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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C14

□记者 吕玲玲

家长李女士：我儿子刚上初一，就被文
言文难住了，还有了抵触情绪。我想知道，
刚上初中的学生咋学文言文？

东升二中语文教师曹新文：初中学生
有两怕，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学生对
文言文有畏难情绪很正常，家长要多鼓励。

阅读建议 不建议孩子“啃”过难的文
言文小说，家长可先让孩子读一些文言和
白话掺杂的小说，比如《西游记》等。需
要注意的是，读带文言文性质的小说，并
不需要孩子弄懂每个字词的含义，对于
不懂的字词，可以连蒙带猜。就像做英
语阅读理解题一样，个别单词不会，并不影
响理解。

学习建议 要想学好文言文，专业的工
具书《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必不可少，家长
可提前准备。对于初中必考的文言文篇目，
学生要多读、多背。多读，可以培养文言文
的语感，加深理解。读的时候，字音是个难
点，一开始就要读准，并掌握停顿规律。文
言文中的一些通假字、虚词的含义等，是需
要背会的，教材上有具体的背诵要求，学生
可以像记英语单词一样，慢慢积累。

你有问题我来答，快加入洛报教育初
中群（QQ 群号：438266522）讨论吧。

□记者 王雨

刚升入初中的你，是不是还在好
奇历史讲什么？数学怎么变难了？
相信老师一定提醒过你：学习之
余，别忘了锻炼身体。千万别把老
师的话当成耳旁风，否则，到中考
时你会发现，自己在初一时就已经
丢了分……

初一学生俩“噩梦”
耐力跑和引体向上

市二十六中体育老师陈媛说，按
照去年的中考政策，体育一共70分，
初一时的过程评价在中考体育中占
5分，其中，平时表现占2分，达标成
绩占3分，“多数学生丢分，都是因为
体育不达标”。

陈媛说，从小学到大学，学生每
年都要进行体育达标。小学阶段，体

育成绩不计入总分，很多学生不重视
锻炼，因此，升入初中后，身体素质非
常好的学生很少。另外，初一体育达
标的项目增多、要求更高，且一般在
上学期进行，很多学生还没来得及锻
炼，所以，成绩自然不会好。

市实验中学西工校区体育教研
组组长万金龙说，按照往年的情况，
对于初一学生来说，比较难的达标项
目是男生、女生的耐力跑和男生的引
体向上。很多学生在小学阶段没有接
受过长跑训练，在初一达标考试时，就
会很吃力；引体向上对臂力要求很高，
有些男生甚至一个都做不了。

陈媛提醒，身体素质一般的学
生，从初一起就要加强锻炼。

咋做才能抓分
慢慢来和坚持住

那么，如何锻炼才能在达标时拿

高分呢？万金龙和陈媛建议，初一学
生可利用课间或放学后的时间，做一
些简单有效的训练。

坚持晨跑：耐力训练贵在坚持。
训练时，学生可根据身体情况逐渐增
加训练量，切不可急于求成。有的学
生不适合长跑，在训练前，一定要了
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跳绳：可以锻炼身体的协调能
力、弹跳力、灵敏度，如果想通过跳绳
锻炼耐力，可试着一次跳三分钟，然
后逐步延长时间。

俯卧撑、立卧撑、平板支撑：这
些项目均可锻炼上肢力量，特别适
合男生。刚开始训练，可以先尝试
立卧撑。

蛙跳、单脚跳、收腹跳：能有效锻
炼腿部和腰腹力量。

两名老师提醒，初一学生正处于
长身体阶段，不建议做负重训练，平
时训练前要做好热身，避免受伤。

“化学和生物的大部分题目
注重考查基础知识，很多细碎
的知识点靠记忆，这两科做错
题本没啥必要。”该校九年级
（12）班学生梁彻说，相比之下，
数学和物理光记公式定理不
行，还得在题目中找理论依据，
需要灵活的思维方法。梁彻
说，自己从刚入校的 30 多名，
进步到现在的第一名，错题本
功不可没。

“升入初一后，数学老师就
要求我们做错题本，三年下来，
只有我和另外一名同学做到
了。”梁彻说，其实，做一整套卷
子就为了把不会的题挑出来弄

懂。数学题型千变万化，解题方
法千差万别，所以，对错题的研
究和反思很有必要。

“有的同学觉得做错题本浪
费时间，主要是错的题太多；还
有的同学做了错题本而不去回
顾，也收不到应有效果。”物理教
师路志宇说，如果学生的成绩属
于中等或偏下，每错一题就写到
错题本上也不现实，这就需要对
错题进行分析，看看是粗心还是
确实不会。对于不会的题目和
老师重点讲的题目，应该记在错
题本上时常翻看，否则，遇到同
样类型的题目，还是会答不出或
者做错。

初中·学习

在学习中，查漏补缺被上升到战略高度，经历过大小考洗礼的学霸说——

不是每个科目 都需要一个错题本
答疑解惑

□记者 焦琳

王先生：我们是外地人，孩子在涧西区
某小学上六年级。小学升初中时，初中学
校是看孩子的户籍所在地，还是看孩子上
的小学的所在地呢？

教育周刊小编：目前，初中入学与小学
入学一样，坚持划片免试就近的原则，尚未
实施对口升学。根据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招生工作的要求，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全面实行划片招生，每年7月前后，各区
教育行政部门都要对辖区内适龄学生的情
况进行详细调查摸底并制订招生方案。

目前，我市公办初中招生尚未实行小
学对口初中升学的模式。当学区内符合条
件的学生超过学校招生规模时，按照“房户
一致”优先原则排列先后顺序分类、分批招
生：第一批为房户一致者，第二批为三代同
住且父母无房产者，第三批为有户无房者，
第四批为有房无户的同一行政区学生。

若同一顺序学生超过核定的学校招生
计划，教育行政部门会依据公平、公正原
则制订排序规则和方法录取。各初中在
确保学区内及其他符合入学政策的适龄
学生入学的情况下，如果学校还有空余
学位，将拟接收学生经过校领导班子集
体研究后分类上报，经教育行政部门批
准后方可接收。

初中·学生

临阵磨枪不管用，现在就得练起来——

中考体育分数 要从初一抓起

□记者 焦琳 通讯员 施立莉

错题本，是很多学霸的秘
密武器，对提高成绩有很大作
用。但初中科目较多，每一科
都适合做错题本吗？我们邀请
市东升二中的几位老师和初三
学霸梁彻同学支招。

“文科里，语文和英语都是语言
类科目。题目的主观性、随机性和
偶然性很强，就算有解题方法，基本
上也要靠平时积累。”该校语文教师
李润波说，人文学科的积累没有诀
窍，主要靠大量阅读和写作。不过，
虽然不需要错题本，学生也可以将
基础知识写在本子上，比如多音字、
近义词、改病句等。

对于历史、政治等学科，政治
教师李燕钟也不太建议做错题本：

“客观题需要练理解力和观察力，
主观题则基本靠背诵、记忆、结合
材料。”

其实，并非所有文科科目都不
需要错题本，地理就是个例外。“地
理是文科中最具理科性质的科目。”
李润波说，地理需要识记的内容多，
且很多知识点都是动态的，需要对
解题思路和方法进行归纳、分析，因
此应该建立错题本。

语文和英语 不用做错题本

文科

数学和物理 得有错题本

初中划片入学
要看户籍吗

刚上初中的学生
咋学文言文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