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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上午第三节课，漳州市龙文区通源学校一年（3）班的
教室充满欢声笑语。小朋友们手拿一张张表扬信，迫不及待地上
台兑换自己心仪的奖品。本学期洪钧小朋友拿到了九张表扬信，
其中五张是“学习之星”，两张“阅读之星”，一张“讲故事之星”，一
张“写话之星”。他兑换的奖品是童话书、本子及一份小零食。小
洪钧兴奋地说：“我昨天晚上就把表扬信都准备好了，今天换了这
么多奖品很开心，我想和妈妈一起分享。”苏下月小朋友用六张表
扬信兑换了贴纸、小本子和泡泡水，她说自己非常高兴，并希望下
学期能有更好的表现。

据该班语文老师陈丽清介绍，她在学期初便和学生们约定期末
会有“奖品超市”的活动，学生们非常期待。在平时的教学中她会从
知识技能及行为习惯等方面去鼓励学生不断进步。比如，上课积极
发言得到五颗星章就可以兑换一张“学习之星”的表扬信，阅读打卡
获得周冠军奖励一张“阅读之星”的表扬信，热心帮助同学获得“爱
心天使”的表扬信。“小小的表扬信，大大的鼓励，希望更多的孩子能
体会到学习的快乐，收获成长的喜悦。”陈老师表示，采取这样的激
励方式，能帮助学生树立一个个小目标，并鼓励大家努力去实现，这
样能促进学生不断成长进步。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老师在期末考试前的复习节奏都会明显加快，包括专项的
复习和难题的突破。”平和二中高三（1）班庄淑琼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今年的期末考试复习，自己会尤其重视能力水平的提
升。“我的选考科目是历史、政治和生物，加上语文、数学、英语，
期末考试的复习是很紧张的，有时候会有点小焦虑。”庄淑琼寄
宿在学校，平时两周回一趟家。在她看来，期末考试的检测能为
明年的学习很好地“把脉”。“最近，我数学课花的时间相对多一
点，多刷一些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对一些类型题进行归纳总结，
希望对自己解题能力的提升有帮助。”

家住市区的黄启玖从小学升上中学后，最大的感触就是期
末考试复习阶段感觉到压力每年都在增加。黄启玖说，因为父
母希望他能考上好高中，所以是比较在意成绩的。如果考得不
好，就会不开心好几天；如果发挥得还不错，过年应该会开心加
倍、追加压岁钱。“但是，最近复习、做题，实在太累了，赶紧考完，
就可以放松一下，想约同学打球、看电影，放飞自己。”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厦大附中语文教研组组长 詹佩：

跟着教学节奏，
也要有自己的“小计划”
“语文教学，不是短视，而是要聚焦于长远目标。”

厦大附中语文教研组组长詹佩老师说，第一个层面，往
近了看，是着眼于中高考，希望学生在中高考时取得理
想的成绩，因此，我们会有一个整体教学规划。第二个
层面，往远了看，是着眼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着眼
于学生一生的发展。面对期末考试，我们不会做那些
临时性的特别工作。老师和学生都按照既定的教学计
划和节奏，自由地阅读，自由地写作，如此即可。

学生要如何安排好期末考试的复习进度？詹佩老
师认为，要两条腿走路。第一，跟着老师的节奏。老师
在学期初就对语文教学有长期、具体的规划，对语文学
习是有研究的，学生自己另搞一套，不可取。第二，学生
也要有自己的安排。在跟着老师复习的基础上，也可以
有属于自己的“小计划”，“小计划”也因人而异。无论怎
样安排自己的复习进度，有两件事始终要记住：阅读和
写作，这是语文学习的根本。当你刷数学题刷累了的时
候，不妨把抽屉里的《朝花夕拾》或《围城》拿出来，翻上
几页；周末了，暖暖的阳光午后，打开随笔本，写篇文章，
哪怕几句话，也是很好的。 ☉本报记者 陈慧慧

闽南师大附中 苏玉红：

考试前先检查试卷完整度
闽南师大附中苏玉红老师建议，在平时的考试中，

学生就应当以中考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比如说考试时
需要使用的文具准备好，不携带考试禁带物品，提前熟
悉考试科目和考试场地，这些工作都是需要考生在考
试前就要做好的。

“同学们拿到试卷，可能会紧张。建议拿到试卷后
的第一步应该是按照要求填写姓名和准考证号，然后，
在可以动笔之前，看看考卷一共几页，了解试卷结构、
题型、题量等，做到心中有数。英语科目则有些不同，
拿到试卷后应先仔细浏览听力题目。”

在巧妙作答方面，苏玉红老师向同学们分享了几
个答题技巧：一是注意答题顺序，要按照考卷题目的顺
序进行答题，碰到一时间做不出的题目，果断跳过，做到
先易后难、先熟后生，确保把能拿到手的分数都拿到；二
是认真审题，逐字逐句，圈出题干关键词，看清题目要求
再答题；三是注意时间分配，把握考试节奏，注意各种题
型的时间分配，避免出现试卷做不完的情况；四是留意
答题卡空间，不要因为答案写得太多，导致没有多少空
间回答关键内容；五是学会‘挤’分，在卷子上不要留空，
理科类学科中，不会的题目可以写出方程式和计算结
果，文科类学科中，一般都是按照要点给分；六是保持卷
面整洁，好的卷面和书写也会给阅卷老师留下好的印
象；七是做完选择题就填涂答题卡，避免出现担心时间
不够而涂写错位的情况。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漳州一中芝山校区教务处副主任 郭峥嵘：

学会自我减压缓解焦虑情绪
有的学生遇到期末考试会紧张，学生要如何做好心

理方面的调试？在漳州一中芝山校区教务处副主任郭峥
嵘老师看来，考试结果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也许
考试前夜睡眠不佳，考试时候注意力涣散，也许不熟悉考
场环境让你感到紧张……影响考试的因素有太多，而我们
可以做的是，做好能做的准备，例如好好听课、规划复习时
间、保证充足的睡眠，对于考试的结果抱有平常心。”

郭峥嵘老师强调自我减压的重要性。“复习阶段，
如果心情紧张，或无法全身心投入复习中，我们可以先
将课本放一放，找父母或朋友聊聊天，也可以和小盆栽
谈谈心，向宠物或玩偶说悄悄话……还可以用涂鸦或
日记的形式记录心情，或把内心的不舒服写到纸上，丢
到你的‘树洞’里。如果内心憋得难受，可以找一个适
宜的地方，大声喊叫，释放自己压抑的情绪。”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春 节 临 近 ，
漳 州 各 中 小 学 在 这

两 周 迎 来 期 末 考 试 。
记者了解到，面对期末

考试，有的学生和家长不
放心上，一切如常；有的家
长较为严格，怕孩子考不
好，就会比较紧张；有的
孩子害怕让老师和父母

失望，就会变得小心
翼翼。

家住芗城区的许欢女士，孩子在漳州一中上高
中。对于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她认为和平时没有太
大的区别。“平常他是周六中午就回家了，这个周末刚好
遇上月考，要考到周六下午。”许欢说，儿子月考结束回
家后，自己会和往常一样，给他准备一些他爱吃的菜。“从
小到大，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考试，心态比较平稳，以
平常心对待他的期末考试就可以。”

“我们把平时周末的沙龙都停了，等期末考试结束
后，才会让她参加一些学习以外的活动。”家住龙文区的
黄荷兰女士告诉记者，女儿娟娟上了初中以后，学习的科
目增多，学业压力大了许多。“感觉我自己比她还要紧张，
除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外，我每天还要根据她的学习进度，
督促一下课业完成的情况。”黄女士说，寒假前的期末考试
可以检查一个学期的学习情况，考完就要过农历春节了，考
得好的话当亲友问起，孩子也比较自信。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家 长家 长

有的在意有的看淡
学 生学 生

既紧张又期待

老 师老 师

期末礼物的约定，兑现！

在长泰区林墩中心小学，有这
么一片“竹林世界”，在学校竹
编社团教室中，用竹子制作的
凉扇、小包包、竹蜻蜓、中国
结、灯饰品、箩、筐、篮等
琳琅满目的竹编制品摆
满 了 整 间 教 室 ，竹 编
社团的同学们将竹
子 的 柔 韧 与 编 制
的技艺完美结合，
创 造 出 各 种 实 用 的
器物，一时间让人不由
得感受到竹编技艺横竖
交错之美。

“同学们，像我这样，横竖
各十条竹片，采用挑一压一的
方法，先编出正方形雏形，固定好
后，在其中的一个对角穿上中国
结，这样简单的挂饰就做好了。”每到
周三，社团指导老师、非遗传承人林仁
凤师傅在简单的教学演示过后，便走下
讲台，到同学们身边一对一进行指导。整个挂饰做
完之后，同学们便在上面画上了自己喜欢的图案，涂
上颜色。

为了能让同学们爱上竹编这项非遗技艺，非遗传
承人林仁凤师傅根据小学阶段孩子们的学习情况，用
浅显易懂的教学方法和一对一的指导，教导孩子们如
何从开始选竹、分丝，到如何分类染色，到最后如何用

薄如蝉翼的篾丝编织出精美的竹
编作品。“在竹编社团中，学生可

以学习竹编的基本技巧和工艺
流程以及编制成篮、编制成

椅等实用的器物。我希望
通过到学校开展教学活

动，让这项非遗技艺能
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林墩中心小学
五年（3）班的林书

妍特别喜欢竹编课，
每次的社团课，她都很

享受竹丝在手中编织的
感觉。对自己编织出来的

竹编作品更是精益求精，一
个细节没有做好，她都会重新

再制作一遍，要做到自己满意为
止。“我很享受竹丝在手上相互交

织的感觉。”
2020 年林墩中心小学被评为漳州

市首批非遗特色校，而竹编社团作为学
校创建的特色品牌，目前已有了专门的《竹编校本教
材》，竹编社团课程也深受学生喜爱。“我们希望通过
开展竹编课程，丰富学校的文化内涵，使学生们能够
更好地了解、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培养学生的艺术
修养和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发展学生的
才艺特长。”林墩中心小学副校长林毅鑫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文/供图

本报讯（记者 朱祥超 陈慧慧 文 林甄玉 图）近
日，漳州台商投资区组织开展以“具身美育与非遗传承”
为主题的幼儿园“非遗进校园”交流分享活动，进一步引
导老师和学生们认识非遗、热爱非遗，让非遗传承的“种
子”不断在校园生根、生长。

剪纸、陶艺、木版年画……在台商区第三实验小学
附属幼儿园，来自全区80家幼儿园的100名教师代表共
同走进《芗土为媒 非遗无界》非遗创意主题展，沙画、扎
染作品、木版年画等展区都吸引了众多老师驻足观看，
小小讲解员们耐心地解说着每一件作品制作中的技艺
精髓和所代表的文化内涵。

近距离了解非遗，老师和孩子们都被非遗所蕴含的
文化魅力折服。乐活大地幼儿园老师郭艺娜说：“‘非

遗进校园’活动非常有意义，幼儿园是孩子们接触文化
的重要场所，‘非遗进校园’活动不仅可以激发孩子们
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也能让孩子们切身感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刚在非遗工作坊体验了剪纸技
艺的东美中心小学附属幼儿园卢慧敏老师也感慨颇
多，她说：“孩子们在体验剪纸的时候是非常兴奋的。
通过活动我也体会到剪纸是如此精细且有魅力的一门
艺术。”

活动上，一场《具身慧美 携美同行》的专题讲座为
“非遗进校园”活动增添了一把传承的“薪火”。参观了
作品展和切身动手实践的老师们，热情地分享着制作的
乐趣，大家表示此次活动收获颇多，今后将继续积极推
广非遗传承，让非遗薪火相传。

感受竹编横竖交错之美感受竹编横竖交错之美

社团课上，同学们正在
进行竹丝编织。

▲展区吸引了众多老师驻足观看

““沉浸式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体验非遗技艺

▼幼儿园孩子们体
验非遗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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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围在一起用表扬信兑换心仪的礼物

1月22日，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迎宾分校一、二年级学生分学科、分项目开展了非纸笔测试活动。让
孩子们在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的闯关中体验学习的快乐。 陈琬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