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战“疫”共克时艰。高三学

子作为抗“疫”一份子，也走在居家
“赶考”路上。就英语学科而言，有了

2020 年统一高考外语科目考试（1

月份）的经验，大部分学生其实心里
并不慌张。从一考到二考，应该避免

不走心的盲目刷题，将专注力放到
有针对性的训练上。除此之外，听

力、口语也需要通过训练来保持持
续语感。

巩固基础尤为重要
澄衷高级中学高三年级组长、

英语教师贺璟毅说，还未正式返校

的阶段，仍要继续充分利用线上教
育资源。“目前，上海市高中英语教

学主要采用《牛津英语》和《新世纪

英语》两种教材。虽然，空中课堂使
用的是牛津教材，但授课老师主要

以阅读技巧教授为主。对于使用新
世纪教材的学生来说，可以将其当

作为很好的课外阅读补充。”
“经过一模和一考之后，每个考

生已对自己有了一定认识。进入到

现阶段第二轮的复习，巩固基础仍
然十分重要。这其中，较为重要的一

部分内容就是要重视掌握单词、词
组、句型。以背单词为例，不仅仅要

记中文解释，更要关注词性、一词多
义、熟词生义等。词组搭配和常用句

型也需要特别重视。”延安中学英语
高级教师朱越介绍，积累巩固词汇

有一种好方法———主题式词汇学
习。“《牛津英语》和《新世纪英语》都

是以主题为线索编撰的，学生可以
依托教材，围绕某一主题，复习巩固

词汇。‘空中课堂’也有基于这种词

汇学习方法的词汇课，学生不妨好
好利用。”

贺璟毅也介绍了两种记忆单词
的方法：构词法和上下文猜测。“词

汇是学生英语学习中最大的困难，
尤其是一词多性、一词多义增加了

学习的难度。增加词汇量对阅读会

有很大帮助。”

强化训练薄弱环节
朱越认为，最后阶段的英语备

考宜精不宜滥。“要有针对性地做有

挑战的事。针对薄弱环节做强化训
练，并学会举一反三。”比如，如果学

生在练习中发现，经常会在语法部
分的非谓语动词这一考点失分，那

么就需要先自我分析到底是非谓语

知识点掌握的问题，还是没有厘清
长短句结构的缘故。如果是知识点

没吃透，就打开语法书查遗补漏；如

果是长难句理解不到位，就要把那
些长难句集中起来，专练句子结构

分析。又比如，学生在科技类阅读文
章上错误率较高，就加强这方面的

阅读训练，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归纳
同类文章的共性，大至行文脉络、篇

章结构，小至常用词汇。

贺璟毅则建议，课堂笔记和错题
集整理也是精准定位薄弱环节的一

种方法。

克服畏惧多听多讲
和其他科目不同，外语考试不仅

要动笔，还要动口。“俗话说‘拳不离

手、曲不离口’，听力和口语都需要经
常练习。”朱越建议，学生每天都要安

排 20分钟时间，专门练习听力或者
口语表达，避免产生语言的生疏感。

“很多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情

绪波动很大，听力、词汇和阅读都会

引起学生的焦虑状态，从而导致学
习心理上的障碍，产生畏惧。”贺璟

毅说，听力学习很重要的一点是信
心，因此，学生在平时一定要做个有

心人，创造条件主动听英语。“无论
是英语节目、英语广播、还是英语歌

曲、英语电影，都要培养自己的听音

意识，听不懂就反复听，如此才能提
高自己的听音能力。”

此外，适度的模拟卷训练对缓
解焦虑有一定帮助。贺璟毅建议：

“首先，在家的限时试卷训练可以安
排在英语高考的相同时间段，也就

是下午 3时到 5时。其次，以往总有
人在考试中因为过于纠结细节问题

而导致答题时间不够，因此，在模拟
训练时，学生要学会合理安排答题

时间，严格控制主客观题的做题时
间和思考时间。” 本报记者 马丹

英语教师为备考学生支招：

避免盲目刷题 专注强化训练

    “不同污染物的暴露，有着不同

的途径。比如呼吸暴露，就是通过呼
吸的途径暴露了污染，没有人能例

外。”昨晚，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
授、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陶澍，

以云讲座的形式作客华东师大“环
境地理”大讲堂，讲述生活源排放及

室内 PM2.5污染。陶教授说，室外

空气重要，室内空气同样重要，因为
这都是 PM2.5的排放源。

陶澍教授表示，最近许多人在
讨论，疫情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污染

仍蛮严重的，网上大家在吵，说汽车

也不开了，工厂也停工了，为什么还
有这么重的污染？一份 2017年的世

卫组织报告至今尚未有更新的内
容，报告里说，因环境相关的问题而

导致的死亡，占人口总死亡比例的
10%至 11%，包括空气污染、食业风

险以及水污染等，空气污染排首位。

大家可能没想到，室外的 PM2.5占

一半，另一半就是源自室内。“十多

年前，我们就有这个思路，从空气污
染的排放清单做起，这是个非常艰

苦的工作，我们做了七八年时间才
接近完成。到了后期，我们越来越意

识到室内呼吸暴露的重要性。之前
做的大气传输模型只能探测到室外

的，直到现在，全球的室内空气模型
研究还是相对滞后的。”他说。陶澍教

授坦言，室外的大气传输模型已经相

当成熟，但是，要建立室内 PM2.5的
模拟模型则是比较难的事。

陶澍教授透露，他参与了我国
室内空气测定标准的修订。“目前国

际上对室内空气标准的测定，是定
位在 1 米到 1.5 米的高度之间，这

是非常合理的，我试图推动我国的

标准里面也要规定科学的测定方

式。成年人的高度通常是 1.6米、1.7

米，高一点的人是 1.8米，嘴巴的高
度大体是在 1 米到 1.5 米这个位

置，可以作为监测的标准。”陶教授
又表示，如果室内空气是均匀的，那

么，这个点的监测结果都是对的，可
问题是，人们有很长的时间是坐着

的、躺着的，小孩子的个子也要矮许

多。因此，统一以 1米到 1.5米的高
度来监测室内空气，又显得不太合

理。所以，人们更要关注的是室内空

气的垂直分布。 首席记者 王蔚

一半源自室内PM2.5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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