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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新高考”？

首批“吃螃蟹”师生谈经验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今年的湖南高考，是全新的。与之前相比，考试时间、计分方式、划线
和录取办法、志愿设置和填报等都有所变化。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考生是否适应新的高考节奏？

“之前进行模拟考试对正式高
考的备考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考
生可以根据联考成绩了解本人的
大致水平，总结学习中的经验教
训。”业内专家表示，学生进入高中
后，要尽快熟悉适应“不分文理，必
考+选考”的“新高考”模式。

不 少 教 师 建 议 ，对 学 生 而
言，尤其要通过生涯探索找到适
合自己的职业和专业方向，提前
锁定想要报考的专业，这也是更

大的考验。
家长胡女士女儿所选的科目

就是以前的文综组合。“面对全新
的志愿填报模式，之前开展了全仿
真的志愿填报，整个过程中早已熟
悉和掌握。”

“想要决胜‘新高考’，必须对
知识融汇贯通。”这是考生曹若雅
在高考结束后最大的感受。她觉
得，像政治、历史、地理等科目，不
能死记硬背，要学会运用学科观点

以及综合思路，要真正了解这个学
科究竟要学什么。

“‘新高考’对于学生而言是一
次学习认知上的大变革，在原本的
知识框架基础上更‘活’，更考验学
生的思维力，强调学习应该返璞归
真。”语文教师王琳认为，盲目刷
题、套版答题的打法逐渐行不通
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会是一线
老师思考教研的大方向。

要注重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每科考完都有空场时间，考
生可以专心备考下一场。”在市十
三中参加考试的小孙告诉记者,他
的选考科目还是原来固定的理综
组合——物理、化学和生物。他感
觉考试节奏放缓,复习时间更充
分,更有利于发挥。

“为期三天的考试，六张卷子，
我一个‘新高考生’，填写完了自己
高中时代的答卷。”考生温馨在朋
友圈这样写道。在她看来，无论是
日常上课的灵活性走班制，还是同

一个历史班不同选科的同学相互
打气加油，都让她体验到了与想象
中的传统文理分科的学习生活截
然不同的感觉。

“今年高考考三天，‘战线’拉
长了，不过也挺好的，孩子们不用
那么赶。”6 月 9 日下午，在市二中
考点外，家长刘女士坐在树荫下耐
心等候。她说，高考第一天上午，
女儿刚抵达考点时，立刻被严肃的
氛围感染，“当时跟我说紧张得都
快哭了，我赶紧安慰她。”不过等到

第二天上午时，她发现，女儿状态
好了很多，逐渐适应了考试节奏。

不少考生和家长认为，高考
时间延长为三天，考生赶考节奏
能放慢一点，心理压力也不会那
么大。孩子们为考试养精蓄锐的
时候,家长自然也不会闲着。考
场外，有家长告诉记者,他早就根
据孩子的反馈估算分数,研究起
了专业和院校。

考试节奏放缓，更有利于发挥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范仲
淹科举及第后留下了“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范
进是清代作家吴敬梓创作的小说

《儒林外史》中一个塑造的人物，他
科举及第后乐极生悲，沦为一个

“亚健康”人物。
昔日之科考是为了发现和选

拔人才，当下的高考同样也是为了
发现和选拔人才。

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但纵观历史，没有人因高考得
意而赢得所有，也没有人因高考失
利而输掉一切。社会是一个大千
世界，需要各行各业各类人才去创
造、经营、装点。

一个人努力了、拼搏了、奋斗
了，就基本完成了个体“自我效能
感”的释放与显现，就完成了对自
己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能级与量
级的评估与考量。突然想起比尔
盖茨的话：“难道坐头等舱会比坐

经济舱先到达目的地吗？”同此一
理，古代没有通过科举及第的文人
墨客照样能立德、立功与立言；在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指引下，还有
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因为失去了

“天时、地利与人和”的种种机遇没
有机会参加高考，或者在考场失
利，但拼搏奋斗后照样能实现自我
价值。

要永远记住：青春不只一条
路！

青春不只一条路
□ 陈鹏

短评

防止泄露
志愿填报密码别太简单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孙晓静）记者昨从市教育考试院获
悉，《湖南省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网上填报志愿工作实施方案》
已公布，6 月 26 日开始，考生进行
网上志愿填报。

具体如何操作？市教育考试
院院长陈德榕表示，考生有两种选
择，一是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
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以下简称

“考生综合信息平台”）；二是通过
移动端，下载“潇湘高考”App。考
生可先登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
查阅志愿填报系统操作指南，熟悉
了解系统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考生在开通志愿填报系统辅
助填报功能时间内登录系统，可查
询招生计划和历年分数，分类收藏
院校专业组。正式填报时，可先填
写志愿草稿，再提交保存正式志
愿。填报完成后，要退出系统并再
次登录，检查核实填报的志愿是否
正确。尤其是联系电话和录取通
知书邮寄地址，一定不能出错。

“密码非常重要，不能过于简
单，切记要妥善保管好个人信息，
防止泄露。”陈德榕提醒，每年高
考，外地都有因密码泄露，导致志
愿被人篡改的案例。按相关规定，
由于个人密码保管不善、不按网上
填报志愿程序和要求操作，未在要
求的时间内提交保存志愿数据，请
他人代填、错过规定的网上填报志
愿时间等原因，造成志愿信息错误
或遗漏而导致的后果，将由考生本
人承担。因此，考生一定要妥善保
管好密码。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考生填报
志愿时，如出现不能正常填报或保
存等异常情况，要及时上报，省教
育考试院将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处
理。

任何以教育考试院委托的名
义，宣传进行高考志愿填报培训
的，均为假消息，考生和家长切勿
上当受骗。

▲考生进入考场前“最后冲刺”。记者 谭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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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株洲收藏达人与他们的红色藏品

沉迷收藏的蒋盛武
□ 罗玉珍

与共和国同龄的蒋盛武从小就爱收集各类糖纸、
票、卡片等物品。在此次“庆建党百年华诞红色藏品
展”中，他提供了自己颇为喜欢和重视的藏品七框，包
括三框粮票，两框火花，两框明信片。其中，他最为珍
爱的是以“共和国的足迹”为主题的一套火花。

“找这些宝贝我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也花了很多
钱，但是值得。”回忆起自己的收藏之路，蒋盛武十分感
慨，“最开始找火花只能通过书信和卖家往来。现在方
便多了，去年疫情期间，我每天坐在电脑前找火花。”除
了火花，他现在大多藏品也都是从网上淘来的。

火花的内容包罗万象，其照片、设计创意、文字
和艺术性各有不同，记录了社会变革、风土人情和
历史变迁。展出的这套“共和国的足迹”共54枚，是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而推出的礼品火花，仿
旧版“人民日报”样式，内容涵盖从 1949 年开国大
典到1999年各时期报道的我国各类大事件以及各
行各业取得的伟大成绩，配以历史照片，展现出新
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可喜成就。

“跟火柴一样，粮票在那个时代更是必不可少
的，虽然如今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很有收藏价值，也
应该被人们了解。”蒋盛武透露，此次展出的三框粮
票包括全国、各省、直辖市的粮票和军用粮票，共计
三十三套，粮票上印有“某某省粮票”以及“壹市斤”

“叁市斤”“伍千克”等字样，同时印有各地不同风景
的照片，时代印记明显、地域特色突出。

蒋盛武如数家珍地讲述这些藏品背后的故
事。“贴这些展品用了差不多一两周时间。我的火
花展品是贴在黑色背景纸上的，这样的纸不好买，
但贴着好看。”上世纪八十年代，蒋盛武曾到上海买
黑卡纸，一天一夜没吃饭，“因为饭钱全部用来买黑
卡纸了”。

陶小忠的书签收藏之趣
□ 李晓雯

作为株洲收藏界颇有名气的收藏达人，陶
小忠的收藏范围十分广泛，书签、图书、旅游门
券等等，都有涉猎。而他的书签收藏史，则要
追溯至 2005 年。当时，一位公司同事举办了
个人书签收藏展，现场参观时，书签的精美样
式和丰富品种让陶小忠十分震撼，“我本来就
收藏了很多书籍，为什么不顺手把书签也收藏
了呢？”从此，书签正式成为他的藏品之一。

书签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称牙黎，
即象牙制成的书签。到唐朝时，已有多首诗描
述书签的诗歌，如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
中有“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的描述，李商
隐的《哭刘司户二首》也有“酒瓮凝余桂，书签
冷旧芸”的诗句。“书签代表着中华传统文明之
美，不仅赏心悦目，内容也十分丰富。”陶小忠
说。

此次展览，陶小忠提供的书签共有19个贴
片90余枚，分为红色伟人系列、红色纪念地系
列、红色英烈人物系列三大类，其中，《瞻仰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这套书签，是他的最
爱。这套书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品的，共有
6 枚，涵盖风景、人物肖像、名人题词等众多类
别。“书签是塑料制成，上面的图案全部是人工
手绘出来再印制的，很有时代特色。”陶小忠
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兴建了众多化工
厂，塑料制品也随之兴起，书签的材质也由之
前的纸质逐渐变成塑料为主，“塑料书签的优
点很多，不仅轻巧，还不易折断，因此更易保
存。”而与其他塑料书签相比，这套《瞻仰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书签的用词最为特别，“一
般纪念地的书签，都是用的‘参观’，而这套是
用的‘瞻仰’，体现了对抗美援朝烈士的崇高敬
意”。

收藏书签，陶小忠主要是在网上淘，不管
在株洲还是去外地，平时逛旧书店旧书摊也会
留意搜罗，这套《瞻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书签就是在网上购买的：“当时在网上看到有

卖家出售，价格也算公道，我连价都没还，直接
下单。”一周后，书签顺利到手，陶小忠喜不自
禁：“太美了，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都很高。”

如今，陶小忠收藏的各类书签数量已有
2000余套近万枚，形成一定规模。上次见到老
同事，他还忍不住打趣：“你有的，我都有；我有
的，你不一定有。”但这些书签中，不乏几百上
千元一套的，为此他没少被老伴念叨，“相处这
么多年，她知道我的脾气。我不抽烟不喝酒不
打牌，就收藏这点爱好，只有在这上面才能找
到乐趣”。

▲陶小忠收藏的《瞻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书签。李晓雯 摄

收藏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您有哪些收藏爱好？您对哪些收藏品类感兴趣？欢迎
和《株洲晚报》分享。我们的邮箱是zzrbsg@163.com

▲蒋盛武收藏的火花。 罗玉珍 摄

▲近日，“庆建党百年华诞红色藏品展”在秋瑾故居开展。图为展厅一角。李晓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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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庆建党百年华诞红色藏品展”在秋瑾故居开展，由株洲市工业文化收藏协会（筹）6位核
心成员提供的书签、粮票、火花、明信片、上世纪80年代老照片、手绘秋瑾连环画等藏品吸引了众多
市民前往参观。我们邀请了陶小忠、蒋盛武两位成员，讲述他们和藏品之间的故事。

火花，是火柴盒上的贴花，俗称火花。中国第
一枚火花，是1879年广东佛山巧明火柴厂的“舞龙
牌”火花。火花内容极其丰富，画面有天文地理、山
水楼台、名山大川、工业成就，农业新貌、科技高峰、
中外名人、诗词歌赋等，算得上是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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