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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中医痔瘘医院帮您
免费检查直肠癌、痔疮、肠梗阻

屁多也是病？
快来免费查！

咨询
电话13357332381（彭主任）

红色行李箱满满都是爱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 通讯员 白静）
“不用紧张，仔细答题，要相信自己。”6月7日上午，记者
在市四中考点看到，送考老师们早早地来到学校，在大
门口迎接考生。

送考队伍中，有的老师穿着旗袍，有的老师穿上了
红T恤，祝愿考生开门红、旗开得胜。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们还统一拉着红色大号行李箱。行李箱里装着的全
是考生的准考证，早晨集合后统一点名发放。这是他们
为孩子们所做的最坚实的保障，满满都是爱。

“在考试前给他们稳稳情绪、打打气，有些小细节也得
再提醒提醒。”市四中王昭胜老师不断地在赶到考场的学生
中寻找自己熟悉的身影，把自己班里的学生聚集到一起，最
后叮嘱大家几句，并拍拍学生肩膀，让他们沉着应战。

随着考生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各考场后，王
昭胜才放松下来。“我刚才告诉他们，读题要有重点，而
且要注意细节，答题的时候一定要自信，要相信自己能
行。”王昭胜说。

◀王昭胜拉着红色大号行李箱送考，里面装有学生
的准考证。 记者 谭筱 摄

市八中食堂菜名寓意美好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 通讯员 易文娟）来点“步步高
升”还是“前程似锦”？或者“红红火
火”？昨日中午，市八中高考生吃到
了别样的午餐。学校食堂为同学们
专门命名了一组菜品，寓意满满。

市八中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玉
米烧排骨命名为“步步高升”、辣椒炒
肉命名为“前程似锦”、胡萝卜炒肉丝
命名为“红红火火”、肉沫蒸蛋称为

“蒸蒸日上”……
据介绍，高考期间，市八中食堂

每顿中餐都配有 7 道菜品以及营养
丰富的汤类和水果。为保障考生的
食品安全，食堂对四季豆等存在食用
隐患的菜品未选择。

轮椅和拐杖是他逐梦的双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孙晓静 通讯员
王玉彤）今年，我市有 13 位残疾考生申请高考便利。
昨日上午7时许，拿着绿色通行卡，成功申请到便利的
市二中考生小陈优先进入考点。

帮儿子搬下轮椅再调试好，小陈的妈妈对儿子比
了个“耶”的手势，目送他向考场前行。在考场楼前，
同班同学早已等待好，为他递送拐杖，方便其上楼。

出生2个月时，小陈因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无法直
立行走。小学毕业时，他赴北京做了专项手术，目前
可以借助器械短距离行走。

小陈的妈妈告诉记者，面对高考，儿子格外淡定，
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切如常”。

班主任李老师则表示，虽然身体不便，但小陈是班上
的“开心果”，他乐观向上的精神感染了很多同学。像上厕
所、下楼梯等力所能及的事，他都是坚持自己完成，体育
课、户外活动也不缺席，“他从来不自怨自艾，靠着自己的
努力追逐梦想。”

93岁爷爷为孙女鼓劲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孙晓静）
头发花白、身板笔直、走起路来健步如
飞。昨日上午，在市二中考点外，93岁高
龄的郭仁海爹爹在送考队伍中格外显
眼。

“这是我最小的孙女，今天是她非常
重要的日子，我一定要陪伴。”咧开掉了
多颗牙齿的嘴巴，郭爹爹的笑声格外爽
朗。住在附近的他，当天特意起了个大
早，跟着孙女前来候考。别看老爷子今
年已经93岁，走路速度一点也不输年轻
人。一路上，他紧紧跟在孙女旁边，不时
说些笑话为其减压。

站在爷爷身边，小郭有点羞涩。她
说考虑到爷爷年纪大了，原本劝他不要
前来送考，但是现在看到家人都在身边，
心里还是很有安全感。

郭爹爹表示，他从小务农，后来进入
工厂上班，吃了没文化的亏，也看到了有
文化的好处。因此，他一直教育子女要
多读书，长大报效国家。小郭同学的爸
爸表示，父亲非常注重亲情，儿女高考
时，他不论多忙都会挤出时间来送考，这
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孙辈。

不一会儿，就到了进入考点的时
间。“好点考！”郭仁海亲切地拍了拍孙女
的肩膀，为她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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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菜品寓意满满。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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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小妹为哥哥加油。 记者 戴凛 摄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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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小妹悄悄为哥哥送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昨
日上午8点半，市一中考点的考生已经完成
入场。一名女士带着两岁的女儿，远远地在
校门外向内张望，和孩子说着祝福的话语。
这名女士姓李，她说儿子今年在此参加高
考，于是带着小女儿前来为儿子加油。

“儿子不让我们过来送考，所以为了不
让孩子看见，一家人特意晚一点才来考点。”
李女士说，儿子生活比较独立，高中一直在
学校寄宿。考试这几天，也一直住校，更愿
意和同学们一起行动。但是作为家长，还是
有不少牵挂，所以她和爱人请了假，悄悄带
着小女儿赶到了考点。

李女士说，小女儿虽然对高考没有概
念，但是因为很少看到哥哥，还是有点想
念。听说这天要去学校看哥哥，她很是兴
奋。遗憾的是，哥哥早已进入考场。李女士
只好在场外指着考场的方向告诉她，哥哥正
在专心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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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仁海表达对孙女的美好祝愿。
记者 孙晓静 摄

▲小陈获得优先进入考点、考场的机会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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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认为，语
文命题紧扣时代主题，引导考生懂
得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
想信念。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彬福认
为，今年高考恰逢“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如何认识国
家走过的道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树立坚定的信念，承载担当与
责任，是考生需认真思考和深刻认
识的问题。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
示，“可为与有为”与“论生逢其时”
的题目，明确提出青年在关键历史
节点的责任担当，将重大命题、个人
发展和国家前途命运相关联，引导
青年人在宏大历史背景下思考人生
规划。

多位专家提出，高考作文对学生
的思辨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更为强调
基本的逻辑与说理、论述能力，要求
考生看待事物有联系发展的眼光。

今年的新高考I卷作文“体育之
效，强弱之变”，注重考查考生的辩
证思维能力；浙江作文“得与失：终
点·起点·过程”，以多维视角引导考
生在多重、多种关系中确立观点，形
成正确的人生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认为，今年全国乙卷，新高考 I 卷、Ⅱ
卷以及浙江、天津、上海卷，都给
予学生充分的思辨和表达空间，
体现出对人生价值、事物发展的
哲学思考。

此外，今年的命题也体现出对
知识积累、灵活运用能力的高度

重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认为，

高考作文题目强调了对知识的灵活
运用，“特别突出语境的作用，体现
了新课标的精神。学生自主学习、
自觉思考，在复杂情况下得到新的
结论，这是我们希望实现的教育目
标。”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认
为，考场作文要由原点出发，在生活
的广阔空间中向外辐射，展示思
想。作文备考要用“文题思维观”突
破“文题常识观”；用“感悟生活法”
取代“死背素材法”；用“完整创造
论”更新“空想创造论”。写熟悉的
生活，表达真情实感，才能写出既高
度符合题意，又具有一定新意的优
秀作文。

主题设置与考查重点有哪些？透露哪些教育新趋势？

教育专家解读2021年高考作文

7 日，1078 万名学生迎来高考。如
往常一样，高考语文作文题备受瞩目。

2021 年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共 9
道，其中4道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分
为全国甲卷、全国乙卷、新高考Ⅰ卷、新
高考Ⅱ卷。天津、上海、浙江各命制 1
道，北京命制2道。

今年的作文命题有哪些特点？透露
出怎样的教育“风向标”？“新华视点”记
者采访多位权威教育专家进行解读。

多位教育专家表示，观察近年
作文命题的变化与考查重点，可以
看出语文教育的重要趋势——

直面现实关切。
高考也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张

彬福认为，近年来高考作文题更加
直面现实关切，引导教师、学生关注
火热的时代和国家的最新发展。包
括“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

“共和国，我为你拍照”“新时代新青
年”等，都体现出了一以贯之的教育
追求目标。把握时代脉动、关注社
会时事的考生，才有可能获得优异
成绩。

反对套路文章。
从形式来看，高考作文题经历了

命题作文、话题作文、材料作文、任务
驱动型作文等变化。专家认为，这体
现出命题空间的不断扩展，同时也是

对“套路文”“宿构文”的限制。
专家表示，滥用排比“三板斧”、

雷同事件、空言泛语，此类模板式作
文往往并不可取。北京教科院语文
特级教师连中国认为，情感丰沛、思
考独特的高分作文，源于作者丰富
的内心空间、真实的生命体验。

注重文化浸润。
不少人注意到，以古观今、传统

文化的主题在高考作文命题中频繁
出现，如今年全国乙卷“‘弓矢的’的
智慧启示”等，试题取材古代文化典
籍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认
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民族
精神、陶冶道德情操发挥了重要作
用。语文试题取材古代文化典籍，
旨在让考生体味、理解中国传统文
化，感受文化经典的独特魅力。

全面提升素养。
专家认为，近年来考题越来越

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认

为，如今年新高考Ⅱ卷作文“写人与
做人”，引导考生在读图基础上体悟
含义，从部分到整体、从形式到内
涵，实现对考生阅读理解、信息整
理、应用写作、辩证思维和批判性思
维等关键能力的综合考查。

熊丙奇认为，我国正在推进的高
考命题改革，要求重点考查核心价
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

专家普遍认为，高考作文透露
对考生写作能力的考查重点，更长
远地来看，语文能力的提升有赖于
人文素养的积累，孕育于对阅读与
思考的热爱，需要长期的浸润。

（据新华社）

突出党史内容、强调全面
发展、继承传统文化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表
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紧扣时代
主题，将党史学习教育、优秀传统
文化、全面发展目标以“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有机融入，传递立德树
人、以文化人的价值理念。

高考作文命题往往是时代声
音的回响。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
建党百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站在特殊的时间节点思
考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成为突
出主题。

如全国甲卷作文“可为与有
为”，将青年的成长与未来发展置
于当代中国特定的环境中；北京
作文“论生逢其时”引导考生响应
时代召唤、肩负时代使命；天津作
文“纪念日”以富有意义的时间点
为切口，让考生体味岁月的厚重、
初心的可贵，激扬奋斗精神。

全面发展是另一个重点。新
高考Ⅰ卷作文立足“体育之效”，
启发考生思考体育“增强体质、健
全人格、锤炼意志”的重要价值；
北京卷“这，才是成熟的模样”，也
体现出全面育人的教育导向。

此外，今年的高考作文还体
现了以文化人的教育目标。

如全国乙卷作文“‘弓矢的’
的智慧启示”，通过形象生动的比
喻，引导考生将“学习”作为一种
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
式；新高考Ⅱ卷作文“写人与做
人”，以漫画形式和双关内容引导
考生“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
承”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

此外，上海卷的“时间的沉
淀”、浙江卷的“得与失：终点·起
点·过程”，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要求考生结合题目进行思维
腾越和延展，从内心中凝聚力量，
在思辨中形成观点。

时代关切、思辨能力、知识积累、灵活运用

透露哪些未来教育趋势？

主题

考查重点

▲漫画：备受瞩目。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