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2月1日 星期二 编辑／焦琳 校对／俊峰 组版／晓荷D0404 教育周刊·教与学

高三一练大练兵 练脑练手还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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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雨 实习生 暴一凡 文/图

高考试卷采用电脑阅卷
后，对学生答题的规范程度
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
会做题，还要把正确的答案
体现在答题卡上，并且能让
改卷老师在电脑上清晰地
看到答案。

“在电脑上阅卷速度非常
快，如果试卷上的字迹不清
晰，改卷老师会很痛苦。”李翠
霞多次参与全市统一大考的
改卷工作，语文试卷对学生的
书写要求很高，尤其是古诗鉴
赏题和现代文阅读题，有的学
生答题时喜欢将答案写得很
长，老师要在答案里找得分
点，如果字迹不清晰，得分点
就很可能漏掉了。她建议，学
生在答这类题目时，最好分点
答，在每个要点前标清序号，
让改卷老师一目了然。

改作文时，阅卷老师会在
一篇作文上停留30秒左右，
这样，“第一印象”就很重要。
有的学生喜欢给作文拟一个
很虚的题目，令老师不能一眼
看出作文的主题，甚至会有文
章跑题的错觉，所以，写作文
时最好拟一个能够直接表达
文章观点的题目。

尚亚丽说，学生在做数学
大题的时候，会做的题一定要
确保最后的答案正确，虽然
数学的改卷标准是按步骤
给分，但是电脑阅卷速度
快，如果学生最终的答案是
错误的，再加上卷面不整
洁，改卷老师很有可能因
为看不清而不给步骤分。
按步骤给分的标准要求学
生在答题时一定要规范，
如果答题时跳过了关键步
骤，即使最终答案正确，也得
不了满分。

“今天的加餐是橘子，太棒了！”
教室里，孩子们开心地说笑着，准备
开吃。

“同学们，停——想不想换个方
法吃橘子？”教室里一下安静了。

“橘子，有很多种吃法吗？”前排
的行行好奇地问。

“我先问问大家，橘子皮真的不
能吃吗？”

“当然不能吃呀！”
“橘子长皮是为了保存水分，吃

之前剥掉皮才能吃嘛。”
“橘子皮太涩，若不把皮剥了，影

响口感。”
…………
“其实，橘子皮是可以吃的，橘子

皮中含有大量维生素，洗净晒干后
泡茶气味清香，而且提神，它还是中
药，具有健胃除湿、降低血压的功
能。还有，烧肉或烧排骨时，加入几
片橘子皮，味道既鲜美又不会感到
油腻……”我说。

“哇！橘子皮原来这么神奇！我
们可以把这些橘子皮收集起来，交给
咱们学校餐厅的厨师们。”

“再问第二个问题，从橘子长成

一瓣儿一瓣儿的模样中，你们能联想
到什么？”

“橘子长成一瓣儿一瓣儿的，
就像是我们的一个小组，一个小
家，紧紧围在一起，团结一心。”小
玉话音刚落，教室里就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

“老师，一瓣儿一瓣儿的橘子，就
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我们是一
家人，一家人就应该相聚在一起。”小
凯接着说。

…………
“说得很好，我还觉得一瓣儿

一瓣儿慢慢吃，还能让我们学会慢
慢品味生活，”我边说边掰下一瓣
橘子放入身边峰峰的嘴里，“也让
我们学会与人分享，分享生活的甘
甜、快乐……”

学生们安静了片刻，纷纷学着我
的样子，与同桌分享着橘子……

我知道，作为老师，我不可能做
到拥有知识最多，但一定要做一个有
敏锐眼光的人，因事施教，用心、用爱
陪伴学生。

（本文作者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洛阳分校教师）

2015年进入尾声，高三学子即将迎
来一场大型考试——一练。据市教育局
中小学教研室副主任李仲东透露，此次
一练考试将在12月中下旬进行。

一练到底练什么？学生们该如何
准备？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多名
专家，听听他们的建议吧。

吃橘子 □张小红

杜志刚 洛阳理工学院附中高三年
级组主任、地理教研组组长

尚亚丽 市教育局中小学教研室兼
职数学教研员、洛阳理工学院附中科研
处主任

李翠霞 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市三中高三英才班
班主任

对即将参加2016年高考的学生
来说，一练是继期中考试后的一次大
型全市统一考试，学生的考试成绩将
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统一排名，许多学
生会在考前摩拳擦掌，把一练当作证
明自己、为高考积攒信心的一次重大
考试。不过，在老师们看来，一练就
是一次阶段性的检测，其最大的目的
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次考试查缺补漏。

目前，多数学校的高三学生还处
于第一轮复习中，直到明年3月初才
能结束，这就意味着，一练试卷中的

一些考试内容，学生可能没有复习
到。对此，三位老师均表示，学生不
必为了准备一练而打乱了第一轮复
习的进度。

无论是理科还是文科，第一轮复
习所用的时间都是最长的，第一轮复
习的重点就是扫除知识中的盲点，使
知识更加网络化和系统化。

“每年都会有一些学生喜欢自己
安排复习进度，不重视老师强调的易
错知识点，这类学生一般都比较聪明
且成绩较好，但最终在高考中没发挥

出最高水平。”杜志刚说，学生应从心
理上重视一练考试，但是不要把它当
作目标，毕竟高考才是每个学生的最
终目标，所以不需要为了一练而打乱
原有的复习进度，最好跟着老师的教
学进度走。

一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让学生查缺补漏。尚亚丽说，学
生可以通过这次考试发现复习中的
漏洞，知道自己哪一个学科相对较
弱，哪一个学科的提升空间比较大，
以便及时改进自己的复习方法等。

一练的考试形式接近高考，学
生要在答题卡上答题，这也是为了
让学生提前积累大型考试的经验；
学生做题的速度和竞技状态，都将
影响考试结果，“不仅要学好，还
要考好”。

尚亚丽教的是数学，她带的班里
不乏聪明学生，可这些学生最容易在
考场上因小失大。比如，数学试卷的

倒数第二道题的第二问一般比较难，
数学不太好的学生可能会主动放弃，
成绩好的学生却喜欢在这些难题上
花费时间。

尚亚丽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名数
学成绩非常好的男生，在一次大型考
试后找她诉苦。男生说，他花了50分
钟去思考一道6分的大题，可是最后
还是没做对，考试成绩出来后，这名

男生竟然在两道非常简单的选择题
上失掉了10分。

学生在答题时一定要养成合理
安排时间的习惯。拿数学来说，选择
题和填空题花40分钟到50分钟来解
决比较合适，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
如果你用10分钟去思考一道大题仍
没有任何思路，就建议直接放弃，可
把时间用来检查已经做过的题目。

一练就像体检 重在发现问题

合理安排时间 有舍才会有得

答题尽量规范
走好“最后一步”

专 家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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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在认真备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