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见一中，预见美好！
——沈阳市第一中学欢迎您的到来

微信公众号

成于伊始，始终如一。学校始建于1928年，原名兴权中学，1948年
正式定名为“沈阳市第一中学”。作为一所拥有着九十余年历史的，有着
丰厚底蕴、优良传统且蓬勃向上的省重点高中、省示范高中、省外语特色
普通高中实验学校，我们始终不忘“家国情怀”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在市
区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于2015年成立了辽宁省唯一一所空军青少年航
空学校，为国家超前培育飞行人才。

环境优雅、文化厚重

学校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 2.4 万平方米，绿地面积 1.3 万平
方米。拥有创客教室、机器人实验室、
录播教室、虚拟实验室、数字化实验室
等专用教室。学校引进了辽宁省图书
馆图书管理系统，为师生打造人文书
香阅读环境。率先设立省内首家校园
智慧食堂，实现手机 APP 订餐，刷脸
取餐，方便快捷高效。校内设备设施
先进，绿树成荫，景致怡人。

理念先进、特色鲜明

乾元正首，海纳百川。也许是
“一”字所蕴含的别样精神，沈阳市第
一中学从建校以来便被赋予了不断追
求、向一进发的教育理念。学校在教
育教学改革中不断探索，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办学理念：办一所成全人的学
校；办学愿景：自觉、自主、自由；师生

行为准则（校训）：行胜于言；追求卓越
的校风：从“心”开始，向“一”进发；民
主和谐的办学宗旨：给教师一个幸福
的职业、给学生一个美好的人生；科学
人文的育人目标：国际视野、国家情
怀、人文底蕴、科学精神。

名师云集、学科一流

学校现有市教育专家 1 人，省特
级教师 1 人，教育部优秀实验教师 1
人，省骨干教师 1 人，省学科带头人 1
人，省优秀教师3人，市优秀教师1人，
市名师3人，市骨干教师23人，市区学
科带头人、名师、首席教师、优秀教师
等近100人。学校有专任教师157人，
其中高级职称教师73人，中级职称教
师76人，全部为本科以上学历。学校
拥有研究生和在职研究生教师58人，
约占一线教师比例36.9%。

学校语文学科和生物学科先后被
评为沈阳市学科教师研训基地，数学和
历史教研组为省优秀学科教研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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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招生计划
（以《招生考试通讯》公布为准）

统招公费生
129

指标到校生
301

拟招收总数
430

欢迎广大家长到校
参观咨询或电话咨询！

欢迎广大毕业生踊
跃报考，祝您成功！

2019，我们在一中
等你！

2019年校内中招咨询安排
时间：6月10日
9:00-12:00

地点：沈阳一中校园内
（沈阳市大东区航空路11号）

和外语等学科为市高考模拟和统考中
心命题单位。学校定期举办学术节，
通过专家引领、名师带动、课题牵动、
课改行动、技术推动和合作交流，为教
师成长搭建多元化平台。

尊重个性、发掘潜力

给予天地，承载梦想。学校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致力于培
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在实践中逐步
形成独具特色的“43221”情智德育
工作体系。学校注重学生个性发
展，组建了三十余个学生社团，学
生参与社团活动率达100%。每年的

艺术节、体育节、读书节等活动都
成为了学生定义人生方向、寻找兴
趣点的重要平台。让学生才有所
展，让理想路有所往，这就是一中
人始终坚持的方向。

优质的硬件设施和一流的师资
确保了毕业生质量逐年提高，高考成
绩稳中有升，在省、市同类学校中名
列前茅。在2018年高考中，600分以
上人数达113人，占比25.71%。

历经岁月变迁，沈阳一中始终静
静地矗立在这里，只为心中那份不变
的追求与承诺。一中期待着更多的
学子能在这里放飞梦想！遇见一中，
预见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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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语文欲取得好成绩
冲刺阶段最应该注意啥？

日前，记者采访了语文学科方面的多位名
师，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最后一个月冲刺阶
段，语文学习应该注意哪几方面，是抓基础还是
阅读，分值最高的作文题应该如何准备等。

冲刺阶段，需要大量做往年的
中考试题吗？

名师：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副
教授、博士 冯旭洋

最近，有不少考生和家长问：“这一个月的
时间，是学习基础知识、阅读、还是写作？”其实，
学习就是解决问题。考生和家长首先应该明确
自己在语文学习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具体地
说，是在基础知识方面存在问题，在阅读方面存
在问题，还是在写作方面存在问题？更具体地
说，从基础知识方面来看，是在字词的积累和应
用方面存在问题，还是在名著阅读等方面存在
问题？只有找到了具体的问题，再从问题出发，
进行学习，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也有考生和家长问：“这一个月的时间，要
不要大量做一些往年的中考试题和模拟试题？”

中考试题和模拟试题可以适量的做一些，
这是考试前的“热身”，以保证考试前处于应试
的良好状态，但盲目而大量地做试题不太合
适。一是因为做试题会使考生在较短的时间内

精力极为集中，做大量的试题就会使他们产生
疲惫感，始终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不利于
考生临场发挥。二是因为虽然临近考试了，考
生也要注意发现自己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查缺补漏及时解决，才能真正提升语文学
习成绩。

还有的考生和家长问：“最后一个月的冲刺
阶段，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一方面语文学科学习成绩的提高需要一个
积累的过程。因此，考生和家长对语文学习应
该心平气和，越是最后的阶段越不应操之过急。

另一方面注意调整好心态。考生应平和地
面对语文学科考试，面对自己的不足，不可过分
苛求。家长应为考生创造宽松的环境，尽量不
要在言语和行为上给考生带来心理压力。

中考语文取得好成绩
最应注意哪几方面？

名师：辽宁省实验学校语文老师 王博

紧扣考纲 回归教材
要把教材里面课后积累的字词字音字形记

准记牢，对于教材里精讲课文的作家作品的文
学常识要统揽一遍。记准文章的出处、作家的
名字、年代、评价等。对于中考要求的名著不建

议看教材，要看名著导读。对于语法题可以从
词性、词组类型、病句、复句、句子成分、排序等
几个方面了解知识点，不需要练习很多。对古
诗文默写这块儿，考前最好再看一遍书，要逐字
逐句的背诵，针对易错字同音字等要加强练习。

夯实基础 差缺补漏
对于基础知识部分，结合以往的试题情况，

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落实，确保没有遗
漏。对于课内古诗文复习，要深入理解掌握课
内诗词的内容、写法、作者思想感情、诗意、诗词
中重点词句。对于古文，要进一步熟悉教材里
精讲文言文的注释、翻译、内容分析、主题、写
法。对于文言文一词多义、重点实词、虚词词类
活用等要进一步夯实识记，同时要掌握课内外
古诗文比较阅读分析的技巧。

坚持阅读练习
针对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阅读练习，

要有必要、有计划、有针对性、有选择性的练习
一些近五年沈阳中考试题和模拟试题，不建议
做更多，结合各区一二模考题即可。要研究透、
弄明白、深入走进文本，不要只是背诵一些答题
技巧，要领会文章的中心和命题的出题意图，这
是提高阅读能力的关键。

掌握技巧 调整心态
要了解语文学科的答题技巧，按照老师课

堂讲的要求，充分掌握各种题型的答题思路，做
到心中有方法，智慧解难题。同时要调整心态，
语文学科要充分走进文本，充分读题审题、认真
读文，领会中心。

中考倒计时 作文如何准备？
名师：沈阳中考作文老师 文季

首先，语言文字虽然是“慢”功夫，但作文备
考有“快”技巧。不少家长和学生被“作文是慢

功夫”这句话迷惑住了，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源，
是把考场作文和文学创作混为一谈了。其实，
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区别。两者都需要通过语
言的书面表达来实现，区别在于考场作文有固
定的范式，比如点题和扣题，而文学创作则比较
自由，不必考虑这些因素。考生在这段时间内
重新梳理润色之前的作文，提升分数是大概率
事件。

其次，不要贪多，按中考的主题准备三到五
篇作文。中考常见的主题有三个：爱、成长、文
化。考生可以把之前写过的作文找出来，但必
须覆盖这三种主题，让老师评估是否可以用于
应考。评估的指标包括：立意、素材选择、语言、
结构几个方面。

再次，不要摘抄作文选和网上的文章。作
文是个性化的项目，带有浓厚的差异化色彩，网
上和作文选的文章，符合中考范式的很少，摘抄
网络和作文选容易造成雷同。所以，最好的方
式是把自己的东西完善、提升。

另外，背诵自己写过的应考作文，是可行的
应考战术。现在的中考命题方式比较灵活，不
容易“押题”，但是将写过的作文背诵下来还是
有诸多好处。

在考场上使用准备好的优美句子和“精彩”
片段，既减少了思考的时间，还培养了书面表达
的语感，而语感可以通过朗诵、背诵等方式来提
升。

最后，担心跑题怎么办？所谓跑题，是指对
题目深层的含义理解不到位，甚至停留在浅表
的层面。

这种审题的能力可以通过短期强化训练得
到提升，有经验的老师会对学生进行强化审题
训练，学生经过系统的学习训练，会敏锐捕捉到
出题人的意图，基本不会跑题。

记者 胡月梅

“最后一个月的冲刺阶段，中考语文需要大量做往年的中考试题和模拟
试题吗？”“要想中考语文取得好成绩，最应该注意啥？”“最后阶段，分值最重
的中考作文如何准备？”

中考临近，在语文学习中，如何利用好这段宝贵的时光，是考生和家长
都极为关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