型试题，
对当下高三学生的复习备考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就 2024 年高考语文新课
标Ⅰ卷而言，其亮点之一在于突出对思
维能力的考查。

如第 9 题：“文末画线的句子表明，
作者不愿在回忆往事时为放牛‘赋予意
义’。你认为本文是否做到了这一点？
请简要说明。”这是一个开放性题目，具
有主观性和探究性。考生既可以围绕

“做到了”来回答，也可以围绕“没有做
到”作答。无论怎样回答，都要从文中
找依据，做到有理有据。这个题目涉及
对考生思辨能力和创造思维的考查。

如第14题：“王夫之强调李陵‘大节
丧，则余无可浣也’，材料一有哪些事实
可以支持王夫之的观点？请简要概
括。”“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出自材料
二，是王夫之的看法，而题目要求考生
从材料一中概括事实作答。命题的目
的在于引导考生全方位、多角度地思考
问题，对人物进行多元评判，以此考查
考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灵活性思维。

再如第22题：“文中画波浪线的‘恢
复疲劳’，有人说不合逻辑，有人说可以
使用。你的看法是什么？请简要说明
理由。”想准确回答这个问题，考生不仅
要对阅读材料以及题干进行分析比较，
还要运用逻辑知识。考生如果觉得“可
以使用”，就主要围绕材料分析“恢复疲
劳”的语境义；考生如果觉得“不合逻
辑”，就主要围绕“疲劳”的本义、“恢复”
与“疲劳”搭配的错误来分析。这个题
目既考查了比较、分析等思维方法，又
考查了逻辑思维等思维类型。

作文题目的材料简洁，但意蕴丰
富。严格来说，材料只有两句话，第一
句话讲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
让问题很快得到答案，第二句话顺势提
出 问 题“ 我 们 的 问 题 是 否 会 越 来 越
少”。在审题立意时，如果考生只是针
对“是否”作出逻辑判断，立意未免有点
肤浅，因为在提示语里面有这样一句
话：“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
思考？”这就要求考生拓展思维，从深度
和广度两个方面进行辩证思考，这样立
意才能高远，才能找到最佳立意角度。
由此可见，作文题目对考生的思维能力
进行了全面考查，既有对考生分析、联
想等思维方法的考查，又有对考生思考
的深刻性、独创性等思维品质的考查。

2024 年高考新课标Ⅰ卷语文试题
注重思维能力的考查，这既符合语文学
科核心素养的要求，又符合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时代要求。语文学科如何培养
学生的思维能力？笔者认为要重视以
下三个方面。

【重视阅读】
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

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
要途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要求：“必修阶段各
类文本的阅读量不低于 150 万字。”“选
择性必修阶段各类文本的阅读总量不
低于150万字。”

文学类文本阅读不仅能扩大视野、
丰富知识，更有助于提升思维能力。学
生既要泛读，又要精读；既要阅读单篇
文章，又要阅读整本书，还可进行比较
阅读。学生还可阅读古今中外典型的
思辨性文本，了解作者阐述观点的方法
和逻辑；阅读近期重要的时事评论，学
习作者评说国内外大事的立场、观点、
方法。在阅读这些文本时，学生要大胆
质疑，多元解读，这样不仅能培养思维

能力，还能提升批判性思维品质。
阅读与思维能力的培养互相促

进。大量阅读可增加思维的广度和深
度，促进思维发展。反过来，思维发展
了，又能提高阅读的效果。

【重视讨论】
首先，多开展课堂讨论。学生是课

堂的主体，课堂讨论是落实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方式的途径，是落实学生主体地
位的体现，有利于面向全体学生，有利于
培养合作精神，最主要的是有利于培养思
维能力。在讨论过程中，学生要学会表达
自己的观点，力求观点正确、语言准确、论
据恰当、讲究逻辑，这样就锻炼了逻辑思
维能力。同时要学习多角度思考问题，
做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这样思维的敏
捷性、灵活性、批判性等品质就会得到提
升。课堂讨论的形式可以是小组讨论、
学生代表发言，也可以是全班讨论、学生
自愿发言。课堂讨论要做到常态化。

其次，适当开展辩论活动。围绕日
常学习生活或当今社会中感兴趣的话
题展开辩论，学生既要理性、有条理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又要学会反驳，批驳
对方的错误之处。有时平等商讨，有针
对性地进行辩驳；有时唇枪舌剑，激烈
争辩。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
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能力。

【重视引导】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所谓教师

之主导作用，盖在善于引导启迪，俾学
生自奋其力，自致其知，非谓教师滔滔
讲说，学生默默聆受。”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注重引导，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望，促使学生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从
中掌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规律，要
重视对学生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的引
导，重视发展学生的辩证思维和批判性
思维，重视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在小
组合作、汇报展示过程中，教师评价要
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引导学生通过评
价反馈，增强思维能力。在组织学生互
相评价时，教师要对同伴评价进行再评
价，提出指导意见，引导学生全面深入
思考问题，从而培养思维能力。在分析
课文时，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作品语言
探寻作者的思维轨迹，在寻找思维轨迹
的过程中，提升思维品质。

《春江花月夜》是统编版高中语文选
择性必修上册“古诗词诵读”中的一首
诗。一次公开课，在赏析这首诗时，教师
抛出一个问题：“同学们，你最喜欢《春江
花月夜》中的哪一句？”一个学生马上回
答：“海上明月共潮生。”教师紧接着问：

“为什么喜欢？”这个学生回答说：“我觉
得这一句写出了明月与潮水活泼的生命
热情。”教师及时给予肯定，并竖起了大
拇指，然后问：“‘活泼的生命热情’是怎
么看出来的？”学生回答不上来，答案可
能是从教辅资料上看到的。这时，教师
叫这个学生坐下，然后引导全班学生思
考：“这句诗运用了哪种修辞手法？‘生’
字可否换成‘升’字？”学生经过对比赏
析、共同讨论后，自然理解“生”字用拟人
的手法写出了潮水和月亮的活泼，而

“升”字没有动态的妙处。教师并没有就
此罢休，而是更深入地引导：“在其他的
诗词里面，有没有也出现过用‘生’字来
表现活泼的生命热情的？”这样的引导，
层层深入，让学生思维得到拓展、延伸。

在教学中，语文教师要紧跟时代步
伐，围绕高考指挥棒，做好教考衔接工作，
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思
维品质，把学生培养成创新型人才。

据《中国教育报》作者：郑红华

语文学科如何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2024年高考新课标Ⅰ卷语文试题的启示

“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
茶”。被誉为国家瑰宝的中华茶文化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
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次，
深入到了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医
学等多个领域。为了让小记者们感受
中华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魅力，11月24
日，《朔州日报》小记者站携手朔州老
城华祥苑茗茶馆共同开展“一杯清茶·
千年传承”亲子社会实践活动，感受传
统茶文化之美。

“孩子们，你们平时最喜欢喝的是
什么茶呀？”讲解老师一边向小记者
们提问，一边由浅入深地介绍了与茶
有关的知识和源远流长的茶文化。

“老师，这是什么茶，好香呀！”孩子们
聚精会神地听、津津有味地品，在场
所有人不禁为中华茶文化的无穷魅

力所叹服。
孩子们学到了正确的冲泡方法、

一年四季以及男女老幼喝茶的讲究与
健康知识。华祥苑茗茶的温老师手把
手教小记者们动手泡茶，让他们了解
茶道六君子分别是：茶匙、茶针、茶漏、
茶夹、茶则、茶桶以及它们各自的用
途，一起领略茶道艺术的无穷魅力。
一片片茶叶在沸水的冲泡下舒展开叶
片，像极了秀美女子的翩翩起舞。百
草茶为灵，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岁月沉

浮，浸泡了茶叶，融入了文化，茶叶也
滋润了中国人的心。

活动最后，大家一边品茶、一边吃
茶点，还进行了“看图猜茶名”的趣味
游戏。其实，人生就像一杯茶，平淡是
它的本色、苦涩是它的历程、清香是它
的馈赠。此次亲子活动，小记者们不
仅领略了中华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还
学习到了茶的文化精髓。正如人生似
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
要放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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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日报》小记者亲子活动走进华祥苑茗茶馆

11 月 24 日，我们《朔州日报》的小
记者们有幸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活
动——“一杯清茶·千年传承”亲子社会
实践活动。此次活动由小记者站老师
们精心策划，携手华祥苑茗茶馆，引领
我们一同探寻中华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感受那份历经千年而愈发醇厚的文化
韵味。

活动在一种古朴典雅的氛围中缓
缓拉开序幕。老师以生动的语言，为我
们讲述了中国茶的起源，一直到如今茶
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我不禁感慨万千，
原来茶文化竟蕴含着如此悠久的历史
和内涵。

紧接着，我们进入了茶具的学习环
节。桌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茶具，有盖
碗、漏网、茶匙、公道杯等，每一件都精

致细腻，透露出匠人的精湛技艺和深厚
情感。老师耐心地为我们一一介绍每
件茶具的名称、作用及正确的摆放位
置，我听得全神贯注，一边认真记录，一
边在心中默默回味。

最令我期待的环节终于来临——
学习如何正确地泡茶与品茶。老师一
边娴熟地演示着泡茶的每一个步骤，一
边详细讲解着其中的奥秘：温杯醒茶、
冲泡品鉴、分茶入杯……每一个动作都
显得那么优雅从容，宛如一幅动人的画
卷。我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老师的每一
个细微动作，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当我终于亲手泡出一壶香气四溢的茶
时，内心的成就感与喜悦之情难以言
表。我轻轻地端起茶杯，小心翼翼地品
尝着那杯清茶，一股淡淡的清香在口中

萦绕，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
好，让人沉醉不已。

活动中，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
游戏环节——看图猜茶名。老师拿了一
沓纸，展示出一张张图片，我们需要凭借
对茶叶特征的了解来猜测其名称。这个
环节既考验了我们的观察力与判断力，
又增添了活动的趣味性和互动性。然
后，老师空出时间让我们自由泡茶品茶，
还负责为我们答疑解惑。大家围坐在一
起，一边品尝着香醇的茶水，一边品尝着
精致的茶点，享受着这份美好与宁静。

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收获了丰富
的茶文化知识，更深刻体会到了茶文化
所蕴含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在未
来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热爱茶文化，努
力将这份宝贵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让
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这一份来自东方
的神秘与美好。

市实验小学五（4）班 胡雨桐（本报
小记者）

一起学习茶文化
今天，我跟随《朔

州日报》小记者站的
老师去华祥苑茗茶馆
学习如何正确泡好一
杯茶。

泡茶总共需要以
下五步：

第一步：用烫水
把盖碗预热了。

第二步：倒入茶
叶，摇一摇盖碗，把盖
碗的温度传给茶叶，
让茶变得更香。

第 三 步 ：把
90℃～95℃的水倒入
盖碗中快速洗茶。

第四步：再把水
沿着杯壁缓慢注入盖
碗中，把滤网放在公
道杯上，把盖碗中的
茶水通过滤网倒入公
道杯中，然后开始从公道杯依次分
倒品茗杯中，注意茶水要分倒七分
满，这是对客人的尊重。

第五步：先闻茶，再喝茶。喝
茶时，男士要“大权在握”地握住杯
子，女士要“三龙护鼎”，喝的时候
要慢慢品尝。

以上就是我学到的泡茶方法，
你学会了吗？

市九小二（3）班 徐骁恪（本报
小记者）

如
何
正
确
泡
好
一
杯
茶

星期日下午，我和妈妈一起去朔州
老城华祥苑茗茶馆，参加《朔州日报》小
记者站组织的“一杯清茶·千年传承”亲
子社会实践活动。

刚进茶馆的大厅，就看见那里摆放
着许多奇形怪状的茶具，其中有一个杯
子很特别，它的底部是一座迷你的小假
山，好看极了。然后，我们来到了三楼
的茶艺教室，活动很快就开始了。

老师先给我们讲述了茶的历史。茶
起源于中国，传说是神农尝百草时无意
间发现茶有提神解困的神奇功效，不但
味道清爽，甚至还可以解毒。后来，茶慢
慢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中，到了唐朝时，
陆羽所著的《茶经》，更是让饮茶成为中
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茶已
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饮品。

接着进行了有奖问答环节，老师问
了好多个问题，如“茶分为哪六大类？”
我想了半天都没有想出来，这个问题的
答案是：“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黑茶
和乌龙茶（青茶）。”后面还提问了各种
茶叶的产地，我知道了龙井产自浙江
省，大红袍产自福建武夷山，普洱产自
云南。

有趣的答题环节结束后，老师开始
给我们介绍各种茶具，包括：盖碗、公道
杯、滤网、水盂、品茗杯、茶盒、茶夹、茶
匙。然后就是泡茶了：首先倒入少量热
水到盖碗里预热，再将废水倒入水盂。
其次将茶叶倒入盖碗，再沿着杯壁缓慢
注入热水，等茶叶舒展片刻，将水倒
掉。然后是冲泡，可适当提高水壶的位
置，由上而下，再次倒入水。赏茶，刚刚
泡好的茶温度过高，此时不宜品饮，先
仔细欣赏一番。把滤网放到公道杯上，
接着把盖碗中泡好的茶水倒入公道杯，
最后将公道杯里的茶水分别倒入品茗
杯里，每个杯子只倒七分满。

然后就是品茶了。品茶也是有礼
仪的，男士和女士的拿杯方式都不一
样，男的拿杯方式叫“大权在握”，女的
拿杯方式叫“三龙护鼎”；当给别人递茶
时，手不能碰到杯子，要保证杯子是干
净的；还有给长辈或不同的人敬茶时的
方式都不一样。

最后是趣味的猜谜环节，通过各种
漫画猜茶叶的名字，很多我都不知道。
活动快结束时，老师给我们一人一份茶
点，贪吃的我还把妈妈的那份吃掉了。

这次的活动让我学会了如何正确
泡茶，还知道了很多茶的知识，真是收
获满满。
市七小三（6）班 张淳熙（本报小记者）

品 茶

星期日下午，我和妈妈怀着愉悦
的心情去华祥苑茗茶馆，参加《朔州
日报》小记者站组织的“一杯清茶·千
年传承”亲子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刚开始的时候，老师和我们
玩了一个有奖问答的游戏。“你喜欢
喝什么茶？”“中国茶分为几大类？”

“龙井产自哪里？”……小记者们踊
跃举手回答，答案五花八门。通过
老师的解答，我知道茶分为六大类：
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黑茶和乌龙
茶（青茶）。

之后，茶艺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
场精彩绝伦的茶艺表演，大家被老师
优雅的动作深深吸引。老师还为我
们讲解各种茶具的名称及作用，接着
就教我们正确的泡茶方法。泡好茶
以后，我们还学习了饮茶礼仪。

最后，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吃着
老师自己做的茶点，一个下午，就这
样愉快地结束了。
市四小二（6）班 赵芯（本报小记者）

有趣的亲子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