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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伊始，王洛阳列举了各
批次志愿填报的时间点，提醒考
生、家长要牢记于心。据了解，
福建省高招填报志愿最早的一
批从6月30日开始，艺术类本科
提前批常规志愿以及普通类本
科提前批常规志愿填报均安排
在 6 月 30 日 8 时至 7 月 2 日 18
时。普通类高职（专科）批、艺术
类高职（专科）批的常规志愿填
报均在 8月 6日 8时至 8月 8日
18时。

今年高校招生志愿（包括常
规志愿和征求志愿）全部实行网
上填报，考生网上填报的志愿是
投档和录取的唯一依据。志愿
填报时间截止后，网上填报志愿
系统即自动关闭。未按时填报
志愿，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
生可通过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
站和相关高校网站，查询本人的
录取结果。

“怎么理解平行志愿呢？”在
了解相关政策时，有不少家长、考
生对平行志愿的概念不理解。对
此，王洛阳播放了一个由福建省
教育考试院制作的《高考平行志
愿政策解读》动漫视频，帮助大家
理解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

仔细观看视频后，考生、家
长了解到，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是

“分数（位次）优先、遵循志愿、一

轮投档一档一投”，即先从最高
分考生开始，依次检索和投档；
当轮到检索某一考生时，遵循该
考生所填报的志愿顺序进行检
索，当检索到符合投档条件的志
愿时即被投档。“在平行志愿模
式下，对院校而言考生的志愿没
有先后之分，都是第一志愿。另
外，在每一轮次里一个考生最多
只有一次投档机会。”王洛阳建
议，要将志愿合理排序，“院校专
业组”志愿之间适当拉开一定梯
度，避免因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层
次相近且录取成绩相对较高，而
造成整体滑档。

在这里，王洛阳还提醒，不
同高校对进档考生的专业录取
规则是不同的，有的实行分数优
先，有的实行志愿优先，有的还
设定专业级差等。因此，考生要
考虑专业录取规则等因素来确
定考生所报院校专业组中的专
业志愿顺序。

需要注意的还有，平行志愿
投档模式虽然增大了考生投档
的概率，但仍然存在考生投档后
被退档的风险。纵观往年，退档
的主要有两种情况，分别是不服
从专业调剂被退档，以及因体检
不合格或报考专业受限而退档，
因此，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慎重
考虑。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近
日，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举行
了第五届教师教学技能大赛（观评课）。
青年教师同台竞技，尽显风采。

本次比赛在象山校区进行，分为语
文、数学、体育、艺术（包括音乐、书法、美
术）、综合（包括英语、科学、信息技术、心理
健康）五大组，来自教育集团四个校区的
选手参加角逐。比赛前，教科室为每位参
赛选手安排了指导教师，学科教研组对各
位选手进行多方面、深层次的技能培训。

本次观评课比赛分为观摩课例并撰
写评课稿、评委点评两个部分，依托课堂
观摩平台，以观促教，以评提效，提高课
堂教学实效。为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
比赛组织参赛选手进行抽签，采取无记
名方式在60分钟内根据提供的学科课堂
教学录像采取“同一学科，同一课例”的

形式，现场完成观课和撰写书面评课稿。
比赛过程中，参赛教师仔细揣摩课

例中授课教师的设计意图，在比赛要求
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教学心得和课堂实
际从不同的角度对课例给予精准、中肯
的评价。选手们个个全神贯注，意在笔
先，从容不迫，对上课老师的教学亮点摇
笔即来，下笔成文。对课例中存在的问
题分析到位，走笔成章。短短 60分钟
里，选手们妙笔生花、文思泉涌，字里行
间展现出他们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充分
展现了学校青年教师较高的理论素养、
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比赛结束后，各组别评委认真回顾课
堂录像，根据比赛评分标准紧紧围绕参赛
者是否能理论联系实际，针对课堂教学中
存在的亮点、不足以及改进意见等方面，对
评课稿件进行严格、细致的遴选和打分。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由
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残疾人联合会、
晋江经济报联合晋江特殊教育学校开
展的线上爱心义拍活动已圆满落幕。
本次义拍活动吸引了近 2 万人次“围
观”，上百人参与竞拍，最终共有 25幅
作品被成功拍出，累计义拍爱心款
15511.96元。记者了解到，主办方已将
经过精美装裱的作品和一封手写的感
谢函亲自送到了每位爱心人士手中。

“我们班拍到了吗？”“这些作品
都好好看。希望我们班能顺利义拍到
那两幅作品。”这是晋江市第二实验小
学二年（1）班、二年（2）班两个班级同学
的心声。本次义拍活动这两个班级均
以班级的名义，参与了爱心义拍。在将
作品送到班级时，孩子们都很兴奋，围
着作品仔细观察。在全班同学的见证
下，义拍的作品成功“上墙”，悬挂在班
级墙壁上。与此同时，班主任还详细介
绍了作品背后的故事，引导孩子们通过
这场爱心义拍活动，更深入了解和关注
残疾人群体，同时，努力学习他们热爱
生活、自强不息的品格。

海浪滔滔，屋前繁花沐浴着初阳。
这幅孤独症儿童笔下的数字油画《海边
的梦》就是爱心人士施珊雅梦想中的家
园。经过了近20轮的竞拍，施珊雅在最

后两分钟以2299元的价格抢拍成功。为
了表达对小作者的关爱，她还给小作者
准备了一份礼物，送上了温暖的祝福。

“画作有价，爱心无价。通过此
次爱心义拍活动，我们学校学生充分
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孩子们
也将怀揣感恩之心面对未来人生，饮
水思源，回报社会。”晋江市特殊教育
学校校长李燕玉说。

赖炫琦（晋江安海成功中心小学四年4班）

有一种爱，不求回报，不索取酬劳；有一种爱，在
你悲伤时，它是慰藉，沮丧时，它是希望。这种爱既
伟大，又平凡，这就是——父母的爱。

我的母亲，长着一张圆脸，不胖不瘦，她还有一
双灵巧的手。三年级时，我参加了语文素养、数学素
养比赛。那时，母亲为了我不知费尽了多少心血，每
天放学就是陪着我背古诗、练数学题，枯燥又无味。
还记得某一个深夜，我起来上洗手间，打开房门的那
一刻，我惊呆了。只见妈妈在夜色里埋头为我准备
资料。这时的她，在皎洁的月光下，如此美丽。

我的母亲也很严厉。一次她出门办事，让我自
己认真写作业。出门前，她还反复嘱咐我不要顾着
和妹妹玩。看着母亲远去的背影，我松了一口气，与
妹妹玩了起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我无意间抬
头看了看时钟，不好，已经3点半了！我匆忙拿出作
业本，随意抓起一支笔就写。手忙脚乱之下写出来
的作业质量糟糕透了，数字抄错，错别字一大堆。

结果可想而知，妈妈一看到我的作业，声音立刻提
高180分贝：“你怎么这么久才写了这么点，错误率还
这么高！”妈妈气不打一处来，目光如一把锋利的剑一
样犀利，直看穿了我的心。说了几句后，母亲走了出
去，从她的背影中，我仿佛看到了她的失望与疲惫。我
十分内疚，发誓一定要更自律，不让妈妈为我而操心。

母亲啊！是您，将我从牙牙学语的幼儿扶养成
少年；是您，将我从不懂事的小朋友培育成明事理的
小学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笔头写不尽您
对我的爱。我爱您，母亲！ 指导老师 柯惠娟

黄一琦（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六年2班）

在我们的身边，有和煦的春风，有温暖的夏风，有清
爽的秋风，有凄凉的冬风……而在即将毕业的六年级，我
们班吹来了一阵“流行风”———“内卷”。

“内卷”是今年网上流行的一个热词。我的理解是：
跟别人说你从来不复习、不刷题，其实你在悄悄地“卷”
（学习）。

王同学是我们班里数一数二的“卷王”。三天的运动
会，每当我提着一瓶饮料，吊儿郎当地来到班级大本营
时，总是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趴在地毯上奋笔疾书。当
初我只是单纯地觉得他在写稿子，并没有非常在意，反而
暗自窃喜：我有比赛，不用写，你慢慢跟上我的步伐吧！
但第二天我就觉得奇怪：老师要求稿子要长篇大论吗？
于是我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来到了王同学面前。我反
复看了三遍，确定王同学是在学习初中的物理。此时我
心想：六年级就在学习初中的物理了，王同学真是名副其
实的“卷王”啊！

其实我也算一个小小的“内卷”人士。我叫母亲给我
买了《福建专版2021小学毕业考试卷》《提优能手》《阅读
技巧》等。下课其他同学在玩的时候，我偶尔也会偷偷拿
出来写一点。回家写完作业的时候，我也会当作考试一
样检测自己；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有时也会抽出一本做一
做。就连坐车途中，我也不忘拿出来看一看、想一想……
毫不夸张地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

我个人认为“内卷”是一波正向的潮流，它虽然给我
们制造了紧张气氛，但也能促使我们进步，促使我们成
长，让我们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

指导老师 洪丽丝

曾雅琳(晋江安海龙山小学六年级）

时光飞逝，犹如白驹过隙。一晃六年过去了，
我们将要离开母校，离开朝夕相处的同学，离开
最亲爱的老师。六年间每天在耳旁响起的“老师
早上好”“老师再见”，承载着我们对您深深的感
谢与爱。

还记得懵懂的我刚步入校园，您热情地挥
手与我们打招呼，那亲切的微笑让我感受到了
妈妈的温暖。那些难懂的数学题在您的讲解下
变得生动有趣；那些枯燥无味的例题，在您的讲
解下变得通俗易懂。因为您，我感受到了学习
带来的乐趣。

一到课余时间，您便成了我们最要好的朋友，
总是对我们嘘寒问暖。同学们争先恐后让您帮忙
扎辫子，还要求是您的“同款发型”。要知道，我
们可享受您那母亲般的爱抚了。

还记得一年级时，即便我心中已有了答案，也
不敢举手，害怕答错。您发现后鼓励我:“回答错
了也没有关系，谁愿意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为了
让我变得自信，上数学课时您经常叫我起来发
言，还经常表扬我。后来，慢慢地，课堂上，我越
来越积极举手发言了。直到现在，不管做什么
事，我都不再退缩，信心满满。

蔡老师，您给予我的鼓励，我永远不会忘记。
感谢您陪伴了我们六年，感谢您六年来对我们的
付出。

谢谢您，亲爱的蔡老师！
指导老师 蔡雅雯

合理拉开院校梯度 专业注意“冷热”搭配
名师点拨高考志愿填报

晋江二小教育集团
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练兵”

“很开心能传递爱与温暖”
爱心人士收到义拍作品

我的母亲 班级流行“内卷” 老师，我想对您说

俗话说，成功的高考，分数、志愿各占一半。由此可见，填好高考志愿有多么重要。如今，2022高考已放榜，考生和家长开始为填报志愿做起了准备。那
么，如何填报高考志愿最合理？怎样才能规避风险？这一系列问题都考验着考生和家长们。

为此，本报特邀晋江一中副校长王洛阳，分享志愿填报的技巧及需规避的误区，为考生指点迷津。

本报记者 蔡红亮 秦越 文图

纵观往年，总有些考生
在填报志愿时，简单地拿自
己今年的高考成绩（分数）
与去年高校录取成绩（分
数）相比，并以此为依据去
填报志愿，这是错误的。

王洛阳提到，成绩和位
次高低是考生被录取的基础
因素，在填报志愿时，考生不
能简单用分数与往年做加减
进行比较，而是要根据本人成
绩位次（排名）和近年高考考

生成绩分布统计表，找出近年
这个位次对应的分数，再查看
相应年份该录取分数附近的
院校专业组和专业，从而初步
筛选出意向院校专业组和专
业。

“考生应特别关注‘位
次’这一因素，找准自身定
位，在本人成绩位次的合理
区间范围内选择院校专业组
和专业，避免‘高分低录’的
遗憾，也要防止‘低分高报’

而失去投档机会。”王洛阳还
表示，考生还需对初步筛选
出来的院校专业组和专业进
行全面了解，包括院校招生
录取规定和办学情况等。

此外，王洛阳还提到，每
一个考生都是不一样的，都
有自己的性格、兴趣、能力
和价值观。志愿填报首先要
了解自己，从自身条件出发，
为自己“量身定做”，方能将有
限的分数用到极致。

志愿合理排序 并拉开梯度 志愿填报可巧借“排名定位法”

曾钰柳(晋江安海龙山小学六年级）
指导老师 蔡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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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志愿时，还有一些
“误区”，考生、家长要避开。

其中，就有不少考生在
院校地域选择上会下意识
地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
而东北、西北、西南的院校
则全部选择放弃，这其实是
很不科学的填报方法。要
知道，即使在地域优势不是
十分明显的城市也有“985”
院校、“211”院校。同样的，
在专业选择上，有些考生和
家长也总是喜欢一窝蜂地
扑向热门专业，在许多家长

的观念中，热门专业意味着
就业前景好。

“考生要避免扎堆热门
专业的误区，无论是选择院
校还是专业，首先都应该考
虑适不适合自己。”王洛阳建
议考生在填报志愿前要“做
足功课”，多几分理性，一方
面不要一味去挤热门专业，
一方面要多留一点余地，注
意专业的冷热搭配。

此外，王洛阳也提到，
不同专业之间所学的课程、
发展方向的差异是非常大

的。有些专业虽然名称相
同，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考生在看专业的时
候，一定要详细了解专业
的内涵，包括该专业的主
干课程，是否属于特色专
业，专业的实力如何，有无
硕士、博士点，是否是国家
重点学科，在国内同类专
业当中居于什么位置，专
业发展前景和学生就业去
向如何，专业对学生的相
关科目成绩和身体状况有
无特殊要求等。

避免扎堆热门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