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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很重要“抄书”也讲技巧
□余景涛

中招历史是开卷考试——

同一个题目，想写出有新意
的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写
《我的妈妈》，许多人都会写自己
半夜生病了，妈妈连夜送自己去
医院的事情；写《我的同桌》，很多
人都会写考试时忘了带做题的直
尺，同桌主动借给自己，或是下雨
了跟同桌共用一把伞回家，结果
自己的衣服干干的，同桌的衣服
却被淋湿了等。

一个人这样写，读文章的人会
觉得挺感人，可是，接二连三地读到
此类内容，无论文字多么流畅，读者
都会感到乏味。所以，写同题作文
最忌讳内容千篇一律。

那么，怎样才能把同题作文写
出新意呢？

一、养成睁大眼睛看，竖起
耳朵听的习惯

我们要养成睁大眼睛看，竖起
耳朵听的习惯，留心身边的人喜欢
做什么事情，有哪些习惯性动作、表
情；用心听他们说了些什么话，把看
到的、听到的记在心里。此外，还要
留心身边事物的形状、颜色、质地、
状态等。

二、选材不要随大溜

想把同题作文写出不同来，关
键要选取与众不同的材料。中小学
生做事有从众的心理，今天，这个男
生买了悠悠球，明天保准有一群男
生跟着买；明天，那个女生在编手
链，后天就有不少女生嚷嚷着要编
手链。在生活中，随大溜可以学习
到生活经验，写作文选材时也随大
溜，就很难让你的文章突出重围，凸
显新意。

有一次，我指导学生练习写同
题作文《牡丹》。大部分学生不约而
同泛泛地写牡丹的品种繁多、色彩
艳丽、种植范围广，只有少数学生没
有随大溜。这少数学生有的只描写
牡丹的枝、叶、花，有的只介绍牡丹
的特点、用途，有的只讲述与牡丹相
关的趣闻轶事。

为了让学生体会如何写好同题
作文，我组织学生自主评改这次作
文。结果，学生的意见跟教师的想
法基本一致：被评为优秀作文的，大
多数是内容独特的文章，那些随大
溜的作文很少有入选的，尽管有的
作者洋洋洒洒地写了许多，但因为

犯了“异口同声”的毛病，没有特色，
照样入不了读者的“法眼”。

所以，在写同题作文时，一定要
把好选材这一关。无论多好的材
料，如果很多人都写的话，你最好另
辟蹊径，尽量规避跟他人“撞衫”，这
样，你在选材上就占了“缺者为贵”
的优势。

三、用你最熟悉的语言写

好的内容还需要用好的形式来
表现，就如同一个相貌清秀的女
孩，如果满面尘垢、衣衫褴褛，她的
清秀就可能被淹没在人群里了。如
果这个女孩穿着干净得体而又别致
的衣衫，她就很容易被人注意到。
所以，有了好材料，还要注意使用
有特色的语言。

强调有特色的语言并不是要我
们句句不离成语，段段都用排比、比
喻，而是用你所熟悉的语言。无论
是优美的书面语言，还是口语、俚
语、歇后语，只要是你熟悉的，用起
来得心应手的，都可以拿来使用。
若用得巧，说不定还能收到意外的
表达效果呢！

（本文作者系市五十六中教师）

同题作文 如何“与众不同”
□彭雪丽

交流交流交流台台

孩子的精神世界
□李艳丽

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一年
级的朵朵（化名）和小雨（化名）敲门进来了。
那天，朵朵穿了一件白色的薄毛衣，外面配了
一条玫红色的丝质公主裙，颜色很好看。

“今天的衣服很漂亮，是谁给你搭配的？”
我问道。

“是我自己。”朵朵回答。
突然，她对摆在我们中间的茶盘产生了

兴趣，于是，开始摆弄茶盘上的茶具。
“要不要我教你们怎么沏茶？”那一刻，我

心里忽然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好呀！”两个小朋友拍手赞成。
“……然后把茶洗一遍……第一道茶好

了。端起来，先闻茶香，再品尝一小口，不要
一次喝完，感觉如何呢？”

“有一点苦。”两个小朋友说。
“古人喝茶是这样的，前面要用手挡着。”

小雨很优雅地示范。
“好，现在尝尝第二道。”
“有一点甜啊！”两个小姑娘很认真地

评价。
“再尝尝第三道。”
“好淡啊！”两个小姑娘同时说。
“关于品茶，有这样一个说法：第一道茶

苦若生命，第二道茶甜似爱情，第三道茶淡若
轻风。”我很认真地对她们说。

“小雨，你爱的人是谁？”朵朵马上问另一
个小姑娘。

“她。”小雨指了指我。
“我说的不是女的，是男的。”朵朵纠

正道。
“我没有。”小女孩害羞了。
“我有自己爱的人，是男的。”朵朵郑重

地说。
“你有自己爱的人吗？”朵朵转头问我。
“有，我有自己很爱的人。”我坦然答道。
“他是谁？”朵朵问。
“你不认识的人，他很爱我，我也很

爱他。”我说。
“朵朵，你会怎样对待你爱的人呢？”我轻

轻地问她。
朵朵没有回答，只是默默注视着我。

“是不是他对你好，你也要对他好呢？”我
又问。

朵朵沉默。
谈话到此结束，两个孩子继续喝茶直到

离开。
儿童喜欢生活在精神世界里。
一个成年人在用一种平等的心态去面对

儿童的时候，会突然发现，每一个儿童都能够
透过外在的语言表象直达成人的心灵。很多
时候，甚至根本不用说，他们就能洞悉成人内
心深处的东西。他们对生命、对心灵的认知
绝对不亚于成人。

朵朵目前正处于关系与婚姻的敏感期，
因为生活在单亲家庭，她在与她喜欢的人的
关系里陷入了“黏附——攻击”的模式，就是
每次都以她喜欢、亲近、追随一个男孩开始，
最后以她对对方强烈的攻击而收场。她在
这样的关系模式里体验亲近与分离、甜蜜和
痛苦，正是这种体验，帮助她去分辨、理清应
该怎样做才能建立真实而美好、持久而深入
的关系，这也是很多成年人终其一生都不能
完成的功课。

在这个时候，成年人适当引领会有助于
减轻儿童的焦虑，引发她对生命、关系的思
考与领悟。终究有一天，她会通过如此丰富
的体验懂得真正的关系是不控制、不讨好、
不依赖、不拯救，是真我的相遇，是相互陪
伴、支持与认同——这就是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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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三，很多同学感觉试题和
初一、初二时不太一样，难度加大
了。面对试题，一些同学不知如何下
手。历史开卷考试的选择题是20分，
非选择题是30分，其中，开放性试题
所占比例较大。开放性试题有别于
传统直问直答式的历史试题，具有立
意多元化、设问多方位、答题多角度、
评分采意不采点等特点，着重考查的
是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以
及提出独立见解的创新能力。

针对开放性试题的特点，我们必
须重视解题能力与技巧的培养。要
养成紧扣题意作答的良好习惯，要找
出中心词、限制词，看清题目的指向
和考查范围。

历史考试只有50分钟，试卷文字
量就有3500字左右，所以，我们要精
选练习题，注意把握做题速度。

对于练习和考生的关系，有一句
话要和大家分享：平时，把练习当作
考试；最后，把考试当作练习。第一
句话强调的是平时的态度，练习要严
格按照考试的时间和要求训练；第二
句话强调的是考试的心态，只要掌握
了正确的复习方法，付出了努力，就
一定能在考试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本文作者系东升二中教师）

目前，河南省历史中考采用的
仍是开卷考试的模式。升入初三，
刚开始接触历史开卷考试，部分学
生简单地认为，开卷考试只是抄抄
书而已。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很容
易让你在将来的考试中吃亏。

对于历史的学习，大家要有一
个正确的认识：单纯地记忆历史史
实，是最基础的。在记忆的基础

上，整合历史知识，找到历史线索，
总结历史规律，得出自己对历史的
认识，才是学习的重点。

开卷考试模式下的历史中
考，恰恰更重视第二层次。我曾
经参加过3次河南省中考命题和
审题，这里将近几年指导中考历
史复习的几点心得写下来，供大
家参考。

要重视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开卷考试的试题源于课本，
但高于课本，考查重点是考生的
能力而不是基础知识。虽然如
此，但离开基础知识，能力就变
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
教材涉及古今中外很多方面，内

容多、综合性较强。因此，在复
习中，应重点抓基础知识，掌握
好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在理解
的基础上记忆，避免死记硬背，
更不要迷信各种“速查”之类的
辅导书。

要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知识，做好专题复习

近几年中考历史试题越来越
强调综合性，往往一道选择题就是
一个小的专题。初中历史教材共
6本书，内容多，在复习时，大家要
把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
的特征和重大历史事件紧密联系
起来，要进行历史知识多层次、多
方位的联系和对比。

这里介绍一个简单实用的
方法——看课本目录。复习时，
大家要多想一想，为什么这几个
知识点放在同一课，为什么这几
课的内容放在同一单元，尽量找
出历史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最
终把课本“由厚读薄”，形成自己
的知识体系。

要重视
解题能力与技巧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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