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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 点观观

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一元小彩票”风靡校园需警惕

近期，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
多起未成年人盗窃、聚众斗殴等刑事案件中，发现部
分涉案未成年人沉迷购买“一元小彩票”，个别甚至
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一元小彩票”指一些校园周边店铺售卖
的类似“刮刮乐”的小卡片。它具有博彩性
质，不仅容易让中小学生沉迷，对他们形成不
良诱导，而且因为“奖品”多为劣质“三无产
品”，对未成年人身体健康有害。“一元小彩
票”的风险不容小觑，需引起学校、家长和相
关监管部门的警惕。

高考统考盲文卷体现人文关怀

6月7日，2023年全国高考拉开大幕。据悉，
2023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1万人，全国设
7726个考点。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全国高考为11
个省的盲人考生专门命制了统考盲文卷，并为全
国1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和力所能及的
帮助。

残障考生作为弱势群体，需要全社会的
“温柔相待”。“统考盲文卷”见证了公共服务
理念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提升。给残障考
生参加高考提供便利，不仅会给予残障学生
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体现出高考兼顾人
文关怀与公平正义。

黄婷 整理点评

“职普融通”打破职普边界

徐冉是一名普高学生，经过一年学习，面对“怎
么也学不上去”的成绩，他选择转到职业学校“职
普融通”班。“与其在普高考入专科，不如通过春季
高考升入本科。”徐冉对现实有着理性而清晰的认
识。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实行学分互
认、学籍互转的“职普融通”缓解了“一考定终
身”“非普即职”的升学压力，给予学生更多选
择的机会和更高质量的教育，获得更广阔的
成长空间，也缓解了很多家长的分流焦虑。

“村超”火出圈见证全民运动热情

继“村BA”之后，贵州“村超”最近又火出了
圈。所谓“村超”，其实是目前火爆全网的贵州乡村
体育赛事——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
赛，被大家简称为“村超”。据了解，贵州“村超”乡村
足球联赛吸引了20支队伍参与角逐，比赛将持续至
7月。

近年来，以“村 BA”“村超”等为代表的
民间体育比赛崭露头角，获得极大关注，人
们被这些比赛的热闹氛围和来自各行各界
业余参赛队员的热情所感染，也更加期待
民间体育项目的发展。事实上，民间热爱
体育活动的人很多，发展全民体育的基础
深厚，各地可因地制宜，积极开展民间体育
赛事。

2023年高考作文题，折射出哪些语文教育新趋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6月7日，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顺利开考。据统计，今年全国有
1291万考生报名参考，再创历史新高。

高考首日，北京最高温度达37℃。走访
北京市东城区、海淀区等多个高考考点后，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最直观的感受是：送考
现场，家长普遍比考生们显得更加紧张、焦
灼。在家长看来，紧张的根源在于，大家依然
相信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命运、通过奋斗可以
赢得未来。

群策群力为考生解压
走近北京汇文中学门口，便能听到此起

彼伏的加油声。记者在校门口看到，有家长
轻抚孩子的后背，有家长用目光传递力量。
送考队伍中，老师群体依旧最“燃”，不断与走
过来的每一名考生击掌拥抱、传递能量。

井然有序的送考现场，偶尔也会有小状
况发生。记者注意到，一位女生在校门口与
送考老师击掌后，突然发现自己把手表落在
家里。虽然老师们宽慰她可以询问监考老师
时间，但在紧张情绪的作用下，女生还是嘴角
一撇马上就要哭出来。幸好，一位送考家长
将自己的手表借给了女生，解决了问题后，她
又立刻雀跃了起来。在场老师、家长的心都
被该女生情绪的起伏所牵动。

“只要打开手机、网页，到处都是高考话
题。”提起伴随高考而来的情绪问题，一名送
考老师不禁感叹，“现在全社会对高考的关注
以及随之产生的紧张氛围可以说到了极致。”

不少家长也跟记者反映，临近考试，有的
孩子脾气越来越大；有的则自我评价过低，容
易陷入自怨自艾的情绪；还有的出现内分泌
失调、失眠等情况。

为了给考生解压，不少学校、家庭在考前
使出浑身解数。四川德阳，小学部学生给高
三考生上才艺，一开跳全班沸腾。网友评价：
哥哥姐姐考上理想大学，有你们一半功劳；襄
阳五中高三妈妈们卖力蹦跳表演街舞，为考
生解压。网友们评价：高三学生拼，高三妈妈
们更拼。

考点现场，仍然有不少家长身穿红衣、旗
袍，手捧向日葵等充满美好寓意的花束，为孩
子加油打气。

守候在北京市第五十中学门口的宋女士

告诉记者，考前一段时间，老师带着学生们一
起通过运动解压，效果很好；何先生的孩子就
读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他告诉记者，对于缓
解考生心理压力，北大附中有个好传统，“家
长群里，前几届考生家长都会倾囊传授很多
经验，这对于第一次经历高考的家长来说很
受用。”

家长最大的愿望是孩子实现
梦想

“这段时间孩子心态一直比较平静，说明
学校疏导得不错。”考场外，何先生向记者袒
露，“越临近高考，反而是家长感觉越焦虑，但
又不敢在孩子面前表露。”

说到焦虑根源，他坦言：“高考对于孩子
们来说还是排位赛，比的是孩子在同届学生
中的排名位次。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红利’
正在转变为‘人才红利’，用人单位也普遍更
重视第一学历，所以家长都希望孩子能考个
高分，考进‘985’‘211’院校。”

一提到孩子考前的心理状况，守候在北
京汇文中学门口的朱女士突然情绪失控、泪
流不止。她直言：“有一种莫名的紧张，不明
白为什么自己控制不住了。”

“我那些朋友都说，我女儿就是来报恩
的。”朱女士告诉记者，女儿一直成绩优异，从
初中就明确了未来的目标，立志报考首都医
科大学，毕业后能在手术台上治病救人。“平
时女儿住校，周末回来也总是熬更守夜，一直
学到两三点才睡觉，喊都喊不停。”朱女士又
骄傲又心疼地说，“我每次劝她多休息，她总
说不用管，她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上周末女儿回家，我问她紧张吗，她说到
考试跟前反而不紧张了。但昨晚肯定还是有
些紧张，我早上5点多钟就醒了，结果她比我
醒的还早。”说到女儿的努力，朱女士还是难忍
泪水，“我心里的这份紧张，与其说担心孩子考
不好，我更怕孩子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为高考找回“平常心”
临近高考，陆续有考生和家长走进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吉声源创办的“心源静”心灵
成长中心，就这一特殊阶段的心理问题寻求
帮助。

“有的考生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因焦虑出
现睡眠问题，通过交流，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在
于亲子之间沟通较少，孩子的需求、想法没能

真正表达出来，父母又在孩子面前过于小心
翼翼，导致双方精神更加紧张。”吉声源说。

在近年咨询中，吉声源注意到，家长对孩
子的心理状况与其说更重视，不如说是更敏
感。“现在家长越来越重视青少年的心理问
题。虽然家长普遍能做到接纳孩子的心理问
题，但在理解上还做得不够好。”

这也不怪家长。“心理上的焦虑、压力甚至
抑郁，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很难切身去体会他
人的感受。”因此，吉声源一直提倡，在高考这
个关键阶段，孩子和家长都要清晰表达想法和
诉求。“有些家长很焦虑，但又小心翼翼、生怕
哪里做错了什么，反而给家庭增添了压抑氛
围。倒不如坦诚表达，即使有焦虑也可以大方
说出来，这一点要从父母这里先实践。”

去年此时，吉声源也作为高考家长将孩
子送入考场。谈到家长的心理困境，他深有
同感。“大家都认同高考在人生中仍占据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难免引入过多焦虑在其
中，为高考蒙上了一层焦虑的‘面纱’。”

但“孩子是种子，父母是土壤。土壤中存
在焦虑，种子多少也会受其影响。”吉声源建
议，面对高考，家长和学生都应调整好一颗平
常心。“人生的第一场大考，允许自己有适度

的焦虑和紧张，这有助于考生思维更敏捷、更
清晰，有利于发挥能力水平。”同时，家长也要
学会放下期待、明确自己的定位，“就是当好
孩子的后盾，照护好孩子的生活和心理，把家
庭构建成让孩子感到安全舒心的地方，服务
好孩子的合理需求。”

每年高考前，吉声源还会细心提醒前来
咨询的家长，高考期间的生活一定要如常。
比如，切忌吃得过饱，七八分饱更有利于考生
精神集中、思维专注敏捷；也不要尝试新食
物，防止身体出现不适。

随着新高考实施，北京、天津、山东、浙江
等多个地区高考天数增加至4天，考期的延
长也让一些考生和家长感到压力倍增。这份
压力并不止于高考结束，还会延伸至估分、查
分、填报志愿等多个环节。

吉声源建议，考试结束后，家长应在保证
安全的前提下，给予孩子充分放松的时间和
空间。此外，在估分、查分、填报志愿等阶段，
很多孩子会陷入考后的松弛以及对未来选择
的茫然状态，不愿正面应对。“这一阶段我的
经验是，家长要提前了解、研究高考志愿填报
的相关知识和方法技巧，以朋友和参谋的角
色做好孩子的坚强后盾。”吉声源说。

□ 新华社记者

7日，2023年高考拉开大幕。和往年一样，
今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依然受到广泛关注。

2023年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中，4道由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分别为全国甲卷、全
国乙卷、新课标Ⅰ卷、新课标Ⅱ卷。天津、上
海各命制1道，北京命制2道及1篇微写作。

今年的作文命题有哪些亮点？注重考查
学生的哪方面能力？折射出语文教育的哪些
新趋势？“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多位专家进行
解读。

主题突出：注重培根铸魂，厚植
家国情怀

注重立德树人、传承传统文化、紧扣时代
脉搏，是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主题方向。

对此，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力争以文育人、以文化
人，鼓励学生在学习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过
程中厚植情怀、锤炼品德、砥砺心志。

“彰显家国情怀是近年来高考作文命题
的一大特点，今年的全国乙卷、新课标Ⅰ卷、
北京卷、天津卷都体现得比较充分。”浙江省
衢州市第二中学高级教师胡欣红说。

新课标Ⅰ卷“故事的力量”，考生可以联
想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故事带给自己的启

发。天津卷选用一副对联，引导考生立足中
华民族百年复兴历程，针对如何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获得修身处世的滋养、从革命先
贤身上汲取成长的智慧与力量等方面进行个
性化写作。

专家表示，试题命制旨在引导广大青少
年勇于创新、勇于思考、勇于实践，在新时代
扬帆起航，笃志前行。

考查重点：强调逻辑思维，提高
思辨能力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2023年语文试题加大了对思维品质的考查力
度，引导考生提升逻辑、形象和科学思维能力。

比如，全国甲卷作文材料文字精到、发人
深思，需要考生从话题出发，结合个人体验或
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分析、归纳、反思相关现
象，凝练成自己的观点，再寻找并使用恰当的
证据支撑观点。

“试题材料非常简洁，要求考生调动联
想、迁移、推理等能力，发现问题、找准问题、
形成观点、展开论证。这其中需要的探究精
神和独立批判意识，是高中生的必备品格。”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申继亮说。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王本华看来，今
年的高考作文题注重考查考生能否更加全面
地发现和思考问题，也提供给考生展示思维

深刻性、灵活性、批判性的舞台。
北京卷以“续航”和“亮相”两个二字词作

为题目，新课标Ⅰ卷围绕“故事”作文，天津卷
以一副对联作为材料。专家认为，这些题目
材料限制少，思考空间大，十分适合展现考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水平。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解
题”的过程正是思维展开的过程，也是学习的
过程。学生对作文材料的立意阐释，在文章
写作中应转化为对鲜活事例的展现、对丰富
事实的分析。事实材料在心中涌现、筛选并
经语言文字外化的过程，也是内在思维的碰
撞过程、情感的激荡过程。

折射趋势：引导深入思考，提倡
真实表达

多位专家认为，纵观近年来高考作文的
命题趋势，可以发现作文题更加立足学生生
活，注重语文实践。由此也折射出语文教育
发展的一些重要趋势。

——贴近学生生活、突出人文教育。
从2020年全国Ⅲ卷作文“如何为自己画

好像”，到2021年全国甲卷作文“可为与有
为”，再到今年新课标Ⅱ卷“青少年自己的空
间”……在专家看来，近年来，语文作文题与
青少年生活和心理更为贴合，有助于学生更
好表达所思所想。

“作文试题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便于考
生展开思考与联想，写出具有真情实感的文
章。”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
李奇说。

——深入阅读、延伸思考、个性写作。
今年新课标Ⅱ卷作文是读写结合类型的

作文题，即根据试卷内其他模块材料，衍生出
相关作文话题，写作与卷内其他模块材料有
一定的关联性和对话性。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指出，读
写结合类试题是首次在高考全国卷中正式使
用。透过这一题型，可以看出语文教育越来
越注重阅读、写作、思考相结合，这也为接下
来的语文教学指明了新的方向。

——灵活运用知识、培育核心素养。
在专家看来，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课

程，近年来，语文作文试题不在审题立意上设
置门槛，更加注重展现考生的综合素养，鼓励
个性化表达。

河南省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张云佳表
示：“结合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我们在未来授
课中，既要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也
应注重开拓学生的视野，将培育核心素养融
入教育教学的同时，更好鼓励学生勇于发现
问题，勇于探索表达自我。”

（记者 王鹏 徐壮 杨湛菲 吴振东 俞
菀 张建新）

□ 侯文雅

一年一度高考至，爸爸妈妈们的送考
创意再次来袭。身着旗袍预祝考生旗开
得胜；手举向日葵寓意一举得魁；早早准
备了“状元糕”“好运糕”和粽子，希望考生

“高中”……寄托着美好祝福，承载着一个
家庭的期待，我们应该理解送考仪式背后
的用心良苦，也要对父母们小小的“疯狂”
多一些包容。

高考之于每一个中国人，其非凡意义
无需多言。寒窗苦读，不负青春，一举夺
魁，是每一个学子的美好愿望。而在他们
背后，是无数个家庭，无数个父母播种的
希望和热切的期盼。如何表达这份期盼，
如何得到心灵慰藉，对于许多家长而言，
既在平常之时的关心关爱，也在考场征战
之时的那份仪式感。

穿旗袍，吃状元糕，举加油牌……这
些简单朴素的送考方式，在祝福考生们一
马当先、旗开得胜的同时，也是缓解家长
内心焦虑和压力的一种方式。而爸爸妈
妈们的这份良苦用心，如果能够传达到考
生心里，相信会成为他们的一份底气和信
心，激励他们以敢于出剑的勇气和不畏

“战场”的士气，为自己十余年的努力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

当然，也有些人对花式送考心存抵触，但究其
原因，还是对于送考“变味”、送考攀比的担忧。只
要不影响公共秩序和市容市貌，不存在过激行为和
奢靡之风，我们就该对花式送考多一些理解和包
容，也应该给每一个考生和翘首以盼的父母送上祝
福和期待。

对
花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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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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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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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直击2023年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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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时

只因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只因相信读书改变命运

6月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汇文中学高考考点，老师们在考场外为同学们加油打气。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睿/摄

6月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汇文中学高考考点，家长们在考场外等候。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