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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张祚维，从小便对自然科学充满
好奇，尤其对化学知识及其应用情有独钟。
2021年，我获得了金钥匙科技竞赛江苏省
特等奖，更激发了我对科学探究的热情。

2022 年我又有幸入选江苏省中学生
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我选定的课
题是《大幅增加输出功率密度的铝－空气
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组合装置》。“双碳”战
略是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目标之一，而新
能源技术的发展便是实现能源结构调整
以达到“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当前，
铝－空气电池是世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将
有希望解决新能源汽车能量密度不大，续
航里程不足的问题。然而，铝－空气电池

功率密度有限，这制约了其量产与规模化
应用。研究其与目前技术较为成熟的锂
离子电池的组合体，是突破这一障碍的有
效途径。

科学探究注定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我要尽我所能,“大胆假设穷天地之变，
小心求证察毫末之端”，让学问走出书斋，
与人民紧紧相连，让自己漫溯科学之海的
热情，努力与国家命运、时代需要共鸣交
响。

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是新生一代的希
望所在，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生力军。
我定不会辜负学校的期望，誓求索不怠，
矢志不移。（古瑾）图片由省镇江一中提供

■ 初中作文小贴士

□读书入题
读书是语文学习之本，自然也成为

作文命题热点。有的同学写“书海漫
步”，洋洋洒洒，蜻蜓点水泛泛而谈；如
果你没有飞扬的文采，还是以一本书、
一个人物立意为好。

不写童稚，初中倡导读名著了，你
写儿童读物，难免有点“小儿科”了。

不能大量复述原文内容，可以给主
人公找一个象征物，一棵树，一种花，一
个动物。有理有据写共同点，就有了新
意，有了深度。结合该物种特性，就有
了更广阔的议论抒情的空间。

避开热点，《红楼梦》中宝黛故事大
家耳熟能详，你可以用丫环平儿立意。
平者，“瓶”也。瓶儿，透明的，光明磊
落；瓶儿，容器，有包容心；瓶儿，多为圆
形，八面见光八面玲珑面面俱到圆通灵
活机灵周到。再借网络找两篇相关文
章读一下，你就可以尽情发挥了。

南京中考写作题曾经连续三年以
“书”为关键词命题。2012 年至 2014
年，分别是“带一本书去旅行”“书里有
个‘我’”“只是因为（‘那本书’‘那条路’

‘那个人’三选一）”。

□比喻为题
比喻是使用率极高的修辞手法，因

其形象生动，拓展的空间大，常常用来
做作文题。

首先，要把题目中喻体理解透彻。
“门”的功能是双向的；“窗”的防护是多
样的，“桥”“风景”“脚印”同理。

其次，为了兼顾各种考生，此类题
往往喻义很丰富，正因为选择空间大，
太热门的要规避。《瞄准自己的靶心》
（2020年淮安）题目的导语提示“前进的
方向”“问题的关键”。显然，考生选择
前者居多，将“靶心”定位在个人志向，
写成绩提升，竞赛获奖；后者，同样有广
阔的选材空间，如针对自己的缺点、弱
项写克服、战胜的过程，这样写“小主
题”更能贴近生活，展现多彩人生。

□写好“一次”
打开一篇作文《换个角度看你》，是

写感恩母爱的，本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主
题，看完却找不到感人之处。再看，几
个词跳了出来，“常听”“总是”“天天”，
哦，概括描写贯穿了叙事全程，缺少描
写细腻的故事。写的是“每一次”的概
括，忽视了记叙、渲染“有一次”。这样
读起来很平淡，给人的印象不深刻，就
在所难免了。

写作文选材要典型，也就是用个别
反映一般，用有代表性的“一次”反映

“每次”。加之对人物外貌、动作、语言、
心理及其所在环境的一些细致刻画，来
表现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一叶
知秋，课文《背影》感人至深，就是这个
道理。

写母爱，“一把伞”“一次回眸”“牵
手”“微笑”“账单”……你的生活中一定
不缺乏这样的故事。

（市江南学校 韦林）

省镇江一中三位学生入选
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

日前，记者从省镇江一中获悉，江苏
省青少年科技中心与镇江市科学技术协
会共同组织实施的“2022年江苏省中学生
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镇江地区选
拔工作已顺利结束，评委会对各选手创新
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口头表达
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最终，省镇江
一中吴智鸿、谢韦一、张祚维三位学生表
现优异，成功入围。

“江苏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
养计划”以当年度高一、高二学生为培养
对象，要求学生相应学科成绩排名应在年

级前 10%，或者综合成绩排名在年级前
15%。旨在选拔一批品学兼优、学有余力
的中学生走进大学及科研院所，在自然科
学基础学科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指导下参
加科学研究、学术研讨和科研实践，进而
发现一批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
中学生，并以此促进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
相衔接，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中学联合
发现和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
模式。高中生参与科技创新人才计划的
学习经历，对于高校强基计划和综合评价
招生过程中佐证“相关学科特长或创新潜

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近年来，省镇江一中以“成全”人，成

“全人”，全“成人”为办学主张，依托江苏
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高校资源和校内

“江苏省 3D 创新物理课程基地”，积极为
学生的发展创设条件，搭建平台，为每一
个学生主动和谐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努力
使一批素质全面、基础扎实、学有余力的
优秀高中学生的优势潜能得到更好发掘
和培养，让学生个性化的发展和成长得到
保障和提升，进入规范定制的创新人才培
养轨道。

我是高一年级的吴智鸿，很荣幸入选
2022年江苏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培养计划，我研究的课题是《智能登渡系
统》。

位于长江之畔，汽渡一直是运输乘客
和车辆的重要方式。通常情况下的汽渡
依靠人工调度，车辆在等候汽渡途中无法
有效得知每班汽渡的准确抵岸时间，并且
由于散客与货车多种交通工具登渡的需
要，不易进行汽渡上有限空间的最优分
配，从而可能出现效率问题。我希望能够
设计一种能自动检测行驶车辆与人员，并

根据交通工具的类型、尺寸、载重，规划出
较优汽渡空间分配方案，增加汽渡运输的
安全系数，并根据汽渡在江面的行驶状
况，预报汽渡抵岸时间的系统。

在导师王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思考
了该课题的可行性，并开始进行对该课题
的研究。

可观的成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
反复论证和实践，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将已
学习的理论知识应用的过程，希望可以向
导师不断学习，砥砺前行。

学生吴智鸿——
课题名称：智能登渡系统

我是来自高一年级的谢韦一，有幸能
入围今年的江苏省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
养计划，我的研究课题是《金属表面抗腐
蚀涂层的研究及其在文物保护中的应
用》。

文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近年来
文物保护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在
查阅有关文献后，我发现我国现存金属文
物中，绝大多数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自然
劣变。而若是能合成一种新型的缓蚀剂、
封护剂涂层材料，在金属表面覆盖一层致
密薄膜，便能有效延缓和阻止腐蚀损害。
譬如借助巯基官能团上的孤对电子对铜

的强吸附作用，来去除金属表面的有害锈
和氯离子，并用直流腐蚀的极化电阻法对
涂层的抗腐蚀效率加以评价。如此一来，
便能较好地模拟涂层在文物表面的作用
情况了。

于是，我便在江苏大学梁旭教授的带
领下，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课题研究之路。
在设计实验方案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
科学研究是一个艰苦而又漫长的过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在不断实践与反思中
踏实前行。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学习与研
究中与老师和同学们共勉。

学生谢韦一——
课题名称：金属表面抗腐蚀涂层的
研究及其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学生张祚维——
课题名称：大幅增加输出功率密度的
铝－空气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组合装置

张祚维和导师合影

谢韦一和导师合影

吴智鸿和导师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