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4年 12月 5日

星期四 科教专刊/习作

错落有致：错落：交错纷杂。交错
纷杂，别具一格。形容事物的布局虽
然参差不齐，但却极有情趣。出处：

《晋书·卫恒传》：“纤波浓点，错落其
间。”近义词：疏密有致。反义词：整齐
划一。例如，颐和园的亭台楼阁造型
多变，错落有致。多作谓语、定语、状
语，也作补语。错落有致和“疏密有
致”都有“很有情趣”的意思。它们都
能用于园林布置、绘画布局和建筑物
等的分布。区别在于：“疏密有致”的

“疏密”是“有疏有密”的意思；错落有
致的“错落”是“交错纷杂”的意思。

大地回春：广 袤 的 土 地 又 回 到
春 天 。 比 喻 万 物 苏 醒 ，充 满 生 机 。
出 处 ：蔡 东 藩 、许 廑 父《民 国 通 俗 演

义》六二回夹注：“阴历初三日立春，
当时有大地回春，万象更新之义，故
诹 吉 于 初 四 日 。”近 义 词 ：春 意 盎
然 。 例 如 ，大 地 回 春 ，万 物 复 苏 ，到
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多用于指
具体的季节变化。多用作引语。大
地 回 春 和“ 春 意 盎 然 ”相 比 ：大 地 回
春 强 调 万 物 苏 醒 ；而“ 春 意 盎 然 ”强
调充满生机。 （未完待续）

常见成语辨析

名 师 释 疑

迎着冬日的朝霞，爸爸把我送到红
山苦荞醋厂。今天，我们《朔州日报》小
记者站携手帅林农牧公司开展“寻韵醋
香·感悟匠心”社会实践活动。醋，到底
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呢？请带着好奇心
和我一起来解开这个谜团。

山 西 老 陈 醋 是 中 国 四 大 名 醋 之
一，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在老师的
带 领 下 ，我 们 来 到 了 原 材 料 储 藏 室 。
原 来 酿 造 醋 的 主 要 原 料 除 了 最 主 要
的 朔 州 特 色 苦 荞 外 ，还 有 红 高 粱 、玉
米 、小 麦 、醋 曲 等 。 醋 厂 的 安 师 傅 告
诉大家，酿醋的第一步是把这些原料
按比例打磨粉碎后混合到一起，然后
再 送 到 蒸 房 ，大 概 两 个 小 时 候 后 蒸
熟 ，使 淀 粉 糊 化 。 接 着 ，我 们 来 到 了
发酵厂房。黑褐色的一口口大缸里，
装 满 了 颜 色 有 深 有 浅 的 酒 槽 。 经 过
工 人 的 每 天 翻 抖 ，使 其 与 空 气 接 触 ，
再加上电热扇的加持，它们会产生醋
酸菌，充分发酵。里面的醋酸味儿把
我们的鼻子都要被酸掉了，有的掩鼻
屏 气 皱 着 眉 头 ，有 的 戴 上 口 罩 ，眼 泪

都快流出来了。可是，这才是酸的开
头 。 随 后 ，我 们 又 来 到 了“ 熏 火 ”房 。
发酵好的原料经过熏火，颜色才会橙
红 透 亮 。 当 然 盖 子 上 的 蒸 馏 水 就 是
白醋了。我们用手指蘸了一点，真酸
呀 ！ 接 着 ，我 们 来 到 淋 醋 房 ，只 有 经
过无数次地淋，营养物质才会被洗刷
出 来 。 淋 好 的 醋 经 过 杀 菌 车 间 放 入
缸中沉淀，历经冬捞冰夏伏晒醋味香
味才会更浓郁。

以前只知道酒有度数，今天才明
白 醋 也 有 度 数 。 这 里 的 老 陈 醋 有 4
度、6 度和 9 度。安师傅让我们来品尝
黑中透亮的苦荞醋，散发着浓浓的粮
食 醋 香 ，我 轻 轻 地 小 啜 一 口 ，绵 柔 的
口 感 ，酸 中 带 着 香 ，咽 入 口 中 没 有 涩
味，这一口香醋蕴藏着工匠们的智慧
和汗水。

朋友们，这真是一次有味道的活
动，一次大开眼见的旅程。我不禁要
为工匠们的技艺和勤劳点赞！

朔城区四中四（8）班 温进圆（本
报小记者）

参 观 醋 厂

“朝食三斗葱，暮饮三斗醋”。在我
们的家乡山西民间一直流传着“家有二
两醋，不用去药铺”的民谚。山西老陈
醋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已有 3000多年
的历史，素有“天下第一醋”的盛誉，以
色、香、醇、浓、酸五大特征著称于世。
作为“食以醋为先”的山西人怎能不知
道醋是怎样酿造出来的呢？

12 月 1 日上午，《朔州日报》小记者
站在帅林农牧公司红山苦荞醋厂，开展

“寻韵醋香·感悟匠心”社会实践活动，
旨在让小记者们深入了解醋的酿造工
艺，沉浸式体验山西老陈醋的魅力。

既然要酿醋，那首先我们得知道它
的原材料有哪些？第一站，大家带着浓
浓的好奇心来到了原材料储藏室，在这
里，我们认识了红高粱、玉米、大麦、苦
荞等酿醋的主要原料，醋厂的安师傅告
诉大家，酿醋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些原料
按比例粉碎后混合到一起。

第二站，大家来到蒸料房，这里的
作用是将粉碎后的原料放入大锅中蒸
熟，使淀粉糊化。因为时间关系我们
没能看到蒸的过程，但那个像车厢一
样大的蒸箱同样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
视觉冲击，有的小记者就问：“这得放
多少原料啊？”“怎么把它们搅拌起来
呢？”安师傅为大家一一解答。

第三站，我们来到发酵厂房。只
见空旷的地上摆满了一口口大缸，里
面装满了颜色不一样醋糟，安师傅给
大家解释说因为发酵时间的长短不一

样，所以颜色才有不同。而且还得坚
持每天翻、抖，使其与空气接触，完全
发酵，产生醋酸菌。

第四站，我们来到了“熏火”房，这
里是将发酵好的原料放入独有的“熏火”
中，给山西老陈醋上色，增加熏香味。这
也是我们山西老陈醋的独特之处，只有
经过“熏火”的醋才色泽棕红透亮，体态
均一，还带有一点淡淡的熏香味。

第五站，淋醋。将熏过的醋糟再倒
入三个不同的大箱子里，进行一遍又一
遍地淋，将其营养物质“洗刷”出来。

第六站，将酿造出的老陈醋放入缸
中沉淀、蒸发，历经冬捞冰夏伏晒，将其
多余水分挥发，保留最浓郁纯正的醋。

最后一站，不同酸度的醋再经过杀
菌车间就来到了灌装车间，流水线地操
作，灌在一个个包装精美的瓶子里，贴上

标签，就能发往全国各地的货架出售了。
活动最后，安师傅给大家品尝了红

山苦荞醋，入口瞬间，香酸浓郁的气味扑
鼻而来，酸度醇厚但不刺激，后味带有微
微的甜味，仿佛能唤醒味蕾的所有记忆。

山西人用淳朴的品格保证了老陈
醋的味道，历久弥醇、历久弥新，几千
年历史的浓浓情怀，充分展现着山西
醋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博大精深。

寻韵醋香 感悟匠心
——《朔州日报》小记者社会实践活动走进红山苦荞醋厂

山 西 老 陈 醋 被 誉 为“ 天 下 第 一
醋”，作为山西人，今天我们就要去探
索奇妙的醋。12 月 1 日上午，《朔州日
报》小记者站的老师们带领我们来到
帅林农牧公司红山苦荞醋厂，开展“寻
韵醋香·感悟匠心”社会实践活动，深
入了解醋的酿造工艺，沉浸式体验山
西老陈醋的魅力。

我们先来到原材料储藏室，在这
里认识了红高粱、玉米、苦荞、醋曲等
做醋的主要原料，我之前都没见过这
些材料。接着，我们来到蒸料房，这里
的作用是把原材料打碎混合到一起后
再高温蒸。然后，我们来到发酵厂房，
一口口大缸里面装满了醋糟，旁边还
有电热扇给输入源源不断的热量，使
每一口大缸里的醋糟都能在特定的高
温下充分发酵。参观完发酵厂房我们
来到了“熏火”房，这里是给发酵过的
醋上色的，这也是我们山西老陈醋的
独特之处，只有经过“熏火”的醋才色
泽橙亮，增加熏香味。最后一步“淋”
醋，熏过的醋糟再倒入三个不同的大

箱子里，进行一遍又一遍地淋，将其营
养物质“洗刷”出来。淋好的醋经过杀
菌车间就来到了灌装车间，经过流水
线的操作，把加工好的醋装在一个个
包 装 精 美 的 瓶 子 里 就 能 上 货 架 出 售
了。在这里，我们品尝到了不同度数
的醋，有 4 度、6 度、9 度的醋，前两个度
数的醋还是很美味好接受的，但是 9度
的醋实在太酸了，酸到肚子疼，大家可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通过今天的参观，我知道了我们
每顿饭几乎都要用的醋要经过这么复
杂的程序才能酿造出来，劳动人们的
智慧真是伟大！

市二小二（7）班 王诗允（本报小
记者）

奇 妙 的 醋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拥有小巧的身体，轻盈
的翅膀；拥有敏锐的视觉，有力的双爪；拥有婉
转的歌喉，单纯的心灵，那是多么幸福！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我要在蓝天下自由飞
翔，穿过白云，触摸彩虹。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我要在花丛间筑巢，用
花露洗漱，用花蜜解渴。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不必成日因忙于学习
而无暇欣赏美景。我要用敏锐的双眼，去发现
美、寻找美；我要用单纯的心灵，去感受每一缕
阳光，去倾听每一阵清风。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清晨，我用清脆的鸣唱
宣告阳光的到来；正午，我用纯洁的心灵为万物
祝福；傍晚，我迎着夕阳的余晖上下翻飞，不受
拘束，不被重视。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不论美丽，不论稀罕，
我要召集我的伙伴们，集体飞翔，集体嬉戏。一
起快快乐乐、无拘无束。可以去池塘边捉虫，也
可以鸟瞰整个城镇，还可以看到许多未曾见过
的事物。鸟的一生很短，也很绚烂。

小鸟的生命虽然短暂、微不足道，但它在用心生活，注重当下。
人也是一样，虽然无法像小鸟一样展翅飞翔，但我们可以用心感受、
用心想象，让洁净单纯的思想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我 希 望 我 可 以 是 一 只 小 鸟 ，但 我 更 希 望 我 有 鸟 一 样 单 纯 的
心灵。 朔城区五小六（9）班 陈惜缘（本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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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茶被誉为东方美茶，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这首诗赞
美的是世间最圣洁、最轻灵的饮品——茶。
茶文化已经有 4700 年的历史了，直到今天，
人们仍然喜欢喝茶、品茶。

近日，《朔州日报》小记者站在朔州老城
华祥苑茶馆开展“一杯清茶·千年传承”社会
实践活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的茶文化。

首先，茶社的两位老师给我们每人分发
了一套茶具：盖碗、公道杯、滤网、水盂、品茗
杯、茶盒、茶夹、茶匙等，还给我们一包红茶。

活动开始了，老师给我们进行了关于茶
的知识讲解，泡茶的水温和方法，用多少度的
水温泡哪种茶口感才能更好喝。红茶要用
90℃ ～95℃ 的 水 温 ，低 冲 慢 泡 ；白 茶 要 用
100℃的水温；黑茶要用 80℃～85℃的水温。
接下来，老师给我们讲解怎样泡制红茶。第
一步：温杯，这一步很关键，用 90℃～95℃的
热水倒入盖碗中，然后倒掉。第二步：投茶，

把茶匙里的茶叶投入盖碗中。第三步：洗茶，
把水低冲倒入盖碗中，很快倒掉。第四步：泡
茶，再次把水倒入盖碗中，开始冲泡。泡制的
茶水倒入公道杯中，然后再分到品茗杯里，看
到自己泡制的茶水，清澈透底，颜色棕红鲜
亮，慢慢品尝有一点儿淡淡的香味。

今天的活动让我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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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实验小学四（3）班 刘玥麟（本报小记者）

一杯清茶 千年传承

小学生正处于思维活跃、好奇心旺
盛 、想 象 力 丰 富 且 记 忆 力 佳 的 重 要 时
期。在课堂教学中，转变刻板化授课模
式，减少对小学生的思维限制，对促进
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与品质提升具
有重要的意义。在课堂教学中该如何
做？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分享几
点经验。

初读文本、启发思维：让
思维有“根”

我国的汉字是象形文字，儿童的思
维以形象、直观为主，教师要加强学生
对汉字字形直观的感受与了解。初读
文本，教师要在识字教学中注意启发小
学生思维，从而打好根基。例如在指导
学生学习《乌鸦喝水》这一课文时，教师
围绕生字“喝”提问：“喝”这个字的偏旁
及其指代的意义是什么？而后，在多媒
体上展示乌鸦喝水的高清图，通过可视
化内容引导学生思考，实现思维和联想
能力的启发。字词的学习是小学生语
文学习的基本功，通过字形结合的趣味
识字法可以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在授
课时，语文教师应有意识地通过有趣的
识字活动开发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对汉
字的思考兴趣。

再读课文、打磨思维：让
思维有“韵”

小学生的思维不成熟，决定了其无
法迅速把握文章主旨。故此，教师要在
识字基础上，要求其反复阅读文本，尽
可能通晓文意。同时，要结合学生已有
知识架构、学习自主性，有步骤地启发
学 生 进 行 思 考 ，初 步 形 成 思 维 上 的

“韵”。初读课文后，语文教师不能立刻
带领学生进行文本剖析或者文本解读，
而要了解学生读文后的感受，再由此提
出开放性问题：“大家从课文中了解到
什么？”来引导学生发言。一般情况下，
学生会回答个人印象深刻的内容，或者
概括说明个人的理解，即便这些理解是
错误的，但只要学生发言，教师就能大
致把握其文本感知水平，进而有针对性
地 调 整 教 学 方 式 ，增 强 师 生 或 生 生 互
动，鼓励学生展开想象，重塑生成性课
堂，促进课堂教学提质增效。

要加强学生逻辑思维的启发，必须
先让其通晓文意。教师可从字词、关键
语句、重要段落、文本语境等出发进行
提问。例如，在指导学生学习《将相和》
这一课文时，可提问学生：“无价之宝的
含义是什么？为何将和氏璧定义为无
价之宝？”基于“无价之宝”这一特定词
语进行提问，有助于引导学生反复揣摩
并领悟和氏璧所具备的独特价值。又
如，教师可提出问题：“赵国想尽办法保
护和氏璧，说明赵国能取得成功的关键
因素是什么？”要求学生回归课文，认真
阅读相关段落，概括总结关键原因，着
力增强概括思维能力。这种思维能力
的 锻 炼 ，有 助 于 学 生 理 顺 复 杂 故 事 情
节 ，充 分 理 解 不 同 人 物 之 间 存 在 的 关
系，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精读课文、深化思维：让
思维有“力”

在 反 复 阅 读 课 文 、充 分 把 握 文 意
后，语文教师要带领学生精读课文，循

序渐进地领悟文章主旨，从而让思维有
“力”。如语文教材中的寓言故事有很
深刻的哲理，但是深刻理解并活学活用
并不容易。比如，在教授《揠苗助长》这
一寓言前学生正好参加了“植树节”活
动，积累了亲手种树、拔草、翻土等劳动
经验。教师提问“你们生活中遇到过或
者亲手做过拔苗助长的事情吗？”由于
学生对拔苗助长的理解还较为肤浅，对
这一问题的回应并不积极，于是我说：

“老师也做过拔苗助长的事。以前老师
养过几条金鱼，为了让它们健康成长，
我加了很多鱼食，最后鱼撑死了。”在教
师例证的启发下，有的学生说：“我以前
浇花把花浇死了。”还有的说：“我为了
去看动画片，写作业太着急，结果做错
了很多，改到很晚才睡觉。”在这一思维
启发的过程中，学生对“拔苗助长”的故
事理解得更加透彻了。

教师对学生思维的启发要遵循由
浅 入 深 的 原 则 ，贯 穿 于 教 学 的 每 个 环
节，教师要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提高思
维 的 创 造 性 ，注 意 培 养 学 生 的 高 阶 思
维。例如，在《揠苗助长》的教学中，教
师不能只让学生明白“心急吃不了热豆
腐”，还要使学生深入思考错误产生的
根源：各种拔苗助长的行为都是不尊重
自然规律造成的，同时也是缺乏经验的
表现。学生懂得这个道理，有助于形成
科学精神，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的“不
要心急”上。

深读文本、拓展思维：让
思维有“品”

指导学生精读课文、通晓文意、触
达文章主旨后，语文教师要加强思维教
学，创新教法，引导学生自然而然地想
象或思考，使学生思维更有“品”。例如
在教《乌鸦喝水》这一课文时，教师根据
文本要点设计角色扮演活动，并进行提
问：“如果你是小乌鸦，在长途跋涉、口
渴难耐之际，终于发现一瓶水可以解燃
眉之急时，却迟迟无法喝到水，你的心
情会怎样？”从而引导学生换位思考，共
情于乌鸦这个角色的情感，充分了解乌
鸦取石头喝水的重要性，促进学生联想
思维和推理思维的发展。

有的学生回答：“我会拼命地想喝
到水，我可能会把瓶子推翻，使水流出
来。”有的学生回答：“如果水流出来了，
可 能 就 喝 不 到 了 ，只 能 去 寻 找 其 他 的
水。”还有的学生奇思妙想：“我会把水
泼 在 我 的 羽 毛 上 并 接 住 水 ，把 自 己 弄
湿，然后通过清理羽毛来解渴，还顺便
洗了个澡。”这一类问题通过设置富有
意趣的教学情境，能有效启发学生的想
象思维。引导学生代入课文所述角色，
慢慢体认角色所处困境，深入感受角色
的内在情感，把握其行为状态，不仅能
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角色，获知角色内
在品质，还能提升学生想象力，增强其
创新创造意识，自然而然地实现文章主
旨和思想潜移默化地输出的目标。

总 之 ，教 师 要 运 用 科 学 的 教 育 观
念、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小学生的思维
能力，既不可揠苗助长，又不可忽略学
生的思维潜力。问题的设置要由易及
难、逐步递进、前后呼应、相互衔接，形
成系统、完整的教学逻辑。

据《中国教育报》作者：李忠琼

拾级而上提升学生思维品质

读者提问：
当父亲和母亲在教育孩子的某个

问题上出现理念或意见分歧的时候，怎
样面对和处理这种情况最有利于孩子
的成长？

专家答问：
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产生分歧是

在很多家庭中都会出现的情况。由于
在各自原生家庭中接受的教育方式不
同，或对社会发展与儿童成长的理念不
同，父母在共同培养孩子的过程中出现
育儿理念与方式的分歧在所难免。如
何看待父母间的育儿分歧，以及如何面
对与处理这样的分歧才能更好地促进
孩子成长？这的确是很重要也值得父
母关注的问题。

首先，父母要理性看待彼此间的育
儿分歧。父母之间很多育儿分歧可能
并 没 有 简 单 的 对 错 之 分 ，而 是 双 方 看
问 题 的 角 度 不 同 ，培 养 孩 子 的 着 力 点

不 同 。 父 母 如 果 能 理 性 看 待 分 歧 ，并
能 努 力 去 理 解 对 方 的 出 发 点 ，就 不 会
导 致 矛 盾 升 级 ，甚 至 可 以 帮 助 自 己 更
全面和辩证地看待孩子的成长。比如
要 不 要 给 孩 子 买 手 机 的 问 题 ，支 持 方
认 为 在 智 能 化 时 代 ，应 该 及 早 教 会 孩
子 正 确 使 用 手 机 等 电 子 产 品 ，以 让 孩
子 更 好 地 适 应 时 代 发 展 ；反 对 方 则 认
为 孩 子 很 难 控 制 好 对 智 能 手 机 的 使
用，应该完全禁止。在这个问题上，父
母 的 观 点 都 有 一 定 道 理 ，双 方 应 将 关
注 点 从 要 不 要 给 孩 子 用 手 机 ，转 到 如
何 既 让 孩 子 跟 上 智 能 化 时 代 的 步 伐 ，
又能有效避免孩子手机成瘾。这样更
全 面 、更 理 性 地 看待问题，父母间的分
歧带来的结果就可能从消极的破坏性

变成积极的建设性。
其次，让孩子在父母的分歧中找到

积极因素。不少家长担心育儿分歧会
给孩子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希望家人所
有的育儿观念和行动都是一致的。其
实不然，作为成长主体的孩子有自己的
辨别能力和调节能力。当父母在育儿
上存在分歧时，如果孩子所处的年龄段
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可以主动与
孩子交流，引导孩子参与分析与讨论，
一方面可以帮助孩子学会从不同角度
看待问题，同时汲取父母观点差异中的
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父母从孩
子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只是局限于自
己的想法或视野中。还是以手机使用
问 题 为 例 ，父 母 可 以 和 孩 子 一 起 聊 一

聊，如何合理使用手机才能保持娱乐、
生活与学习的平衡，这也有利于培养孩
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思考能力。

再次，尽量避免情绪化地面对和处
理分歧。父母在育儿中做到完全一致
也是不太现实的事情。当在具体的育
儿问题上发生分歧时，双方可以选择一
个合适的时机讨论这个问题，不要急于
马上说服对方或者希望马上就能解决
分歧达成一致。切忌当着孩子的面发
生激烈的争吵。育儿本身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情，但只要一家人在平等、开放
的心态中互相尊重、彼此理解，就可以
做到弥合分歧并共同成长。

专家：
殷飞，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

院副院长，“心理健康与脑科学”江苏社
科普及基地副主任

据《中国教育报》

如何处理父母间的育儿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