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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招洛阳外国语学校总分第一名——

李晨钰：化学满分 我是这样炼成的
□记者 杨寒冰 实习生 高昊 文/图

●姓名：李晨钰
●毕业学校：洛阳外国语学校
●成绩：655分

李晨钰最感兴趣、学得最好的学科是
化学，化学也给了她丰厚的回报——满分
50分。

如果你对化学感兴趣或者想提高
化学成绩，就来看看李晨钰分享的经
验吧。

培养学科兴趣。凡是和生活联系
密切的，学生都会感兴趣，这是李晨钰
的观点。化学元素之间的奇妙反应、有
趣的化合价口诀，都为化学学习增添了
乐趣。

李晨钰还经常看一些科技类杂志，
为学习兴趣的培养“加油”——她从小就
爱看《我们爱科学》《博物》等杂志。她认
为，看一看，了解就行，不一定非要记住，
强迫识记反而效果不好。

提前预习。初三就要开化学课了，
初二那年暑假，李晨钰提前开始学习化
学。她说，提前学习的目的是把知识先
过一遍，知道难点、重点在哪儿，在开学
后学起来更有针对性。

初三之前的预习，是为了更好地学
习，李晨钰提醒学弟学妹：不论是自己预
习，还是在外上辅导班，在初三开学后都
要把化学当成新课，认真听讲，不要认为
自己已经学过，上课就不注意听，三心二
意很容易漏掉知识点。

实验认真做。学化学离不开实
验，每一次实验，都要认真对待。李
晨钰的方法是这样的：做实验之前认
真阅读老师发的单子，上面有实验步
骤和评分细则，在看清楚理解后再动
手操作。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平
时要多练、多想，想不明白的地方多问
老师。

准备一个错题本。选择题、填空题
要在题目旁注明错误原因、解题步骤；解
答题的每一步解答都要写清楚，并注明
哪一步做错了，原因是什么。

另外，在做解答题时语言要规范，使
用化学学科术语，不要写得乱七八糟，让
老师一头雾水，影响得分。

●姓名：吴月瑶
●毕业学校：市二十三中
●成绩：648分

吴月瑶高高的个子，清秀的模样，一
下子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采访一开始，吴月瑶就笑呵呵地表
示，自己其实不是学霸，平时学习也没有
大家想象中那么努力。不过有一点特
别，她在学习过程中特别喜欢找竞争对
手，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

“这里提到的竞争，不是说跟同学
比谁的成绩更优秀，而是比谁的学习积
极性更高，谁对学习更感兴趣。”吴月瑶
说，在学校时，她最常跟同桌明哲比。

刚开始，吴月瑶对化学不怎么感
兴趣，成绩也不理想。

有一次，吴月瑶和明哲研究起零食
和饮料上的配料表，看到不熟悉的化学
物质，俩人都说要回家自己查资料，第二
天到学校互相展示查询成果，看谁查得
更详细。

从那以后，吴月瑶总会不自觉地
研究饮料瓶上的配料表。时间长了，
她发现化学的学习并没自己想象的
那么枯燥。

研究配料表，使她对化学产生了兴
趣。这种比赛研究配料表的方法，让她
把化学知识与生活更好地结合了起来。

化学成绩慢慢赶上来后，吴月瑶又
对需要大量记忆的文科发起了愁，总是

背着背着就想打退堂鼓。为提高自己
对文科的学习兴趣，吴月瑶把妈妈当成
竞争对手，试着和妈妈一起学习地理、
历史，俩人互相监督，比赛看谁记得又
多又准。

到了初三下半学期，要复习的知识
越来越多，当吴月瑶非常疲惫的时候，妈
妈就会在一旁把地理、历史、政治的知识
点，像讲故事一样给吴月瑶读出来。在
放松的同时，吴月瑶又多了一种记忆知
识点的方法。

吴月瑶觉得，学习的过程是非常漫
长的，当感到枯燥无味时，不要一味抱
怨，有时换种方式，会让学习更有趣。

2014年中招市二十三中总分第一名——

吴月瑶：寻找对手 激发起学习兴趣
□记者 赵夏楠 通讯员 党柯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