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这颗
种子发芽了。”

“瞧，我的小苗
儿又长高了。”

“五一”放假归
来，沧州市第二
幼儿园中三班的
小朋友们再次来
到园中的楼顶农
庄，“探望”自
己亲手种下的植
物。孩子们认真
观察长势、细心
给植物浇水、彼
此交流种植心
得、以画代字记
好观察日记，沉
浸于劳动的快乐
中。

在这里，像
这样寓劳于乐的
活动还有很多。

近年来，市
二幼不断探索劳
动实践教育新模
式，将其融入幼
儿一日常规中，
不仅让孩子们掌
握 300余种基本
生活技能，使其
能够很好地照顾
自己，而且通过
班级值日生、全
园劳动日、分担
家务等多种方
式，帮助幼儿树
立服务他人的意
识，并积极付诸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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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知识面广量大，怎样复

习更有效？献县第一中学高级语文教

师燕金城为学子支招——

责任编辑 赵玉洁
电话 3155703 电邮 myjjtk@126.com

2022年5月9日 星期一
农历壬寅年四月初九P6 教育园地

JIAOYU YUANDI

备战高考备战高考：：

做好计划步步为营做好计划步步为营
本报记者 赵玉洁

拿起毛笔，饱蘸
墨汁，在宣纸上挥毫
而就，那莲叶清秀、
吐蕊盛放的荷花便栩
栩 如 生 地 展 现 于 眼
前，带给观者一份清
凉与惬意。

作画的小姑娘名
叫蔡彩，是沧州市实
验小学三年级 2班的学
生。

6岁那年，她画的
《水墨荷花》就获得了
第二届美术报国际少
儿美术大赛铜奖。此
后，她的作品多次出
现在省级和国家级比
赛的获奖名单中。去
年，她的戏曲题材国
画 《凤还巢》 更是摘
得国际少儿书画大赛
金奖。

家里挂满她的
画作

2岁多时，蔡彩就
对缤纷的色彩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小小的
她总是拿着蜡笔信手
涂鸦。在纸上画尚不
满足，衣服、地板甚
至是雪白的墙壁蔡彩
统统都不放过。每次
画完，她还会兴致勃
勃地拉着爸爸妈妈来
欣赏“作品”。一番表
扬和肯定后，蔡彩心
满意足地离开，只留
下爸爸妈妈替她收拾

“残局”。
在这样充满爱和

包容的家庭氛围中，
蔡彩对绘画的兴趣愈
加浓厚。5岁时到沧州
市博物馆参观美术展
览，她又被水墨画深
深吸引，想要一探究竟。

6岁开始专业学习，从此蔡彩
与国画结了缘。

为了鼓励她不断精进技艺，
父母精心挑选她的作品，装裱好
后悬挂在客厅和书房，而且每年
都要更换新作品，以此来记录蔡
彩的成长与进步。

小“画迷”乐享七彩世界

当别的小朋友在外面嬉戏玩
耍时，蔡彩却沉浸于多彩的绘画
世界中。她在纸上用心描绘着生
机勃勃的花草、栩栩如生的小动
物和妙趣横生的卡通形象，有时
画着画着会笑出声来，有时又会
因屡画不成而急得落泪。对她来
说，笔下的每一个事物都似有生
命一般，成了她童年特殊的“玩
伴”。

不仅如此，她的画作还充满
了新奇的创意。有一次，在准备
一幅主题为“近视防控”的参赛
作品时，蔡彩冥思苦想了很久，
依然不知从何下笔。于是，她对
着镜子，久久凝视着自己的眼
睛，不期然灵感忽至——画作中
只有一只大大的眼睛，眼中倒映
着蓝天、青草和可爱小朋友的身
影。蔡彩要通过这幅画告诉大
家：只有保护好我们的眼睛，才
能欣赏到生活中的美好。

去年 4 月，蔡彩所在班级到
市荣军疗养院慰问。同学们准备
了鲜花和水果，蔡彩则画了一幅
《长征精神永存》 的水墨画，送
给这些曾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老
英雄们，表达对他们深深的敬
意。

在总复习阶段，有
些高三学生时常感到课
业负担重，试题做不
完，心理压力大。其
实，适当调整并合理安
排学习计划，就能够充
分利用时间，减轻压
力，少走弯路。

燕金城以语文学习
为例，建议学子们在制
定学习计划时，可根据
学科特点，按照长计
划、短安排、及时修订
的方法进行。

首先， 一定要研究
考纲，弄清高考考什
么、怎么考，尤其是注
意考纲的变化，然后按
高考考点系统复习，切
忌漫无边际，或眉毛胡
子一把抓。要依据高考
大纲，将知识点统筹安
排，合理分配时间，做
到各个击破。制定计划
时，要充分考虑高考知
识点的特点，尽量撒大
网，将高考涉及到的知
识一网打尽。每天早晨
可安排20至30分钟识记
时间，对多音字、形近
字、文学常识和名句名
篇进行背诵、识记；中
午安排 30分钟，梳理课
本中的重点内容，边写
边记；晚上还要浏览历
年来的高考试题，了解
高考题型，把握高考重
点和难点。“好记性不如
烂笔头”，这是人人都懂
的道理，但真正做到并
不容易。高三学子要手
不离笔，该写的写，该
勾画的勾画，该积累的
积累。做到手脑并用，
用心专一。

其次，制订计划既
要与老师同步，又要有
超前意识，做到查漏补
缺。这里所说的与老师
同步，是指上课时专心
听讲，老师讲的知识要
当堂消化。晚上临睡前
最好回忆一下一天来所
学的知识，哪些是重点
要做到心中有数。老师

留的作业要按时完成，
对重点题和新题型要提
起高度重视。每次考试
后，不仅要改正错题，
更要认真剖析做错的原
因，不放过那些不懂得
或掌握不牢固的知识。
同时，学子还要提前了
解老师即将复习的内
容，勾画出自己不解的
地方，待老师讲解时弄
清弄懂。在复习过程中
发现一些典型试题，还
要及时研究并归纳整理。

第三，戒骄戒躁，
方法要科学。语文知识
面宽，复习时不能焦
躁，更不能有一蹴而就
的心理。找准科学的学
习方法非常关键。对于
基础知识，要调动分
类、归纳、列图表等多
种记忆方法；对于主观
试题，要注意研究经典
例题，或历年来高考试
题的标准答案，以明确
答题的要求和指向。

作文是高考语文的
重中之重。对于作文，
要明确常用体裁的特点
与写法，看历年来的高
考满分作文有哪些亮
点。备考作文，不要只
背诵范文，或套用范
文。而要从范文中掌握
素材运用的特点，要学
习范文的写作技巧，学
会如何巧妙地安排结
构。要大量积累写作素
材，注意素材中的主旨
与写作导向。找出一些
紧扣时代脉搏的素材，
并做好归类，以备写作
时为己所用。

最后，要将学习计
划落到实处。每天要自
我检查一下落实情况，
如没有完成当天的学习
计划，就要想办法完成
不拖延。如计划不太符
合实际，就及时修订。

复习过程中要保持
良好的心态，莫要急于
求成，一步一个脚印，
方能扎实备考。

要 让 学 生 更 好
地成长，老师就要
与家长勤沟通，形
成合力，如此事半
功倍。

班 上 有 个 女 孩
儿，父亲长年在外打
工，母亲在家照顾她
和弟弟。前段时间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孩
子们都居家上网课，
母亲怕两个孩子相互
影响，就让他们在各
自的卧室上课。由于
孩子的自制力较差，
每次上课期间母亲都
要在两个孩子之间奔
波十几次。即便如
此，女孩儿的成绩依
然没有起色，为此母
亲总是批评她，她也
变得更加叛逆。半个
月下来，这位母亲几
近崩溃。

发 现 这 个 情 况
后，我开始对这位
母 亲 进 行 心 理 疏
导，每隔两三天通
一次话，教母亲如
何跟孩子相处，化
批评为鼓励，并帮
助母亲为女孩儿制
订 成 绩 提 升 计 划 。

一个月后，女孩儿
的成绩由 55 分提高
到了90多分。女孩儿
的母亲得知成绩后第
一时间拨通了我的电
话，“老师，孩子的
成绩提高很多，太谢
谢您了，您真的辛苦
了。”母亲哽咽着说。

我有一个雷打不
动的习惯：每天至少
找3名家长了解孩子
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停课不停学期间更是
如此，与每位家长的
交谈时间至少在 20
分钟左右。日复一日
的坚持，让我与班里
不少孩子的家长都成
了无话不谈的好朋
友。

与家长做朋友，
既能够及时知晓孩子
在家里的学习状态，
有的放矢地调整教育
方式，又可以帮学生
父母出谋划策，解决
棘手的家庭教育难
题，让亲子关系更融
洽。形成合力，使孩
子快乐成长。如此一
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呢？

与家长形成合力与家长形成合力
徐振霞

教师手记教师手记

从上小班时自己
穿衣、吃饭，到上中
班时擦桌子、分发餐
具 、 帮 厨 等 简 单 劳
动，再到大班时制定
劳动计划、列物品清
单并自主购物、独立
制作一道美食……市
二幼的小朋友不仅在
幼 儿 园 每 天 参 与 劳
动，回到家里也是不
折不扣的家务小达人。

在帮助孩子们掌握
基本生活技能的基础
上，市二幼还把劳动实
践教育延伸到了家庭。
老师和家长携起手来，
鼓励幼儿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同时为孩子营造
宽松、包容、自主的家

庭环境，放手让他们去
尝试。比如在中班上学
期，配合老师教的生活
技能，家长为孩子在衣
橱中留出属于他的空
间，与幼儿共同讨论和
规划，然后由孩子自主
整理衣橱。到了大班，
面对复杂的劳动任务，
让孩子学会制定计划，
并有条不紊地完成；合
理规划和使用自己的零
花钱，并做到按需购物。

就这样，从小班到
大班，当孩子走过这 3
年，劳动不仅已成为一
种生活习惯，助力他们
成长，更会自然而然地
转变为爱的能力，惠及
身边的每一个人。

争做家务小能手

日前，教育部发布劳动课程标准，要求独立设置劳动课程。从今年9月起，

中小学生根据不同学段，将分别完成整理与收纳、家庭清洁、烹饪、家居美化等

劳动目标。而这些，沧州市第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上幼儿园期间就已经开始学习

并实践了——

劳动实践教育劳动实践教育劳动实践教育 开心每一天开心每一天开心每一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玉洁赵玉洁

当其他小朋友专注
于画画、搭积木、操作
蒙氏教具等自主活动
时，大四班的彭于芯正
穿着小围裙、戴着套袖
和厨师帽，在班里的

“水果吧”忙碌着。只
见她把十多个橙子清洗
干净、切成两半，然后
分装到小盘中，再在旁
边一一摆上姓名牌，以
方便小朋友们按名字取
用。

班里所有的小朋友
都有机会到“水果吧”
工作，既能锻炼洗、
切、分等技能，又可以
过把“小厨师”瘾。当
看到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时，那份自豪之情更会

洋溢在孩子脸上。
不要担心他们会洗

不干净、切到手或是分
不均，因为这些技能老
师早已带他们练习过很
多次。进入幼儿园以
后，每天上课的前 15
分钟，老师都会教孩子
们一项基本生活技能。

每天都有小朋友充
当值日生，为大家准备
加餐，在午餐前分发餐
具，餐后收拾碗筷、擦
桌子、清理地面。每周
五下午是全园“劳动
日”，每个孩子都有自
己的任务，大家通力合
作，把班级的桌椅、柜
子、墙壁和各个角落都
打扫得干干净净。

“水果吧”中小厨师

为了让孩子们亲身
体验耕种的辛劳和收获
的喜悦，市二幼突破空
间限制，在楼顶开辟出
了一个小“农庄”。

虽然地方不大，但
费的心思却不少。这里
有用木板隔出的一个个
菜畦，里面的土是后勤
部门的工作人员一桶一
桶运上来的；这里有小
铁锨、小铲子、小耙
子、洒水壶等工具，以
满足孩子动手操作的需
要；这里还有专为孩子
们设计的两个小水池，
方便他们接水浇灌。

中班每个班半畦，
以学习、体验为主；大
班每班一畦，不仅要亲
自种植，而且还要负责
养护。后勤部门的钱爷
爷耐心地教孩子们播
种，大家蹲在钱爷爷身
边，专心地听着、看
着，没有一个人开小
差、跑闹。

翻土、播种、浇
水，孩子们分工协作，
干得热火朝天。他们定
期到小农庄来劳作，除
草、捉虫、细心照料这
些植物朋友，盼着它们
和自己一起茁壮成长。

“楼顶农庄”耕种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