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疫情原因，课堂从教室搬到网
上、电视上，电脑、手机、电视成为学习
工具。那么，孩子们如何学习效果更
好？

一、根据个人情况来听课
1.根据个人学习情况听课。学习成

绩一般的学生最好跟着老师的直播上
课，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可看录播，已
经掌握的内容可以快进，重点看知识盲
点，提高学习效率。

2.课后及时提问。建议学生像在学
校里一样，下课时就把当堂没弄清楚的
问题解决掉。

3.做好纠错、总结。
二、听不懂时就截屏
1.根据课表安排学习计划，把每天

的任务进行分解，让整块学习时间更
多。

2.学会主动记笔记，听不懂时可以
先截屏，做好标记，课后积极寻求老师
帮助。

3.多找存在感。时刻集中注意力，

主动思考问题，积极回答问题。
三、家长有空可当助教
1.制定好网课听课规则。提前给孩

子备好学习用具，引导孩子遵守纪律，
让孩子意识到网课是课，不是看电视或
者看视频。

2.学会适当放手。四年级以下的
孩子，如果自律性较差，家长可陪孩
子一起上课；若孩子自律性强，家长
可默默关注，以免影响孩子的注意
力。五年级以上的孩子，家长可教
会 孩 子 使 用 平 台 并 让 孩 子 独 立 学
习，但要检查作业，了解孩子的学习
情况。

3.让孩子学会记笔记。家长可在课
后抽查孩子的笔记整理情况，若有不会
或漏记的地方，可向老师要PPT或回放
网课视频把笔记补全。

4.分时段打卡。每日打卡次数多，
可分时段进行，不要逼孩子太紧。建议
早上进行阅读、健康打卡，中午陪孩子
写一个小时的作业，晚上把剩下的打卡

任务完成。
5.陪孩子练体育。初中生要参加中

考体育考试，孩子自己在家训练很容易
松懈，所以需要家长监督。除了体育课
上老师要求的训练任务，可针对孩子的
弱项进行锻炼。

据《银川晚报》

这样上网课 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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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花令，原本是古人行酒令时的一
个文字游戏，源自古人的诗词之趣，得
名于唐代诗人韩翃 《寒食》 中的名句

“春城无处不飞花”。电视诗词综艺栏
目引进并改良了“飞花令”，选手在规
定时间内说出含有规定关键字的诗句即
可。

本栏目定期推出一组飞花令，本期
飞花令为“日”。

1.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李绅《悯农》

2.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李白《望庐山瀑布》

3.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王之涣《登鹳雀楼》

4.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5.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6.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忆江南》
7.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8.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刘禹锡《秋词其一》
9.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白居易《长恨歌》
10.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过故人庄》
11.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元日》
12.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毛泽东《沁园春·雪》
13.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曹操《观沧海》
14.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王维《使至塞上》
15.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黄鹤楼》
晚综

日

古时候，楚国有一家人，祭完祖之
后，准备将祭祀用的一壶酒，赏给帮忙
办事的人喝。帮忙办事的人很多，这壶
酒如果大家都喝是不够的，若是让一个
人喝，还能喝得尽兴。这一壶酒到底怎
么分呢？

大家都安静下来，这时有人建议：
“每个人画一条蛇，谁画得快，就把这
壶酒归他喝。”大家都认为这个方法
好，都同意这样做。于是，都开始画起
蛇来。

有个人画得很快，一转眼最先画
好了，他就端起酒壶要喝酒。但是他
回头看看别人，还都没有画好呢。他
洋洋得意地说：“你们画得好慢啊！我
再给蛇画几只脚也不算晚呢！”于是，
他便左手提着酒壶，右手给蛇画起脚
来。

正在他一边给蛇画脚，一边说话的
时候，另外一个人已经画好了。那个人
马上把酒壶从他手里夺过去，说：“你见
过蛇吗？蛇是没有脚的，你为什么要给
它添上脚呢？所以第一个画好蛇的人
不是你，而是我了！”

那个人说罢就仰起头来，咕咚咕咚
把酒喝下去了。

释义：画蛇添足，语出《战国策·齐
策二》。原意为画蛇时给蛇添上脚。后
比喻做了多余的事，非但无益，反而不
合适。

智慧小语：这个故事讽刺了那些
做事多此一举，反而得不偿失的人。后
以“画蛇添足”比喻做多余的事有害无
益。也比喻虚构事实，无中生有。

晚综

画蛇添足

教育教育 堂堂课课

有一次，陶行知先生在武汉大学演
讲。他走向讲台，不慌不忙地从箱子里
拿出一只大公鸡。台下的听众全愣住
了，不知陶先生要干什么。陶先生从容
不迫地又掏出一把米放在桌上，然后按
住公鸡的头，强迫它吃米。可是大公鸡
只叫不吃。怎么才能让公鸡吃米呢？他
掰开公鸡的嘴，把米硬往鸡的嘴里塞。
大公鸡拼命挣扎，还是不肯吃。陶先生
轻轻地松开手，把鸡放在桌子上，自己
后退了几步，大公鸡自己就开始吃起米
来。

这时陶先生开始演讲：“我认为，教
育就像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
习，把知识硬灌给他，他是不情愿学
的。即使学也是食而不化，过不了多
久，他还是会把知识还给先生的。但是
如果让他自由地学习，充分发挥他的主
观能动性，那效果一定好得多！”台下一
时间掌声雷动，为陶先生形象的演讲开
场白叫好。 晚综

陶行知喂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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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远在巴黎的著名钢琴家郎朗
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给全国各地的孩
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艺术直播课。他一
边分享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经历，一
边配以精彩的钢琴演奏，传递音乐和艺
术的能量。

练琴烦躁时这样做

最让孩子们感兴趣的，是郎朗介绍
自己如何让弹琴不枯燥的经验。因为即
使像郎朗这样的钢琴天才，在年复一年
每天好几个小时的练琴经历中，肯定也
会枯燥。郎朗说：“我那个时候喜欢看
动画片，卡通人物成了我练琴的好朋
友。我把自己画的或者图片上印的卡通
形象剪下来，演奏莫扎特奏鸣曲时，我
就在乐谱上贴个孙悟空；演奏贝多芬
时，就贴变形金刚擎天柱……我一边演
奏，一边想象这些卡通人物的样子，这
些好朋友拉近了我和这些几百年前音乐
大师的距离。”

“遇到烦躁期，逆反期怎么办？”
郎朗表示：“说到底要怎么才能成为职
业演奏家、伟大的音乐家？那就是练
习、练习、练习！所谓的‘一万小时定
律’我觉得根本不够！但弹这么多小
时，肯定有烦躁、不想弹的时候，但我
们练琴的时候一定不能走神，要集中精
神；而且要虚心学习，不要追求在比赛
或者演奏时超常发挥。”

最初遇到挫折也会觉得特别灰暗

郎朗还回顾了自己人生中遇到的一
些挫折和转折点。郎朗到北京学钢琴
时，最开始遇到的是一个不喜欢他的
老 师 。“ 当 时 老 师 说 什 么 我 就 怎 么
做，结果还是被扫地出门。这是我十
岁之前受到的最大打击，当时我几乎
被打垮了，觉得非常痛苦，也找不到
学琴的乐趣，想要放弃了。”当时不仅
郎朗很受打击，父亲也几乎崩溃了，所

幸后来遇到了恩师赵屏国教授。“老师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还教会了我放松弹
琴的方法，培养我识谱、读谱的能力和
记忆力。”郎朗说，“所以人遇到挫折，
不要怕，只要你面对它，肯定会战胜
它。”

郎朗说，自己后来进入音乐学院学
习之后，艺术之路就比较顺了，但肯定
也会感觉不公平的时候：“最开始遇到
这种情况时，会觉得特别灰暗，但只要
你是金子，肯定会发光。自信，但不是
狂妄，要不断吸收养分。我到现在学习
新的曲子，还要学习音乐背后的文化，
要弹出它的风格、味道和背后沉淀的文
化。”

家长要多鼓励少逼迫

郎朗还讲述了自己 14岁半时报考
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的经历：“考试时
让我们选一首肖邦练习曲弹，我说我全
会，随便选哪首都行。考官选了最难的
一首，我弹得挺好的，当时觉得自己很
牛。但 9月份一开学，我傻了。我当时
会七八首协奏曲，但老师说：‘你得会
35个协奏曲！’我就拼命学习和练习，
有一个星期练了 6个协奏曲，还学了贝
多芬、舒曼的奏鸣曲。现在回忆起 14
岁至 17岁那段人生最宝贵的时期，也
觉得特别幸运。”郎朗说：“后来因为有
一个伟大的钢琴家生病了，我临时替
补，从板凳队员成主力了，就一下子得
到很多的机会和重视了，但也是因为我
会的曲目多。如果只会几首曲目，那很
快就会被淘汰了。因为最终在舞台上展
现的是你的实力，而实力是自己一点点
练出来、积攒出来的。”

郎朗说：“家长一定要多鼓励，不
要逼迫孩子，不要用武力，要让孩子们
享受演奏的过程。尤其是遇到重大场
合，比如比赛、考级、音乐会，不要着
急，越着急就越会瞎弹。”

据《北京晚报》

练琴遇到烦躁期怎么办

别急！郎朗告诉你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