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区九湖中心小学坐落在凌波故里凤凰山之
中，校园占地 53亩，现有 36个教学班，1400多名学
生。学校传承墨子的“兼爱尚贤”教育思想，以“知书
达礼 文武兼修”为育人目标，弘扬五行文化，五育并
举，积极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先后获“福建省义
务教育教改示范校”“福建省平安校园”“漳州市文明
校园”等22项集体荣誉。

崇明尚德协同育人 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彰显

学校高度重视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重
要节日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文明教育实践活
动。通过国旗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周诵读活动，
强化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开展以“礼”为主线的文明礼
仪教育，新生“开笔礼”、重阳节“敬老礼”、瞻仰先烈“缅
怀礼”、感恩母校“毕业典礼”等，让文明礼仪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协同育人，加强学生法

制文明、交通文明、消防安全等宣讲教育。创作抗疫歌
曲《你戴口罩真好看》，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积极宣传作
用，歌曲《荔枝红了》被确定为漳州荔枝博物馆馆歌，参
与拍摄的清明文明祭扫公益主题短片被推送到省文明
办及学习强国等，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显著。

艺术教育润童心 特色项目育时代新人

学校充分挖掘地域元素优势，开展闽南文化艺
术、环创纸浆画等艺术特色教育。举行“闽南情 凌波
韵”闽南特色传统文化艺术节，自编自导的“醒狮”“大
鼓凉伞”“彩窑”“扒龙船”等具有闽南民间艺术色彩的
节目，洋溢着浓厚的乡土风情，闽南特色传统艺术文
化得以弘扬与传承。学校少年宫环创纸浆画工作坊，
废纸环保利用制作成艺术品，参加漳州市艺术节作为
美术艺术实践工作坊现场展示。学校将文明教育与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相融合，开设太极扇操、武术操、

手语操等体育大课间。开展闽南大鼓凉伞、舞狮、闽
南童谣、编程、经典诵读等39个少年宫项目，涵盖了
艺术创作、体育运动、传统文化和科技创新等。几年
来获得省级奖项20多人次，市级奖项100多人次。

校园文化主脉彰显 文以载道 以文化人

学校文化主脉彰显，文明印记流转。由孔圣人
引领的文道及熠熠生辉的八尊伟人，寓意为榜样力量
的感召，操场五环标志代表运动强身之力量，体现全
面发展的育人追求。艺术馆、图书馆、书法室、书山、
印章、艺术魔方等文化景观匠心独具。党的教育方
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垃圾分类等文明印记处处
彰显，崇尚文明在校园中蔚然成风。

学校将以创建文明校园为契机，加强德育教育、
艺术教育、校园文化等创新工作，努力实现学校教育
高质量发展。

漳州高新区九湖中心小学——

凌波故里颂文明 荔海毓秀谱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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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习中，阅读理解是重点和难点内容，不仅解题难度大，还考验学生的逻辑推理和文学鉴赏能力，而且每次考试题型也
不同。不少学生反映，做阅读理解经常读不懂、答不全、理解跑偏，甚至是时间不够用，语文成绩总不太理想。那么，阅读理解有
何答题技巧？要怎么提升答题准确度？本期采访了一线老师，分享阅读理解的解题方法与技巧。

▲龙海四中吴燕滨老师课间回答提问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摄

◀市二实小语文课上，老师组织同学们分小组讨论阅读理解题。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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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考语文试卷中，现代文阅读始终占据半壁江山。阅读理
解如同一场智慧的较量，它考验着学生对文字的敏感度和篇章的
洞察力。”龙海四中副校长吴燕滨结合近三年中考语文试题的解
析，给学生提出了阅读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和非连续性文本的
策略点拨。

吴燕滨分析，文学类文本阅读的选材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为导向，选取富有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的文章，彰显了时代主题、文
化自信。近三年文学类文本阅读试题的设计注重课内外勾连，如
2023年链接九年级上册《我的叔叔于勒》，分析以回忆往事的角度叙
述故事的好处；2022年链接八年级下册《灯笼》，探究结尾引述历史故
事蕴含的意义；2021年所选文章内容与七年级下册《老山界》相关。

吴燕滨建议，学生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训练：一是关注选材，
多阅读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题
材的文章，建立自觉、自信的文化意识；二是关注教材，从单元主
题、写作手法、内容趋同、文本体裁、文章主旨等方面进行整合复
习，达到“万变不离其宗”的目的；三是关注答题，整理文体知识和
高频考点，掌握各题型的解题思路和答题步骤，对点精准作答。

关于实用类文本阅读，吴燕滨认为，试题设计常与社会热点相
关。其中，说明性文本主要考查学生对文本的综合理解与分析能
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的精神；议论性文本阅读注重逻辑分析，
要求能区分观点与材料，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通过思考作出判
断，培养多角度理解与分析文章的能力。

针对此类文本阅读，吴燕滨给出的训练策略：一是阅读说明性
文要理清选文说明了什么事物或阐释了什么事理，具有什么特征，
要会从文中提取关键信息，运用文章中的信息解决实际问题；二是
议论性文本注重论据分析、论证方法、论证思路、文章结构等知识
要点的考查，要注意答题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主要考查学生在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中筛
选信息，形成解释，反思评价，迁移运用等能力。”在吴燕滨看来，文
本材料关注时事热点、地域文化、传统文化，注重图文结合，常与综
合性学习、应用文写作等融合考查，比如，2023 年考查推介语，
2022 年考查邀请函。吴燕滨建议，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训练策
略：一是多了解科技、自然、传统文化、民生等材料风格特点；二是
灵活提取关键信息，思考设题的命题意图；三是平时多关注小作文
和阅读语境相结合的训练。

“解读现代文阅读理解要有文本意识，答题紧扣文本，一切问
题都可以从文本中找到答案；要有语境意识，回归出处，联系上下
文和文章主题答题；要有题目意识，认真读题，把握题目中包含的
与内容主旨相关的各种信息，并注意分值。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学生持之以恒地思考和练习。通过字句
的斟酌和篇章的推敲，学生不仅能够在中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更
能培养出终身受益的阅读和思考习惯。”吴燕滨说。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在小学阶段，语文阅读题是考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
不仅考查同学们的阅读能力，更考验同学们的理解、分析和表
达能力。阅读理解大多可以在原文中寻找到答案，只要认真
阅读，反复琢磨，平时加强训练，培养语感，答题言之有理，就
可以在日积月累中逐步提升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成绩。

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郑晓倩老师建议，在做阅读题时，可
以按照以下步骤：第一，通读全文，整体感知。先读文章标题，
浏览全文，了解文章的体裁、结构，把握文章的大意。浏览中边
找出能概括文章大意和中心思想的关键语句，对文本有一个整
体的感知；第二，认真审题，明确方向。一般来说，题目主要由
作者的话与命题者的话两部分组成。命题者在出题时会设置
醒目的提示，一方面提示答题范围，如限定在哪一自然段或哪
个句子，我们就可以锁定答题区间。另一方面提示答题角度，
如选择“正确”“不正确”，或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好
处”“表达什么情感”等，可据此分析题目的出题点，进而挖掘答
题信息和答题思路。然后，根据提示答题要求进行回答；第三，
定位原文，寻找依据。审清题目要求后，可以带着问题，迅速回
到原文，定位与题干相关的内容。同时，注意语言表达的规范
性和准确性，避免使用口语化或模糊的表达；最后，检查答案，
确保完整。完成答题后，同学们可携带阅读理解的成果回归原
文，检查答案是否完整、准确，检查是否遗漏了题目要求的内
容，是否回答了所有问题，以及答案是否与原文相符。

“要想真正提高阅读能力，平时的训练与积累也是必不可
少的。”郑晓倩老师建议采用“读—练—测—延”的方法进行训
练。首先，广泛阅读，批注感受。可以阅读不同题材、不同风
格的文章，学习不同的写作技巧，边读边批注自己对作者思想
感情的理解、对文章语言的品析、对表达方法的领悟等，提高
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其次，重视预习，对照课堂。预习时，可
以把课后问题作为阅读题进行思考，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
来。课堂上，将自己的想法与同学进行交流，与老师的讲解进
行对照，看看自己答对了哪些要点，有哪些要点自己没有考虑
到，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就要认真听老师的讲解，找到正确的理
解方向。如六年级下第一单元《北京的春节》《腊八粥》的课后
题都涉及“哪些内容写得详细，哪些写得简略？这样安排有什
么好处？”可以提前整理出答题技巧；第三，精做练习，查缺补
漏。坚持定期做阅读练习，且在精不在多。每次做练习时，我
们需根据选文长短设定 10-15分钟的时间，运用所学的阅读
方法、解题技巧进行答题。做完之后，对照参考答案进行订
正。订正并不是直接把正确答案抄下来，而是要进行分析、反
思，梳理出这类题型的答题思路；第四，举一反三，巩固方法。
在语文测试与日常的阅读练习之后，根据自己掌握不好的文
本类型或题型，寻找类似的阅读题进行巩固训练，牢固掌握阅
读题的答题方法。 ☉本报记者 苏水梅

“语文阅读理解题，对于高考语文科目而言，属于‘弯道超车的
机会点’。”漳州第一外国语学校高三年语文组备课组长蔡园老师
认为，高考临近前的复习阶段，高三学子们要立足“阅读之道”，适
时盘点阶段复习情况，以语言为抓手，细读文本，串联、搭建知识框
架，根据任务指令答题，力求稳妥得分。

内化读文技法，读懂文本很关键。蔡园说，指向核心素养考查的
阅读，实际上就是“读者”“作者”“命题人”的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越
是紧张备考，越应巧借高考真题、教材文本进行文本细读和打磨。优
秀的作品，一文可以包揽众多的知识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具备带动
知识齿轮的迁移力量。她建议，文本细读的习惯应贯穿读文（做题）
始终，目光停留之处，记得要有笔端的痕迹。要特别关注作者“匠心
独运”之处，例如，文本形式上的重复处，重复中的“变化”可能是“破
文”密码；文本“令人费解”之处，悬念、突转、反差等思维“瘀滞”节点，
要站位读者视角“通”其“瘀”；文本刻意留白之处，可以从艺术技法、写
作意图、上下文情境等路径突围，体会其意蕴无穷的艺术效果。

在蔡园看来，文学作品从作者笔端落成后，其艺术奥秘便蜕化
为隐性的、潜在密码了。读文解题，实际上就是在“逆流而上”，从
隐秘的生成过程中回溯文学艺术的奥秘，是解文之利器。她建议，
学子们可以在做题中练法，在文本中“摸脉”。文学阅读“反套路”，
并不是说文学阅读没有方法可循。站在哪座山头唱哪首山歌，不
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读法，但是“起承转合”的章法却是阅读通法。
如，在信息类文本阅读中，强化抓取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能力。
散文类文本理解，关注散落于文段中的语脉流转。诗歌鉴赏，因为
文字的跳跃性强，更要基于上下句、前后联、全诗进行文字互解。
在语言文字运用的“语句补写”题中，关注上下文语境内容，方可精
准补出句子。诸如此法，遍及高考语文试卷角落，慎始慎终，有始
有终方是应对之道。

“高考试题题干表述的陌生化已成为常态，备考要有反套路的
思维构建。”蔡园分析，褪去命题“新衣”，架起骨架的依然是知识、
能力、技巧。审题挈领要有洞悉隐藏知识点的敏感力，巧借现代汉
语语法知识，破解题干的语言侧重点、语句间的逻辑链条、答题指
向等。“建议高三学子们要根据任务指令答题，依托情境提示答
题。三思而后行，反思答案要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后再落笔，防止答
题机械生硬、标签化、角度交叉；重视讲评课，可以通过自评—师评
—师生共评等多种方式，探讨答案要点间的逻辑性，检验自己是否
有从多角度横向展开，或者多层次纵向挖掘，是否能在高质量的备
考中，形成结构性思维的能力。‘思维发展与提升’或隐或显，以不
同方式不断在试题中发挥关键作用。逻辑思维要求从审题开始，
直至答题结束，一以贯之。尤其要提醒的是，庞大的复习知识网格
布阵，需要有一定的记忆路径，同学们可以以教材篇目（熟悉篇目）
为抓手，串联、搭建知识框架。整理、复盘前期备考中使用过的高
质量题目，用好二次作业卡，反复精研。”蔡园说。

☉本报记者 苏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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