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法同行！
听南师大附校中法国际高中学长说

王一竹：国内外、课内外
学习相结合，自学和同伴互助
共成长

去年中考倒计时的一百天之
际，王一竹作出了一个关乎未来的
重要决定，即出国留学。鉴于她中
考成绩近600分的优异表现，结合
法语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以及出
国途径多样化的考量，王一竹在中
考填报志愿时，果断选择了南京师
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中法国际高中
（华东地区唯一），以此作为她实现
出国梦想的起点。

入校后，王一竹结合自己擅长的
理科及就业优势，在学校规划老师的
建议下，选择通过参加法国高考来冲
击法国世界名校。法国高考每门满
分20分，必考5门学科，选考2门学
科。王一竹选择了自己擅长的数学、
物化，目标是前往法国就读公立大学
或工程师院校。法国公立大学免学
费，而工程师院校大部分也是公立免
学费的，且理工科专业就业前景好。

不到一年的时间，初步体验法
语原版教材后，王一竹发现法国高
中课程更强调学科融合，比如生物
与科学、物理和化学的融合。相比
法国高中科目的知识点，中法国际
班的学生更要突破法语关。高一上
学期，学校利用国内高中教材和法
国高考科目的知识点，为学生打下
高中学科基础。下学期，学校安排
了外教课，帮助学生逐渐过渡到法
国原版高中教材课程学习。

王一竹从法语零基础到高一年
级全科优异、每次法语考试名列前
茅，得益于她一步步跟着老师的节
奏，打好语法和词汇基础，多练多
读。为了攻克听力难关，她通过听
力练习、生词积累、请教老师具体用
法并运用于生活学习中。此外，她
还利用午休时间做额外的阅读练
习。作为学习委员和数学课代表，
王一竹经常和同学们开展互助学
习，担任数学题目讲解和考试复习
的“小老师”。她还通过学校的法语
文化节、单词默写大赛、朗诵大赛等
活动增加口语锻炼机会，以赛促学。

今年 7月，王一竹将迎来法语
首考，她希望取得理想的分数：“不
论结果如何，未来都会继续努力。”

费越：16 个月，法语零基
础“小白”实现飞跃提升，直申
法国TOP5公立大学预科

在 今 年 3 月 底 结 束 的 法 语
DELF等级考试中，费越以B1听力
满分、总分82分的成绩位居年级第
一，将以DELF B1总分超过23分的
成绩直接申请法国公立大学排名第
五的格勒诺布尔大学预科。短短
16个月的时间里，法语零基础的费
越实现了法语水平的飞跃提升。

费越是一名目标明确、学习习
惯和方法良好的学生。他通过阅读
法语文章、听力材料等途径，不断扩
大词汇量，熟悉法语的语法规则。
多做练习，巩固所学知识，增强语言
运用能力。他每天有8~9节课与法

语相关，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科目也
离不开法语，这为他营造了纯正的
法语学习环境。班主任孙杰兮是他
的基础法语课老师，也是他的法语
启蒙老师。在孙老师的督促和鼓励
下，费越逐渐敢于表达，打下了坚实
的法语基础。

回家后，费越每天还会抽出 1
个多小时上线上法语外教课，阅读
法语文章，围绕不同主题，在理解基
础上深入交流，练习口语。周末时，
他还定期整理复习在校期间所学的
法语语法等知识点，逐渐构建起自
己的法语学习体系。

费越在 16 个月内熟练掌握了
6000个词汇，背后也有自己的背单
词方法：“我不会抱着单词书死记硬
背，而是喜欢在运用和练习中积
累。”他每天背诵15个新词，用新词
造句，运用于日常生活学习场景
中。费越觉得对自己词汇量增长帮
助最大的方法是词根词缀法。

在学习法语和法国高中课程之
余，费越还以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合格性考试为目标，自学了高
一、高二物理、化学等必修课程，为将
来前往法国大学打好基础。担任班
级学习委员的费越在自己学习进步
同时还引导同学们一起学习，无私地
分享单词背诵技巧和解题思路。

如今，费越一边申请格勒诺布
尔大学预科，一边全力备考11月的
法语DELF B2 等级考试。他希望
在国内通过语言关，春节后前往法
国直接开启大学课程学习。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中法国际高中自开办以来，法语等级考
试通过率100%、国内外大学升学率100%。越来越多的学生收到心仪
大学的录取通知，前往法国公立综合大学、精英工程师院校、精英商学
院、顶尖美术学院等，继续他们的求学之路。其中法国公立大学前10 的
录取OFFER上百封；法国精英大学录取通知书17封，其中不乏“时装界
的哈佛”巴黎高等时装学院、世界十大烹饪学院之一保罗博古斯学院
等。从法语零基础到问鼎法国世界顶尖名校，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中考
志愿填报前夕，听南师附校中法国际学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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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要建通济门遗址公园，力争年内开工

建开敞式通济门遗址公
园，城墙遗址拟露天保护展示

本项目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南京城墙(通济门遗址)文物保
护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大中桥以
及轨道交通控制保护线和内秦淮河
河道蓝线控制范围内，东临通济门
隧道，西临内秦淮河，南临东城水岸
小区，北临大中桥，占地面积约0.68
公顷，用地性质为街旁绿地。

根据方案，为保护和展示考古
发现的通济门遗址，根据南京城墙
相关保护要求，经江苏省文物局上
报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该城墙遗
址拟采用露天保护与展示方式。
2024年 4月，在由江苏省文物局组
织的专家论证后，相关方案通过市
规委办与名城办联合组织召开的专
家咨询会，经再次修改完善。按照
规划方案，这里将进行遗址展示，建
设配套服务及绿地游园，地上计容
建筑面积为775㎡，容积率为0.11，
绿地率为35%。

从总平面图上，记者看到，通济
门遗址公园将是一个开敞式公园，
内部将设置遗址探方区域，位于半
地下空间，进行露天保护展示。旁
边还设置空中展台，市民和游客可
以走上展台，一睹城墙遗址的真
容。同时，公园内还设入口广场、下
沉广场，布置绿化景观，移步换景。
值得一提的是，沿河还布设台阶，未
来从遗址公园可以沿秦淮河走到东
水关公园。

2016年考古发现通济门
瓮城西北角

据了解，2016年初，当时的南京
市考古研究所在东城水岸小区北面
广场地下发现了通济门瓮城西北
角。现代快报记者曾在考古现场看
到，两条石砌的墙基在这里戛然而
止，呈现一个锐角形。石条垒砌的
墙基，一条往南边的东城水岸小区
延伸，一条往东南方向延伸，龙蟠中
路就骑在墙基上。细细看去，这个
西北角的建设不简单，最外侧用非

常大的条石垒砌，中间填了不规则
的石头。北墙部分，600 多年的排
水沟依然完好。据专家介绍，西墙
发掘长度南北长11.10米，残宽5.05
米，残高0.5米；北墙发掘长度东西
长 19米，南北宽 5.5 米，残高 0.55~
0.85 米。它们的砌法相同，都是平
地起筑，用条石直接砌在夯土上，条
石内部，也就是城墙底部，用大小不
等的块石、砖块拌合石灰浆混浇贴
筑，大大增强了墙体的一体性及坚
固程度。

当时规划要建设通济门遗址公
园，为何迟迟没有动静？据相关人
士透露，主要是当时该地块已出让
给了一家开发企业，在开发前的考
古中发现了城墙遗址，工程便暂停
下来。近几年，该地块完成了收回
工作，并请东南大学陈薇教授主持
规划设计。这次方案公示后，力争

年内开工建设。

历史上的通济门就像一艘
古船，比中华门还要大

很多人认为明初的 13 个城门
中，中华门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瓮
城，其实消失的通济门比它还要大。

南京城墙研究专家杨国庆曾向
现代快报记者介绍，历史上通济门
就像一艘古船。明初的 13座城门
中，聚宝门是中规中矩，四四方方
的；但通济门却不是，占地面积很
大，是船形的。和通济门一样船形
的瓮城，还有水西门和石城门（即今
天的汉西门）。聚宝门、水西门和通
济门、洪武门（皇城正南门）都是在
同一年开建的。公元1386年，朱元
璋下令由中军都督府督造，由中央
财政直接来建筑。当时除洪武门
外，其他三座城门均建造了内瓮城。

据悉，通济门瓮城从建成一直
到 1645 年南明弘光皇帝由通济门
逃跑，见证了大明王朝从辉煌走向
灭亡的过程。

通济门瓮城是何时被拆除的
呢？据了解，当年的通济门险情严
重，长期得不到及时修缮。1958年
夏，南京市建设局向南京市文物保
管委员会发出通知，文管会经过研
究，于7月23日向市文化局呈报《为
请考虑通济门可否拆除的报告》。

1960 年 2 月 3 日，由当时白下
区负责先拆除两座瓮城之垣。 通
济门剩余的一座瓮城，由于年久失
修，城墙开裂现象更为严重。1962
年 10月，拆除工程再次启动，延续
到了第二年初。1963年 5月，通济
门及内瓮城拆除后，还遗留了条石
墩子10个，但最终10个条石墩子也
被拆除。

场地东南侧鸟瞰效果图 图片来源：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

南京城墙城门一共有内13、外18个，而通济门城墙是占地规模最
大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济门城墙被拆除，只留在了老南京人的
记忆里。2016年初，当时的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对秦淮区龙蟠中路以
西、白下路以南的裘家湾广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通济门瓮城西
北角遗址，当时规划这里将建通济门遗址公园，但8年过去了，迟迟没
有动静。6月27日，现代快报记者从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
南京城墙通济门遗址文物保护与展示工程方案暨《南京市主城区（城
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秦淮老城单元》NJZCa030—32规划管理
单元图则修改正在公示，征询公众意见。这意味着通济门遗址公园终
于要开建了，通济门城墙遗址拟采用露天保护与展示方式，与大家见
面。公园设置入口广场、空中展台等。据悉，公园力争年内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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