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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云 文/图）2 月 22 日，“关爱有
约—爱心传递”保障捐赠仪式在市教育局举行。中国
人寿漳州分公司为全市公办学校在校生赠送新冠意外
保障，并且向 50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

仪式上进行了“抗疫助学计划”和“关爱助学计划”
两项内容的捐赠。“抗疫助学计划”内容为中国人寿漳
州分公司为全市公办学校在校生赠送新冠意外保障，
责任为因新冠病毒意外身故或伤残保障 15 万元（赔款
总额限 1000 万元），保障责任日期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关爱助学计划”内容为中国人寿
漳州分公司为 50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每
人 2000 元，总额 10 万元，由国寿公司员工及主管认领
关爱名额，定点帮扶学生成长。

“继去年捐赠之后，今年我们再次联合教育局继续
开展捐赠活动，并且把新冠责任保障从去年的人均 6
万元提升到人均 15 万元。在关爱助学捐赠上，今年再
次发动全系统员工进行认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
对一帮扶，不仅是费用上的支持，更有后期生活、学习
上的关爱和帮助。”中国人寿漳州分公司总经理黄瑞
金介绍说。

“市教育局将关注各地各校后续开展的工作情况，
确保捐赠落到实处。”市教育局副局长杜人江表示，各
县（区）教育局和相关学校要将此关爱政策落实好、保
障好，帮扶到真正需要的家庭，并为捐资方与受赠方
搭建顺畅的沟通平台，确保助学活动持续有效；要加
大宣传力度，确保每位学生和家长都能了解到自身可
能获得的保障权利，提高全社会对捐资助学工作的认
识，进一步掀起全社会参与捐资助学的热潮，让每一
名孩子都能顺利完成学业。

“放松心态，不是什么大事。”回望
高考，林书琪笑笑总结说。

林书琪就读于厦大附中六年一贯
制。在初中阶段，因为没有中考的压
力，林书琪不是很重视成绩，成绩处于
中等。“课内学习主要是跟着各科任
老师的进度来，课外喜欢和同学们一
起打篮球、踢足球、打羽毛球等，因为
对声音的喜爱，在初一时加入了学校
广播站，这些都为我以后几年的人际
交往、身体和心理素质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但高一，却是林书琪学习生涯的
一段“黑历史”。“上高一时，对高考改
革略有耳闻，当时因为对化学的厌恶，
铁了心一定不选化学，高一时没有跟
紧化学老师的进度，可以说在化学这
个科目上荒废了一年，这对于后期的
我负面影响巨大。”林书琪说。

在高二选科时，林书琪却陷入了
纠结：如果选择原定科目物生政，就意
味着要放弃已经共处四年的老师同
学，去适应一个新环境；如果选择物化
生，则意味着要在化学这个科目上花
费比他人多得多的努力才可能跟上老
师的进度。衡量利弊，林书琪选择后
者。

高二年对林书琪来说，是具有挑
战性的一年，因为她除了要应对物理
学科难度提升问题，做好广播站站长
日常工作外，还必须找时间恶补落下
的化学。“我从最基础的知识点学起，

不懂的就问同学，很感谢我的同学，大
多数都很热情、愿意教我，但也有小部
分比较大大咧咧的同学，嘲笑我怎么
连最基础的也不会。这让我的心理得
到了磨炼，一方面我在经受他人嘲笑
过后还能继续追问，让我心理更强大；
另一方面，也使我有些自卑。”

经过努力，林书琪的化学成绩也
慢慢补了上来。“每看完一章之后，我
会盖上书本，复述本章出现的概念，一
本书学完之后，将各章的知识点串联，
可以做个思维导图，加上买适合自己
的 教 辅 做 题 ，提 高 对 知 识 的 运 用 能
力。在高二那年总算把化学基础补上
了。”

高三进入复习阶段，林书琪感受
到了压迫感：“高考原来离我这么近。”
那段时间，林书琪要求自己做到抓紧
每分每秒：在洗衣服时回想今天上课
老师传授的知识点，在中午排队等饭
过程中和舍友讨论最后一节课某个没
搞明白的物理模型。这中间，家人给
予了她很大的支持。“高三的几次考试
成绩都很不理想，我经常觉得愧对于
大家的期盼，但妈妈还是会每周给我
做好吃的饭菜，哥哥也会常常在电话
里鼓励我，不要太在意成绩。他们的
鼓励，让我逐渐不为成绩的起伏而喜
悲 ，我 又 回 归 到 那 个 不 注 重 排 名 的
我。因为我明白，学习不是为了某一
次考试，也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为了满
足我的好奇，为了能在我一无所有时

支撑我成长。”林书琪说，后面考试她
则更关注错在哪里或是考试时卡顿的
知识点，脚踏实地地搞懂。“这类错题
我会剪下来，装在一个小盒子里，每周
像抽奖一样定期检查我是否遗忘。”

“考前一定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林书琪说：“我的语文老师在最后一堂
课的时候嘱咐我们：‘要把自己想得很
厉害，考场上的每道题都会。’他的话
对我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我高
考语文获得了高分数。”虽然高考化学
并没有发挥得很好，成绩跟平时模考
差不多，但总算没有拖后腿。

经历过化学一事，林书琪想告诉
学弟学妹，千万不要因为意气用事，放
弃任何一科目。选科建议还是要选择
擅长的科目，这会提高自信心；如果成
绩不相上下，建议选择学习氛围好的
班级；如果有非读不可的大学专业，建

议按照理想院校的专业选科要求选
择。“一旦选择，无需反悔，努力会迎来
好结果。”

目前，林书琪在中央财经大学就
读金融专业。“大学是一个更需要自我
驱动力的地方，班级氛围远远比不上
初高中，没有统一坚定的目标导致很
多人的大学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
我担任班级团支书、副班长和心理委
员，同时社团也会定期发配任务，繁重
的工作量远大于高中担任过的任何一
项职务，使我很难专心学业，上半学年
学业成绩不是很满意。”因此，林书琪给
自己制定了新年规划：一是希望可以真
正为学而学，静下心来，撇去浮躁，重拾
学习的乐趣；二是坚持锻炼；三是培养
一项兴趣爱好；四是每日输入 10 页书
籍；五是每日输出 500~1000字。

☉本报记者 陈晓云 文/供图

李琳琳初中就读于漳浦绥安中
学，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考入漳浦一
中。高一的第一次模拟考，年段排名
120 多名，在实验班中处于中下游。
经过高中阶段的调整努力，高考以历
史类 641分考入了复旦大学。

正是高一年的那次模拟考，让李
琳琳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也让
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改变，调整
学习安排。“我细细总结这次模拟考
经验，我本身数理化逻辑较差，偏科
严重，要想提高成绩，必须先补齐短
板。”于是，李琳琳开始对薄弱科目进
行查缺补漏，找老师分析试卷，找同
学请教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后，成绩有所提升，但是始终徘徊在
中游。

高二选科是李琳琳学习成绩进
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之前已
经努力提升理化成绩，但是仍然进步
不大，在选科的时候，我果断选择了
自己擅长也很有兴趣的政史地，避开
了理化的短板。”李琳琳说，勤奋是永
远的真理，汗水不会背叛自己。在接
下来的学习中，她一方面巩固优势科
目，稳定文综成绩，一方面也清楚地
认识到自己的短板，加强数学的训
练，双管齐下，成绩也在稳步提升。
经过努力，在高二下学期，她已经进
入了年段前十。

因为数学比较弱，李琳琳把更多
精力用于数学成绩的提高，“我会去
找数学老师分析试卷，并针对我的问
题提出解决方案。”在老师的指导下，

李琳琳慢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我本身数学能力不强，根据数
学老师的建议，我把重心放到了基础
及中上难度的题目上，而不是死磕那
些难题。另外，我在课外会购买习题
册进行训练，也会制作错题集，查缺
补漏。”

“高考成绩比我预想的要好，也
比我前几次模拟考成绩要高，我想是
心态稳定的原因。其实考试时遇到
了一些难度很大的题目，我没有紧
张，没有让难题绊住脚，打乱做题的
节奏，而先完成自己有把握的部分，
再去钻研难题，最后超常发挥了。”李
琳琳回忆说。

谈及高考成绩的“逆袭”，李琳琳
感受最大的是，一定要认清自己的优
势科目与薄弱科目，扬长避短，处之
泰然。“保持文综的优势，正视数学这
个短板，成绩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
操之过急，不要因为挫折而气馁。”在
李琳琳看来，薄弱的科目不要追求过
高，更不要钻牛角尖，只要保证把自己
能学会的掌握就行，反而一些优势科
目，可以加强练习，强化自己的优势。

“不懂的题目，或者遇到学习问
题 ，就 去 找 老 师 帮 忙 ，不 要 羞 于 请
教。”李琳琳说，她成绩的进步，离不
开学校和老师的支持与帮助。“老师
几乎‘住’在学校，即便没有上课，也
会坚守在年段室，为我们答疑解惑。
让我能够主动去争取，积极去与老师
请教交流，这也是我能不断进步的秘
诀。”而来自家人的温暖与支持则成

为李琳琳坚持到最后的动力。“在我
成绩下降的时候，他们不会责备我，
而是鼓励安慰，这也是我能迅速走出
阴影、心态良好的重要原因。平时也
会充分照顾我的生活，让我能全心全
意投入到学习中。”

谈及整个高中学习生涯，李琳琳
认为除了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外，选
科非常重要。“赋分制下选科更应该
慎重，我的同学就有因为选科不当，
选择了不擅长的科目，在之后的学习
中被选科拉后腿的情况。一定要选
择你的优势科目，不要因为专业问
题，放弃自己的优势科目。”

“分数提高了才能选择更好的学
校。”李琳琳自己也验证了这条路，填
报志愿时，李琳琳当时还没有决定专
业方向，她的目标侧重于学校而非专
业。李琳琳如愿考上了复旦大学，就
读中国语言文学系。目前她的专业
还未分流，仍在考虑选择的方向，“新
的学期我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学习我
的专业，以便在将来的分流中做出一
个合适的选择。”

“大学给我的一个很大感受就
是自由，讲究自主学习。老师不再
像高中那样面面俱到地传授知识，
遇到疑惑固然可以请教老师，但更
多的，需要自己去探索。大学需要
我们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参与一些
社交活动，结识更多的朋友，在与人
交流中学习新的技能，不断提升自
我。”李琳琳说。

☉本报记者 陈晓云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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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成绩“逆袭”
不要因为挫折而气馁

新学期，新气象。虎年开年，不少同学
希望自己的学习成绩也能如虎添翼般“高歌
猛进”，对即将参加中、高考的学子来说，能
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可能是新年最大的愿

望。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在往届中、高考
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优秀学子，分享他们曾经
的“难忘”经历，讲述他们如何披荆斩棘梦圆

“象牙塔”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刘健宁）近
日，在收听收看 2022 年全省教
育工作会议暨春季学期开学工
作部署会后，我市随即召开视
频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
育 工 作 会 议 精 神 ，总 结 回 顾
2021 年全市教育工作情况，研
究部署 2022年全市教育重点工
作和春季开学有关工作。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市教育
系统在 2021年开展的各项工作
所取得的成效，并对 2022 年各
项工作和春季学期开学工作作
出部署。会议要求全市教育系
统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坚持守正创新、攻坚克难，突出
抓好教育项目建设和教育质量
提升，加快推进全市教育高质
量发展。要努力提升基础教育
质量，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发展，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均衡发展，推进普通高中提质
特色发展。要加快推进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深化推动校企合
作，充分发挥企业、行业在职业
院校办学中的积极作用，健全
校企协同育人机制。要以优化
中心城区教育布局为重点，加
快推进教育项目建设，确保建
设任务顺利完成。要切实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深入推进教师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形成
优秀人才争先从教、人人尽展
其才的良好局面。要树牢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
举”，严格落实中央“双减”工作
和中小学生“五项管理”要求。
要做好春季学期开学工作，各
学校要根据实际，细化完善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
案，进一步优化春季学期教学
计划，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完善
课后服务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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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有约—爱心传递”
保障捐赠仪式举行

为全市公办学校在校生赠送新冠意外保障
向50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

力全开 一切皆有可能虎虎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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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为意气用事
放弃任何一个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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