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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备好的范文“用不上”忧积累的素材“激不活”

押宝“套题”历来是高考作文大忌

“我把今年上海每个区的二模语文作文

题几乎都看了一遍，感觉不太好套题。建议

考生们还是定下心来按老师的要求备考

吧。”上外云间中学语文正高级教师周伟说，

高考作文没有捷径，想用宿构作文来“套”当

年的高考作文，本身就带着投机取巧的心

理，况且，命题者也会刻意避开几乎所有的

原题，“套”不上也在情理之中。

了解命题规律
周伟老师告诫考生，与其猜题押宝，不

如了解一下高考的命题规律。以上海高考

作文为例，从2011年的“一切都会过去”和

“一切都不会过去”，一直到2022年上海的

秋考作文题，思辨性都一脉相承，连作文材

料“有人说”“你怎么看”都是熟悉的作文“配

方”。既然如此，考生们首先要和材料进行

有效“对话”，提炼出关键词，弄清其中的内

存联系，从中找到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在

此基础上，选取恰当的角度展开质疑、批判、

补充、整合等思维活动。在构思的过程中，

自然需要大量的语言材料，比如富有哲理的

名言警句、经典的人物素材等，这就需要把

平时积累的语言材料迅速“拿来”并给予“激

活”，再与高考题作对比与选择，接着进行辨

析与重构。

审题至关重要
“得作文者得总分。”这被看作是高考获

得高分的秘笈。对于作文的复习 ，杨浦区

语文正高级教师王玮说，考生们不妨从以下

几个点作回顾与梳理：如何正确审题，避免

偏题、跑题并且始终保持与作文题的对话；

如何正确理解辩证思维的内涵，并能在作文

中得以很好运用；写作构思中如何搭建良好

框架，做到有层次地推进，并且使思考往深

度发展；如何有效运用论证方法；如何认识

论题的当下意义；如何做到写作语言的通

顺、晓畅、达意、精练和有表现力；在写作中

如何做到“脚镣”与“跳舞”兼具。有同学在

临考前会担心，害怕拿到考题后突然发现缺

乏写作的素材，或之前准备的“范文”一点也

用不上。对此，王玮老师建议采用“回归

法”：关注以往教材、课堂、剪报与摘抄等。

教材每个单元的人文主题及相关的篇目如

果与作文题恰好有关联，那便是很好的写作

素材。课堂可以包含哲学、文学、艺术、科

学、历史、体育等等，总之，符合考题的内容

都可作为写作素材。

切忌一抄了之
“考前还需做一件事：整理自己以往的

作文，并准备一份‘病历卡’，标识一下每一

篇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如何修改，并提醒自

己高考时不要再犯这些错误。”王玮老师说，

对于“要不要准备几篇范文”的问题，首先要

明确一点，准备范文不是用来考场套题的。

不是所有的好文章都可以成为范文的。在

阅读范文时，应该着重掌握其优点到底在哪

里，有哪些是可以作为写作借鉴的，比如，文

章的框架结构等。即便是到了高考作文时

需要加以借鉴，也要把握好度。一方面，让

他人的佳作起到激发自己思维的作用；另一

方面，在下笔时必须要有分辨，绝对不能一

抄了之，这是高考作文的大忌，要将范文化

成自己的思想和文字。

本报记者 王蔚

孩子天生就富有好奇心，时不时抛出

“十万个为什么”。刚过去的整个5月，长宁

区建青实验学校幼儿部“变身”成一座科学

小镇，自由宽松的科学探索空间让每个学生

畅玩科学。

幼儿部陈佳园长说，建青幼儿部一向十

分重视对儿童科学素养的培养，孩子需要有

丰富的体验，才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好奇

心，而成人就要给孩子多多创造体验的机

会。“这也是为什么每年5月份，建青幼儿部就

要大‘变身’的最重要原因。”

在游园会里“玩转科学”
科学小镇活动的“重头戏”就是持续2天

的“青苗勃发，玩转科学”六一科学游园会。

整个校园在老师们的设计下科技感十

足，每个角落里都布满了与科学有关的游戏

内容，有动力、弹力等动力学的，有水、空气等

大气学的，也有平衡、飞行体验等感官体验。

小班的孩子会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穿

上黄色小背心，套上插牌手环，带上科学小镇

护照，拥有科学“初体验”。他们在斜坡滚动

区中自由选择喜欢的小球，和爸爸妈妈一起

玩一玩滚动游戏，在神秘感官馆中听听各种

奇妙的声音，在百变色彩馆中戴上变色眼镜，

感受五彩斑斓的新世界。

和小班孩子相比，中大班的孩子就显得

“老到”不少，把科学小镇的活动玩得更转。

陈园长说，今年的游园会首次为大班幼儿创

设了以小组为单位的闯关集章活动，孩子们

四人一组，自由结伴，手拿“科学小镇护照”，

去每个场馆打卡学习做游戏，体验科学的奇

妙之处。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个科学馆里的

游戏都需要4名幼儿协作完成，比如，平衡馆

里的不倒森林，需要四名幼儿同时移动位置，

才能让手上的棍子不倒下来，相当考验同伴

之间的默契度，而动力馆的滚珠多米诺需要

幼儿两两分工，才能最终将滚珠轨道与多米

诺骨牌组合在一起。小组闯关考验孩子们的

团队合作能力。

家长陪伴让体验更丰富
当爸爸妈妈走进幼儿园，小朋友们会有

什么样的惊喜？当爸爸妈妈化身为“幼儿园

老师”会迸发出怎样的教育火花？科学小镇

的“科学资源”并不被校门所限制，不同职业、

不同特长的家长伙伴走进幼儿园，给孩子们

带来了不一样的“科学礼物”。

游园会的操场上传来一声声轰鸣声，中

四班郭瑾恩爸爸带来了“哈雷摩托展示”，一

辆辆摩托车整整齐齐摆在操场上，孩子们都

探着脑袋，既好奇又兴奋。在3楼的阳光房

中，家长们带来知识的礼物。家长们带孩子

一起做有趣的实验，有中一班孔垂文妈妈的

“会喝水的杯子”，中二班朱梓泽妈妈的“水实

验”；中三班刘书言爸爸的“彩色珍珠雨”……

孩子们在操作实践中，不仅体验到了科学实

验的神奇，也感受到了探索的快乐。

鼓励孩子自由探索体验
“科学小镇”是建青幼儿部的特色活动。

陈园长说：“我们将‘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

生命科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实用技术等四大

领域，每个领域下包含有相应的科学元素，老

师们搭建了宽松、自由、富有童趣的科学探索

环境，以混龄混班的形式，打破时间和空间的

限定，让幼儿自主选择。”

“科学小镇”活动并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贯

穿整个5月，让小中大班各年级都拥有各自的

体验，最关键的是，这种体验是孩子自发的。在

科学小镇里，小班的孩子可以观察走动、自由选

择，进行初步的科学尝试，感受科学游戏的乐

趣，而中大班的孩子可以自由穿梭混龄活动楼

层，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自主地选择活动

内容和同伴，主动进行探索、操作和交往。陈

园长说：“每个孩子都能在各自感兴趣的科学游

戏中充分体验与感受‘Letmetry’‘Icando’

的乐趣。”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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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陪伴带着孩子“玩科学”
幼儿园变身“科学小镇”丰富体验激发求知乐趣

  年前的学生们回来了，给老师和学弟学妹一个惊喜

退休前最后一节高三英语课

■ 家长志愿者的泡泡秀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 受访者 供图

执教37载，终于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

昨天，南洋模范中学高三（4）班的同学们迎

来了高中最后一节英语课，而这，也是他们

的老师王焙教师生涯的最后一课。

想着再多叮嘱孩子们两句，下课铃响过

了一会儿，王老师才结束了上课。她始料未

及的是，门外，忽然涌进了8个“大孩子”，身

着统一的紫色T恤，手举着“饮水思源”“事

半功焙”“37年未下课”“焙感施恩”的标牌。

手中的横幅展开，跃出7个大字，“王焙老师

谢谢你！”

原来，他们是南模中学97届校友。前一

阵，在和校友会的联络中，他们偶然得知学

生时代最爱的英语老师王焙即将退休。于

是，大家一合计，在学校的支持下，决定为老

师举办一场特殊的退休仪式，也为即将走上

高考考场的学弟学妹加油。一袭紫衣，是祝

福学弟学妹们“紫定”（注：和上海话“注定”

同音）成功，背后印的文字则诉出大家共同

的心声：“师恩难忘，37年楷模。”

“躲在教室门口等下课又怕被老师发现

的时候，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鼻而来，真的有

种‘小鹿乱撞’的感觉。”活动发起人、97届校

友王鸥飏说，就像“一秒”穿越了时空。26年

前他们高考前，王老师也是同样拖堂了几分

钟，同样也是嘱咐又嘱咐。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20多年过去，王老

师还能叫出自己的名字。

尽管青春的回忆久远悠长，尽管许久未

见的王老师添了白发，但在校友们眼中，王

老师仍旧“又美又飒”。王鸥飏坦言，虽然记

不清当年的知识点，但高中时代的求学氛

围始终成为激励自己的动力。“王老师口音

标准，讲授知识点细致。大家学习英语的氛

围都很好，即便我这种相对英语底子一般的

理科生，也凭借高中打下的基础，在大学里英

文演讲、辩论，总能胜人一筹。”王鸥飏说，他

还始终记得王老师常说的那句话——“人不

一定伟大，但一定可以变得高尚”。

“王老师，谢谢您，在国外别人问我

‘How areyou?’我绝对不会回答‘Fine.

Thankyou.Andyou?’您教会了我，英语要

活学活用。”

“王老师，感谢您让我去读了托福集训

班，后来我出国留学，语言没问题。”

“王老师，英文现在不太用了，全部还给

您了。不过只要努力，就能进步，这是在您

的英语课上最大的收获。”

“王老师，您说的NopainsNogains

（不劳无获）我们仍然会怀念、珍惜并永远

记得。”

不敢占用学弟学妹太多的时间，校友们

将回忆和感恩，浓缩成手中的鲜花和卡片上

的文字。听着听着，台下的同学中也有人红

了眼眶。大屏幕上，他们道出了想对老师说

的话：“在您的教导下，我们突破了自己的边

界。您的教诲将伴随着我们走向未来的道

路，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和信心。”

在南模中学校长李啸瑜看来，这场小小

的仪式，是感恩，也是传承。老师们对教学

事业的热爱，连同校友们“饮水思源，感谢师

恩”的精神，一定会在同学们心中留下印记，

让“勇争第一、模范先锋”的使命感始终在心

里升腾，激励他们带着勇气迎接高考和未来

人生的种种挑战。

本报记者 陆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