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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M 资 讯M 关注新高考

距离 2021 年高考还有一个多月的
时间，到了即将收获的季节。建议考生
利用好这段时间，结合物理学科的特点，
进行科学备考。以下将通过复习建议和
答题技巧两个方面，为考生提供最后一
个月的冲刺策略。

一、复习建议
1.合理规划
对于基础较弱的考生，可以把目标

设为突破综合性不强的章节；对于成绩
中等的考生目标定在提高中档题的得分
率，注意常见题型的比较总结；成绩很好
的考生就要注意细节不要丢分，在压轴
题上尽量多得分。

2.适度训练
每天适当做一些难度适中的模拟试

卷，不仅可以强化对知识点的掌握、训练
对相应题型的熟练度，也可以保持一种
应试的状态。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
限时训练、专项训练或针对薄弱点进行
专题训练等。要重视物理过程的分析、
思想方法的选择以及物理模型的处理。
对于基础薄弱的考生可以多整理和推导

经典模型，理解之后再做题强化；对于基
础扎实的考生可以钻研一些难度大的题
目。做题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反思总结，
做好错题重做和整合比较，以错题为导
向，回归教材、笔记、一轮二轮复习资料，
去复习基础知识和方法。

二、答题技巧
1.学会审题
高考题可能在细节上设置种种陷

阱，一个字的差别，往往差之毫厘，失之
千里。

（1）勾画关键点
审题过程是一种短时记忆，而很多

物理题的阅读时间大于短时记忆在大脑
中 的 保 持 时 间 ，因 此 会 出 现“ 前 审 后
忘”。建议考生在审题时用笔逐字逐句
审题，在读到描述过程或状态的关键词
处要用笔圈画出关键信息。

（2）建立敏感库
审题失误有时候是由于缺乏学科敏

感度，建立自己的审题敏感库，不失为减
少审题偏差的有效方法。把自己经常出
现审题错误的地方，用一句话概括后，搜

集到一张纸上。平时经常翻看翻看，考
试前用一两分钟时间浏览一下，那么考
试时就会增强对这些易错点的敏感度。

2.迁移建模
高考题有大量的情景化试题，题中

既有与解题直接相关的重要信息，又有
体现物理知识应用方面的背景信息，而
背景信息会影响考生的注意力，从而导
致解题障碍。通过以下几种方法应对情
景化试题，往往就可以排除干扰，问题也
就可以迎刃而解。

（1）当读题时遇到陌生信息时要有
意识调整关注点，从而排除干扰信息。

（2）把题目中的信息与物理公式规
律相联系的部分提炼出来，对比和常见
的模型有哪些相似之处。

（3）把提炼出来的相关信息转化为
常见的物理模型，把生活中的物理情景
迁移到熟悉的物理规律中。

3.解题规范
（1）注意思维程序要规范。物理习

题的解决，需要依据一定的规范、遵循一
定的思路，这种规范和思路经过训练形
成解题习惯。如果缺乏按规范处理问题
的习惯，就会出现思路混乱。

（2）注意方程形式的书写要规范，方
程不要列综合式。

☉本报记者 刘健宁

99科名师助你冲刺高考科名师助你冲刺高考（（中中））
作为第三批新高考改革的试点省份，今年我省普通高考首次实行“3+1+2”新高考

模式。作为“3+1+2”中的“1”，物理和历史在最后一个月的冲刺阶段中应该如何复习，
新高考改革下这两科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技巧来作答，本期将为考生们带来这两科的考
前冲刺复习建议。

目前距离高考只剩下一个月时间，
是高三复习的冲刺阶段，大部分考生的
复习手段一般就是读练结合。那么要怎
么读才更有效率？各个层次的学生该怎
么读？怎么刷题才能事半功倍？我向同
学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把握新高考命题方向尤为重
要。综合兄弟省市的命题信息及一月份
我省质检的信息，我认为历史学科命题
的趋势可能会更侧重考察学生的核心素
养和学科能力的测试。所谓核心素养即
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
释、家国情怀等五个方面。学科能力包
括再认、再现历史知识方面、材料处理方
面、历史阐释方面、文字表达方面等四个
方面的能力。其中对后三个方面的能力
测试有所偏重。从题型分析，选择题可
能思维性的题目会增加，主观题的设问
可能更灵活、开放。既然偏重于学科能
力的要求，这就提醒我们考生，我们的复
习不能死记硬背，不能机械性记忆，而是

要在对知识理解的基础上把知识内化，
根据题目的要求准确地进行知识的迁
移。

其次，要回归教材，夯实基础，要注
意梳理时间与空间的线索，也要善于利
用历史的一些基本方法，例如横向比较
法之类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回归基础的
复习要有针对性，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
是没有考纲的指导。那么考生的针对性
从何而来呢？那就是要把复习重点放在
主干知识。主干知识包括重要的历史概
念和阶段特征。对于历史概念既要识记
其基本内涵，理解其本质特征，还要掌握
其背景、影响等外延。也就是说要搞清
楚“是什么，为什么这样，有什么影响
等”。对于有些重要的概念，有些考生可
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产生
误读。

在平时的练习中，不要搞题海战术，
但还是要保证一定的题量，最好每天都
有练习。做题既可以训练手感，还可以

发现自己存在的知识缺陷，以及提高自
己的应试能力，比如材料阅读能力，概
括、归纳能力等。同时，在平时考试和练
习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答题习惯，尤其
是主观题，一定要知道怎样组织答案比
较规范，比较容易得高分，这也是平时要
注意的地方。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复习和刷题之余一定要多反思。
反思自己基础知识还有哪些缺漏，对概
念的理解是否到位，时空观念是否错乱，
对材料信息的理解是否到位准确，是否
能抓住材料信息的主旨等。

最后，我建议考生要从自身学习实
际出发，制定相应的重点复习方案。如
平时成绩不是很理想的同学现在应该把
侧重点放在对基础的复习掌握，尤其是
时间的识记，最好自己动手制作时间线
索，历史概念的背景和影响最好也能背
下来，主观题要求结合所学知识的答案
组织经常要用到这部分知识。对于基础
比较好的考生要注意加强阶段特征的识
记和宏观知识体系的整合。做练习的时
候要多反思和总结，要注意抠细节：阅读
材料、审题、答案组织各方面还存在哪些
不足。

☉本报记者 刘健宁

立足基础 多思巧练
陈 耿（漳州一中高三历史备课组组长）

合理规划训练 重视答题技巧
杜 萍（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三物理老师）

本报讯（张梦帆 余祥龙 吴国富 文/图）
4 月 30 日，南靖县金山中心小学举办“礼赞新时
代 喜迎建党百年”为主题的首届校园文化艺术
节系列活动——千人现场书法大赛，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

比赛现场，参赛学生满怀激情，在操场上用
桌椅排列出“建党 100”的字样。金山中心小学
校长用毛笔书写“人”字，四位教师共同书写“培

根铸魂，启智润心，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为
比赛开笔。比赛中，学生们聚精会神，将对党的
热爱和祝福融入笔端。作品各具特色，或刚劲大
气，或飘逸潇洒，或娟秀玲珑。通过举办书法大
赛，师生齐挥毫，颂党恩，进一步激励学生从小学
党史，永远跟党走，推动该校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

题图：千人现场书法大赛鸟瞰

本报讯（记者 刘健宁 通讯员 陈守平）为进
一步增强师生水上安全意识，营造安全稳定的学
校环境，4 月 30 日，全市水上安全教育进校园活
动在芗城区金峰实验小学举行。当天活动还面
向我市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进行视频直播，约
21.6万名在校学生收看视频。

本次活动由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主办，芗
城区红十字会、芗城区教育局承办。活动特邀漳
州市医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漳州市红十字水
上救生志愿服务队志愿者蔡东锋授课，围绕为何

会出现溺水事故、如何救人、如何自救等方面进行
讲解，通过案例讲解、趣味教学等方式，向学生们
讲解落水后的自救常识、防溺水知识及逃生技巧
等。现场蔡老师还与学生展开互动交流，加深学
生对预防溺水教育的理解，提高安全教育实效性。

市红十字会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希
望通过这一场生动实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直播
活动，进一步加强芗城区校园安全教育，帮助师
生增强防溺水应急救护能力，共同构建防溺水安
全网。”

师生齐挥毫师生齐挥毫 翰墨颂党恩翰墨颂党恩

“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老同志，我的
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点儿骑上马走吧！”近日，
在南靖县第四实验幼儿园的亲子故事会上，小

（8）班的赖一诺小朋友和她的妈妈陈燕，绘声绘
色地为大家表演了红色故事《倔强的小红军》。
赖一诺扮演的角色是不畏牺牲的小红军，妈妈扮
演陈赓。赖一诺和妈妈配合默契，她用稚嫩的语
言，把观众带回到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

《小英雄雨来》《我叫解放军》《小英雄王
二小》《小萝卜头的故事》《海娃》 等一批红色
故事先后在亲子故事会亮相，有的家长制作了
故事 PPT，有的家长制作了精美的道具，有的

家长把故事编排成有趣的舞台剧。台上的表演
精彩生动，台下的孩子和家长个个听得津津有
味。

用心讲述，用爱陪伴。“在演绎红色经典故事
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们都深受教育。”南靖县第
四实验幼儿园陈美玲老师认为，这样活动之所以
受欢迎，是因为通过活动，孩子们可以学习到不
少红色故事，不仅激发了家长与孩子们的爱国主
义情怀，让红色基因的种子在幼儿心中播撒、生
根发芽，而且满足幼儿乐于表达、自主展示的愿
望，让孩子和家长享受亲子讲述的美好时光。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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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通讯员 陈芳清 文/图）近日，华安
一中“和谐人际 助力发展”心理健康月活动启动了。活动当
天，华安县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与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
动中心携手华安一中开展高考减压团体心理拓展活动。

活动中，心理健康老师陈雪惠、郑少鸿紧紧围绕“激发
‘心’动力 助力‘考’时光”主题，组织学生开展“勇闯三关”
“蛟龙出海”“激情节拍”等互动拓展游戏，活动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推进。

班主任纷纷表示，活动的开展，有利于鼓励同学们勇敢向
前，相信同学们会带着乐观的心态，怀揣梦想，整装待发，扬帆
起航。

加大安全教育加大安全教育 共防溺水不松懈共防溺水不松懈

本报讯（李嘉琳）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学生的
安全和法律意识，构建平安和谐校园，近日，由平
和县教育局、检察院、公安局、团县委、妇联等单
位联合主办的预防校园欺凌专题法治讲座走进
平和县广兆中学。

讲座上，平和团县委心理咨询师李希兰以
《认识欺凌行为及其危害，拒绝学生欺凌》为题，从
攻击行为、暴力行为、欺凌行为的辨识，欺凌行为
的原因及带来的危害，不做欺凌者、旁观者、被欺
凌者的技巧等 3个方面，让同学们认识到校园欺
凌的严重性以及正确的处理方法。随后，平和县
检察院检察官林丽琴以《拒绝学生欺凌，共建平安

校园》为题，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几种类型，并以典
型的校园欺凌案件和普法情景剧等释法说理，分
析了产生欺凌的原因，强调了校园欺凌的危害、欺
凌者应负的责任以及校园欺凌的防范措施等，为
同学们上了一堂有针对性的法制安全教育课。

此次讲座以“预防学生欺凌，呵护校园安宁”
为主题，通过讲座，让同学们更加明确了校园暴
力的性质和含义，学会如何保护自我，逐步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观，杜绝校园欺凌暴力。下
一步该县还将深入各中小学开展预防校园欺凌
专题法治系列讲座，为校园安全和学生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4月 28日，漳州市第一外国语学校高三（1）班物理老师正在指导学生复习。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华安一中华安一中：：

心理健康月助力心理健康月助力““考考””时光时光

送法进校防欺凌送法进校防欺凌 构建平安和谐校构建平安和谐校

本报讯（陈芳清 文/图）日前，华安县 2021
年幼儿园教师音乐教学技能比赛在华安县实验
幼儿园四楼音体活动室举行，来自全县各幼儿园
的 23位教师参加了比赛。

比赛共分为三个项目进行：歌曲演唱、乐器

弹奏和舞蹈。赛前，参赛教师利用业余时间精心
排练，积极备战。比赛精彩纷呈，教师们结合自
身优势，精心准备，勤于练习，在比赛中实现了专
业的自我成长和自我超越。

题图：参赛老师合影

华安县举办幼师音乐教学技能比赛华安县举办幼师音乐教学技能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