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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保健

无人驾驶技术为何能避开障碍

微科普提了个醒

11

读古诗，你初读它，或许它只是几十

个抽象的方块字；你再读它，它便在字里

行间向你透出一些意思；你反复读它，它

便是诗情画意，个中情景交融，有诗人，

有芸芸众生，甚至还有你自己……因而

教古诗，是在教人读诗，要在诗人、诗境

与儿童心灵间架起一座桥，让孩子们的

心灵与诗情相融相通，奏出美妙乐章。

一、反复吟诵，感悟诗意美
自主吟诵，引发感悟。引导学生在

吟诵的过程中，自己去查阅相关资料，初

步理解诗句内容，感悟作者的思想感情

及蕴含的哲理。学生在自行查阅资料的

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出一些个性化的感

悟，受到古诗的情意熏陶。

赏析吟诵，丰富感悟。教学古诗，只

要把握大意即可，要为学生的思维发展

留下足够的空间。课堂上，组织学生欣

赏配乐诗朗诵的音频与视频时，让学生

从唯美的画面中，从动听的乐声中，去想

象，去体味，滋生出独特的感悟。

互动吟诵，交流感悟。限于自身认

知水平，学生对诗句的理解可能是比较

零散片面的，甚至还只是只言片语，因而

特别需要在同桌之间、小组之间充分讨

论，彼此间“互通有无”，互相启发。

引用吟诵，深化感悟。诗文源于生

活，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多观

察、多体验，并尝试引用相关古诗句进

行表达。借古喻（颂）今，会给诗句赋予

新的活力，促使学生从自身生活的视角

去理解古诗，萌生出更多个性化的感

悟。

二、创设情境，感受意境美
通过表演再现情境。如教学《赠汪

伦》，安排学生在课堂上表演“踏歌送

别”，模拟再现诗句所描写的场面，使学

生快速进入意境。

介绍背景带入情境。诗作跟作者生

活的特定时代、特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通过介绍创作背景，揣摩作者作诗时的

特殊心情，这样去读诗更容易入境。

联系生活引入情境。古诗中描写的

事物往往在现实生活中也能找到，而且

有些是学生熟悉的，这便是引入情境的

桥梁。如类似“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

晴却有晴”（《竹枝词》）这般情景或场面，

孩子们有可能经历过的，教学时要唤醒

学生的相关记忆，建立“似曾相识”之亲

切感。

想象画面进入情境。在古诗教学中

往往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实景实物进

行观赏，可以通过出示幻灯片、图片和录

音等辅助手段，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

感。例如教学《游子吟》，可抓住“密密

缝”引导学生想象画面。

三、抓住“文眼”，重构意象美
古诗言简义丰，往往一个词、一个

句子就是一幅画、一个生活场景、一段

心路历程，甚至是一段人生、一个深邃

的哲理，让人遐想，引人深思。有些诗

具有“着一字而意境全出”的“文眼”，教

师要善于抓“文眼”引导学生展开想象，

重构意象。比如教学《泊船瓜洲》，其

“文眼”是“绿”字，应扣住“绿”字设计教

学环节。

四、多向迁移，领悟意趣美
给古诗配画。在孩子们领悟了古诗

句所描绘的优美意境之后，教师顺应儿

童喜爱“涂鸦”之心理，引导学生根据诗

意作画。

练习想象作文。学完一首古诗，教

师可结合孩子们的年龄特征，做做小练

笔，写写想象作文，若能鼓励学生根据自

己所想，配以插图，自然效果更佳。

拓展课外阅读。熟读是古人学诗的

“秘诀”，值得借鉴。每学习一首诗，都尽

可能引导孩子们去搜集和阅读相关题材

的古诗，通过延伸拓展，提升学生对古诗

的鉴赏能力。

每年 6 月开始，我国中东部陆续进

入降水集中期，但今年尤为特殊，暴雨范

围广、强度大、雨量大。今年，南方降雨

导致洪涝灾害已造成湖南、广西、贵州、

四川、江西等10余省份上千万人受灾。

今年南方的雨水为什么这么多？未

来的天气走势如何？

雨下的有多大？
回顾刚刚过去的 6 月份，南方地区

共出现5次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从6月

2日至7月2日，中央气象台已连续31天

发布暴雨预警。

据中央气象台的分析，今年汛期雨

情具有三个特点：暴雨覆盖范围广、雨量

大、极端性强。据统计，全国6月平均降

水量达 110.9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2%，为1961年以来第九多（1998年为历

史同期第一多）。如果按省份排名的话，

湖北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最多，江苏、黑龙

江均为历史同期多。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此前的研判，6～

8月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偏多，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

少”的空间分布，涝重于旱。也就是说，

未来暴雨可能会南北齐发。

为什么雨这么大？
常年 6 月，我国会进入降水的集中

期，这也宣告着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而降雨是需要条件的，中央气象台分析，

水汽、上升运动和持续时间，是强降雨频

发的关键原因。

汛期降雨之所以如此猛烈、持续时

间长且后劲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水汽

条件好。像是盘踞在江南、江淮一带的

梅雨，就是水汽充足带来的持续降雨。

此外，作为影响我国汛期天气幕后

“推手”，副热带高压的强弱及位置，决定

了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雨带分布变化。

专家分析，往年副高压位于我国台

湾以东洋面，而今年它的位置明显偏西，

距离我国更近，强度也更强，因此，又给

影响我国的潮湿的气流助了一臂之力。

雨还要下多久？
据中国气象局预测，7月东北大部、

华北大部、黄淮、江淮北部、江汉大部、西

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仍比常年同期偏

多，需加强防范暴雨洪涝及强降水引发

的次生灾害。

气象专家提醒，当前全国处于汛期，

强对流天气多发，常伴有雷雨大风、冰

雹、局部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公众应该

增强自身的防护意识，出行前及时查看

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张琦琪）

冰啤酒不能消暑
随着热浪来袭，很多人尤其是男

性朋友喜欢喝点冰啤酒来消暑。虽

然喝冰啤能带来一时之快，但若不注

意以下这些禁忌，便很可能会适得其

反，给身体造成伤害。

首先，喝冰啤真的能消暑吗？其

实不然。啤酒主要是由大麦芽糖化、

发酵后酿制而成，而大麦芽本身并没

有清热降暑的功效。反之，啤酒性属

湿热，饮用过度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

虚弱，诱发口臭、腹泻、食欲不振等症

状。因此，“喝冰啤能消暑”其实只是

冰镇所带来的假象，并不能达到降暑

的效果。

同时，喝啤酒、吃烧烤会大大增

加患痛风的风险。烧烤会使食物产

生苯并芘等致癌物质，而饮用啤酒

会使消化道的血管扩张，溶解消化

道黏膜表面的黏液蛋白，加速人体

吸收这些致癌物质，从而加大致癌

的风险。

（吴建平）

起床动作
越慢越好

老年人，尤其是老年高血压患

者，常常会被医生告知起床动作需要

缓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体位突然改变成直立

位时，受重力影响，大量血液流向下

肢和腹腔，造成回心血量减少，血压

突然下降，并产生一系列危害健康的

症状，一般发生在站立数秒内。

老年高血压患者需服用多种降

压药控制血压，而且老年患者血压自

我调节的能力也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因此，有直立性低血压风险的人

群，包括老年人、长时间卧床者、服用

降压药尤其是多种药物联合降压治

疗者，均应注意。无论是躺着，还是

坐着、蹲着，在需要站起时，都要十分

小心。

（张海波）

无论是为了消暑、锻炼身体还是健身，

游泳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运动方式，

可是有很多人会在游泳中受伤，尤其是在

游泳中出现抽筋和游泳后出现肩关节疼痛

最为常见。有人会感到困惑，游泳为什么

还会伤肩？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游泳时使用肩关节更加频繁。无论是

哪种泳姿，都需要借助上肢的力量前行。

殊不知，这些动作会让肩部的肌肉和肩袖

反复负重，特别是如果存在肩峰下撞击或

其他形式的机械因素刺激，会导致肩峰下

滑囊炎和肩袖损伤，也就是俗称的“游泳

肩”。

那么如何避免呢？当你开始觉得划水

越来越吃力，甚至完全不能完成划水动作，

可能就要注意是否有“游泳肩”的问题了。

对游泳爱好者来说，一旦出现游泳后的肩

部疼痛，建议休息 1～2 周，如果休息后肩

关节症状不能缓解，需要到医院就诊，以

明确是否患上“游泳肩”。

（杨思）

如今，无人驾驶技术已十分成熟，国内外不少汽车都采用了这项技

术，用来规避车祸、疲劳驾驶等危险行驶行为。但你知道无人驾驶技术

是如何避开障碍吗？

实际上，无人驾驶是通过车载传感系统感知道路环境，自动规划行

车路线并控制车辆到达预定目标。它是利用车载传感器来感知车辆周

围环境，并根据感知所获得的道路、车辆位置和障碍物信息，控制车辆

的转向和速度，从而使车辆能够安全、可靠地在道路上行驶。

（谢君）

汝城县思源实验学校 陈轶鸽

今年，南方暴雨为何这么猛？

警惕患上“游泳肩”

架起心灵与诗情之“桥”，奏出美妙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