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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柏雪 摄影报道）近段时间，淮
南武王墩墓丰富的考古成果，吸引了国内外的关
注，也让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市博物馆感受千年
楚文化的魅力。为增强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
感，提升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近日，谢家集区第九
小学联合水滴空间劳动教育科创基地共同开展

“科技赋能考古 寻迹千年楚文化——武王墩墓
专题”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寻访千年楚文化的
同时，感受到科技创新赋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乐
趣。

当日上午 9 时，在水滴空间劳动教育科创基
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
进市博物馆，参观了《淮南地区出土楚文化特展》

《淮土遗珍》《寿州窑瓷器精品陈列》三个展馆。

“这是编钟，我在书中看到过！”“这个动物造型的
文物也是青铜器吗？真的太好看了！”……面对
一件件精美的出土文物，听着讲解员细致地解
说，孩子们一边发出惊叹之声，一边快速地用纸
笔或电话手表记录下来，对千年前的楚文化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下午1时30分，学生们又来到位于淮南高新
区的水滴空间劳动教育科创基地，亲身体验科技
与楚文化相融合的课堂乐趣。他们在非遗课堂上
用掐丝珐琅制作楚大鼎模型，在乐高课程中利用
Lego软件完成程序编写，并通过乐高积木还原实
现地质勘探工作的效果。“今天的实践活动真的很
有趣，我看到了很多武王墩墓出土的文物，还和同
学们一起制作了楚大鼎模型，对家乡文化有了更
深的了解。”活动现场，谢区九小学生刘妙心高兴
地对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说道。

“一直以来，我们基地都致力于校外实践课程
体系的研发，现在已成功独立开发出‘科学实践’

‘文化传承’‘自然探索’三大主题课程群。”采访
中，水滴空间劳动教育科创基地联合创始人王芳
称，近期淮南武王墩墓的考古挖掘备受瞩目，水滴
空间也紧跟热点实事，将科技创新与楚文化深度
融合，带领学生们深入挖掘楚文化的深厚内涵，感
受其独特魅力。希望通过此次实践活动，加强学
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助力学生
利用科技手段打开“历史大门”。

这堂实践活动课

真的有创意有趣味

本报讯（记者 尚家起 摄影报道）“清
淮教室”是田家庵区淮河中学的特色劳动
课程之一，每逢重要节日，这里总会有一
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实践课程令人眼前一
亮。这不，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于日前
走进淮河中学，浓郁的端午氛围扑面而
来。

清淮工坊教室，端午习俗之一的赠扇
与挂蛋兜正在制作中，学生们在老师的指
导下制作出独一无二的扇面与蛋兜，描绘
着对端午的美好祝愿。此时，教室里笔墨
飘香，一张白纸一根毛笔，一个个活灵活
现的粽子跃然纸上，一条条端午龙栩栩如
生。清淮豆坊里，花草染蛋堪称一绝，学
生们尽情发挥想象力，制作出颇具个性化
的鸡蛋。

“每逢重要传统节日，我们通过举办
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们
的动手实践能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将传统
文化根植在学生心中。”淮河中学相关负
责人介绍道。

本报讯（记者 付莉荣 通讯员 谢全）为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发中学生爱国情
怀，龙湖中学本部校区在端午节来临之际
举办了主题为“千年中华情，六自少年韵”
端午诗会活动。

活动现场，学生们身着传统服饰，将
一首首关于端午节的经典诗篇演绎得淋
漓尽致。《端午·祭屈原》深沉哀怨，《屈原
颂·生死交响》高亢激昂，学生们自创的端
午主题诗歌则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诵读
中，学生们或表达对屈原的敬仰，或描绘
端午节的习俗，或抒发对家国情怀的热
爱，独特的创意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

此次端午诗会通过诗歌这一载体，让
学生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习
俗和内涵，增强了文化自信和传承意识，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
了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这间清淮教室

孩子们的动手乐园

这场端午诗会

唱出了中华情少年韵

当钟声响起，试卷铺开，考场上的每一分每一
秒都显得异常珍贵。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进
入状态，如何迅速启动思维，将心中所想化为笔下
之言，是每个考生必须面对的挑战。下面，我将分
享几种有效的考场作文快速入题技法。

审题要准确无误。在拿到作文题目后，不要
急于动笔，而是要仔细阅读题目，理解题目的要求
和关键词。这是入题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
一步。仔细阅读题目，弄清楚题目的类型，是议论
文、记叙文还是说明文，从而确定文章的基本框
架。同时，要准确把握题目中的关键词和限定词，
这些往往是命题者设定的写作重点和方向。例
如，如果题目要求“结合自己的经历”，那么文章就
必须围绕个人经历展开，不能脱离这一中心。

快速构思文章结构。构思时，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一是根据题目要求，确定作文的类
型，如记叙文、议论文等；二是根据题目关键词，确
定作文的主题，如环保、科技、人生等；三是根据主
题，确定作文的立意，如倡导、反思、展望等；四是
根据立意，确定作文的结构，如开头、正文、结尾
等。通过构思，可以使作文思路清晰，便于快速入
题。同时，应迅速在草稿纸上勾勒出文章的大纲，
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要简洁有
力，能够吸引阅卷老师的注意；正文部分要层次分
明，每一段都要有一个中心句，段与段之间要有逻
辑上的联系；结尾要总结全文，回应开头，做到首
尾呼应。这样做可以让思路更加清晰，避免跑题，
同时也能提高写作效率。提纲不必复杂，关键在
于能够帮助自己快速组织材料，理清思路。这样
的结构安排既清晰又易于操作，能够帮助考生在
短时间内组织好文章。

灵活运用素材。平时的阅读和积累是考场作
文的宝贵财富。考场作文的时间有限，不可能现
场创造太多新颖的素材。因此，平时的积累就显
得尤为重要。考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准备一些通用的素材，如名言警句、名人事迹、历
史事件、文学作品资料等。当遇到相关题目时，这
些素材便能迅速激发灵感，帮助考生找到切入点，

既能节省时间，又能提升文章的说服力和文采，使
文章内容更加丰富和有深度。

构思创意开头。一个新颖独特的开头往往能
吸引阅卷老师的注意，同时也能帮助考生自己更
快地进入状态。可以尝试用比喻、设问、引用诗句
等方式开篇，既能展示文采，又能迅速引出主题。

语言的准确性和表达的清晰度也是快速入题
的重要因素。写作过程中，我们应使用准确无误
的词语，避免语病和错别字，要注意避免使用生僻
词汇和复杂的句式，同时确保句子通顺，段落间过
渡自然，以免影响阅卷老师的理解。同时，要注意
语法和标点的正确使用，确保文章的规范性。通
过简洁明了的语言，将自己的想法清晰准确地传
达给阅卷老师。清晰的表达不仅能够帮助阅卷老
师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观点，也能体现出我们的语
文素养。

情感投入是快速入题的灵魂。写作不仅是思
维的输出，更是情感的流露。我们要将自己的情
感融入文字之中，让文章充满感染力。例如，写一
篇关于“友谊”的记叙文，我们可以回忆自己与朋
友间的真挚交往，将那份温暖和感动传递给读者。

时间管理是快速入题的保障。在考场上，合
理分配时间至关重要。我们应留出足够的时间进
行审题、构思、写作和修改。特别是在写作过程
中，要注意控制每部分的字数，确保文章的完整性
和篇幅的适宜性。

保持心态平和。紧张的情绪往往会影响思维
的流畅性，因此保持冷静的心态对于快速入题同
样重要。可以通过深呼吸、心理暗示等方法调整
情绪，让自己放松下来，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平
时的训练成果。

考场作文快速入题并非遥不可及。通过精准
审题、构建框架、积累素材、准确表达以及调整心
态等，我们就可以在考场上迅速进入状态，写出既
有深度又有温度的文章。正如一滴水可以折射出
太阳的光辉，一篇好的考场作文也能展现出我们
的思维深度和语言魅力。让我们在考场上，用笔
尖跳跃思维的火花，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吧。

考场作文快速入题技法举隅
谢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