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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竞赛

洛阳高二女生获叶圣陶杯作文大赛特等奖

学霸传说

想学好物理
初三女生有妙招

□洛教融媒首席记者 刘敏

“杨家怡，特等奖！”前几天，第 21 届“叶圣陶
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总决赛结果公布，伊川
一高高二学生杨家怡凭借《韵》一文，获得河南省唯
一的特等奖。她是如何获奖的？参加作文大赛对
升学有帮助吗？一起来揭秘。

洛阳女生获全国作文比赛特等奖

“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是由中国
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竞赛，由教育部审批
认定举办。“总决赛强手如林，能获得特等奖，我非
常开心。”前几天，杨家怡从老师那里得知获奖消息
后，十分兴奋。

从获奖名单来看，杨家怡的特等奖，是河南学
子在本届大赛上取得的最好成绩，也是今年河南唯
一一个特等奖。此次大赛，全国共有2000多所学
校、80余万名学生参加。通过初赛，选拔出6000
余名选手现场参加总决赛，并评出全国十佳小作家
奖10名，特等奖50名，一等奖1600名，二、三等奖
若干。

“一上高中，我的语文老师田增艳就觉得我写
作能力不错，给我介绍了‘叶圣陶杯’作文大赛，鼓
励我参赛。”杨家怡说，去年冬天，她参加了“叶圣陶
杯”初赛。初赛要求在网上提交一篇命题作文，她
花了1小时写完，用半小时修改，最终取得了省级
一等奖的好成绩，入围总决赛。今年5月底，杨家
怡到江苏盐城参加了总决赛，用时两天。

“入围和总决赛前，大概有半年时间，一开始我
有点纠结，不知道咋准备。”她说，田老师鼓励她，作
文大赛重在平时积累，决赛前多读书、多练笔即可，
不需要过度紧张。

在田增艳看来，杨家怡能获特等奖得益于她在
阅读、写作方面的深厚积累。“她阅读面很广，平时
作文成绩也很优秀，有时还会给我写信交流想法。”
田增艳说。

作文大赛获奖 对高考有一定帮助

杨家怡这次获奖，让不少家长和学生关注起作
文大赛来。

记者了解到，在教育部认定的43项白名单赛
事中，作文类比赛有6项，分别是：“叶圣陶杯”全国
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全
国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大赛、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
赛、全国中学生环境保护优秀作文征集活动、“语文
报杯·时代新人说”全国中学生征文大赛。

从近几年高校在我省的招生政策看，获
得作文大赛奖项，在考生参加综合评价、强

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等特殊类型招生时，对通过
初审和校测有一定帮助。

采访中，多名老师表示，从升学角度看，作文大
赛获奖对高考的帮助属于“锦上添花”性质。比起
获奖，更重要的是在参赛过程中，学生体会到的写
作乐趣和自信。“这次比赛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应
试作文之外，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更加热爱
阅读和写作。”杨家怡说。

相比其他竞赛，作文大赛花费时间相对较少。
“写作重在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需多阅读积累素
材、多练笔，这些工作和备战高考作文是一致的。”
田增艳建议，对作文大赛有兴趣的学生，不妨大胆
尝试。目前，在上述6项作文大赛中，有两项正在
报名。

●第 22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
大赛：该比赛面向高中，由学校或校园文学社团组
织参赛，分省级赛（线上投稿）和全国总决赛（现场
写作）。本届省级赛要求以“阅读”为题材写作，
1500字左右，高三学生可从现在至10月10日24时
注册投稿；高一、高二学生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年2月20日24时投稿。

●第18届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该比赛
面向高中，可由学校组织参赛，也可个人参赛，分初
赛（线上投稿）、赛区决赛（现场或线上限时写作）、
总决赛（现场限时写作）。高一、高二学生可于2025
年3月16日24时前网上提交作品，高三学生可于
2024年11月17日24时前网上提交作品。

据了解，近几年洛阳高中生参加较多的是“叶
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和全国中学生科普
科幻作文大赛。前者注重考查文学素养，获奖有一
定难度；后者对文学、科学素养并重，获奖相对容易
一些，有意参加的考生可关注赛事通知。

培养孩子写作能力 试试亲子阅读和写信

怎样帮助孩子写好作文，甚至在作文大赛中获
奖？不妨来看看杨家怡父母的经验。

杨家怡的妈妈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家只要
一有空，就捧着书读。她的这个习惯给家里营造了
浓厚的读书氛围，“小时候，每晚睡前，妈妈都会给
我读书。”杨家怡说，小学二年级她开始自主阅读，
到初二基本读遍了老师推荐的名著。现在，虽然高
中学业繁忙，但她每晚回家都会抽出时间读书。

关于写作，她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写作文。那
是小学三年级，面对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她一筹
莫展。妈妈看她写不出，就带她去公园里吹泡泡。
有了体验，下笔就容易了，她的作文《吹泡泡》被老
师当成范文在班上读。上初中后，杨家怡在家时间
少了，妈妈就每周给她写信，她也会回信。在书信
往来中，不仅亲子关系更融洽了，她的文笔也不断
得到锻炼，对写作的兴趣更是与日俱增。

升学

经验

恭喜

□洛教融媒记者 莫思琪

在最近的一次物理测试中，市实验中学初
三学生张君怡考了95分（满分100分）。从初
二至今，张君怡的物理成绩几乎都稳定在90分
以上。她是怎么做到的？一起来看看。

打破固有认知 女生也能学好物理

“物理想考好，要打破自己的固有认知。”张
君怡说，第一次接触物理时，她觉得这是男孩的

“专属科目”，对逻辑思维要求高且内容枯燥，一
直兴趣不高。有一天，张君怡在网站上看到一
个博主在做“丁达尔效应”（光的散射现象）的物
理实验。当看到平时透明的光显示出了“通
路”，她十分震撼。从那天起，张君怡燃起了学
物理的兴趣，不仅上课积极回答问题，还经常和
老师探讨扩展知识。没过多久，张君怡的物理
成绩就达到了90分左右。

将物理与生活结合 往往事半功倍

兴趣是学好物理的第一步，张君怡还分享
了一些学物理的妙招：

●思考谚语、歇后语中蕴含的物理知识。
张君怡说，生活中人们常说的谚语、歇后语就藏
着很多物理知识，如：一个巴掌拍不响——力的
作用是相互的；麻绳提豆腐，提不起来——压力
一定时，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平时听到
谚语、歇后语时，张君怡会仔细思考其中蕴藏的
物理知识。如果一时想不起来，就用本子记录，
回到家后再仔细查阅分析。

●画受力分析图。画图是学习物理知识的
重要方法，张君怡初学力学时感觉吃力，通过画
图找到了突破的小窍门。除了画课本上已有的
受力分析图，她还利用闲暇时间找到生活中的

“力”，画出相关的分析图。“手提着的袋子、汽车
的悬挂系统、擦桌子时布和桌面的摩擦……我
都画过。”张君怡说，放假在家时，她每天都会抽
出时间画受力分析图，判断力的相互作用。

想学好物理 还有这些方法

“画图、思考谚语背后的物理知识是不错的
方法。”市实验中学物理老师胡瑞丽说，除了这
些，她还建议学生们通过以下方法学好物理。

注意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和原理。比如：在
烧开水时，壶嘴出现的“白汽”是紧挨着壶嘴的
吗？煮面条时，水开后为什么要调成小火？刚
包好的饺子，放入水中会下沉，为什么过一会儿
又会浮起来……通过留意生活中的现象，再尝
试用物理知识去解释，不仅能加深对知识的理
解，还能激发学物理的兴趣。

动手做实验，提升科学探究能力。想学好
物理，做实验少不了。不一定需要购买专业的
实验设备，利用身边的器材也能进行实验。比
如用气球、吸管、饮料瓶、乒乓球等，就能研究液
体压强、大气压强、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等实
验。经历科学实验的过程，既能提升探究能力，
又能发展学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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