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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咨询电话：15807332886（李先生） 13907412192（郭先生）

招募对象：6-16周岁青少年儿童

6月1日起，株洲日报社晚报一楼大厅接待咨询和报名，现场有惊喜相送

6月10日前报名缴费直减400元
3人及以上同行或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报名，再降200元

安全教育营 未来警察营 生命成长营7天 14天 21天

2980元 4980元 6680元

识别二维码，入群了解详情

题以载道方能文以育人
郭永忠（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株洲市方舟兰天高级中学语文备课组长）

今年作文题和近几年的比较，

没有太多变化，题型是新材料作文，

素材贴近生活，要求还是体现学生

的感悟与思考，内容言简意赅，不在

审题立意上设置门槛。这对于通过

高三训练的学生来说，会有一定的

熟悉感，增加考场写作的安心和信

心，但真正要拿高分并不容易。

第一、题型稳定，表易旨深

作文材料里所提出的问题内涵

与思维方向十分广阔，涉及人工智

能的发展趋势，人类自身的未来发

展，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发

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关系等。留给

考生思考空间和角度很多，考生既

可批判当下只重僵化识记，简单承

袭他人的弊端，也可阐述创新的重

要性以及如何创新，既可谈论人与

AI 如何自处，也可谈论我们如何拥

抱科技而又能超越创造，题目看似

不难，但作文写好不易。

第二、注重思辨，着力创新

从表面上看，作文聚焦于科技

发展应用背景下“有问题，就搜索”

这一人人皆知且时时为之的常见

现象，但作文关键在于问句“我们

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这就是

引发学生对“多与少”“得与失”的

思辨意识，生活中，搜索操作容易

完成，但创新思维无法替代，表面

的“问题”少了，但深层的“问题”却

会更严重，这实际是引导学生发现

社会问题，探索解决良方。这种探

索既是科学精神的体现，更是着力

培养学生探索性、创新性的思维品

质。由此可见，语文教学既要做好

基础知识的传授，更要培养学生的

能力素养。

第三、题以载道，文以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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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创新。学习的终

极目的在于育人，今年高考作文题

的主题方向呈现的其实就是紧扣时

代脉搏，注重立德树人。针对“互联

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就是

将学生的角色从“课堂中的人”转换

为“社会中的人”，这就体现了语文

教学引导学生关注时代的发展态

势，语文的功能不仅要传授知识、提

升素养，更要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

维和逻辑思辨的能力。今年全国 1

卷作文考题既富涵人文意蕴，又激

发学生的探索精神，真正达到了题

以载道，文以育人的目的。

当AI遇上高考作文，看株洲名师如何解题
2024 年湖南高考语文卷作文题是“在当下信息网络与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的社会，人们获取信息越来

越快速，人们的问题会不会减少。”本报记者邀请两位语文名师，看看他们来如何解题。

关注科技热点 回答时代之问
梁晶（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市一中语文教研组长，市高中语文名师工作室主

持人，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

互联网、人工智能是近几年的社

会热点，今年的作文题一出来，有一种

“果然来了”之感。近年的高考作文并

不特意避开社会热点，相反，高考正是

要通过命题引导学生认识社会，关注

生活。

要写好今年的作文题，考生应该

要做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哲学上的认知

题干中的“问题”指是人们需要解

决的矛盾、疑难，问题是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的。人遇到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或

者是现象时，总会产生疑问、探求的心

理状态。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

智能的应用，人们的问题越来越少，这

是用静态的眼光看待问题，似乎问题的

总量是恒定的，解决的问题越多，留下

的问题就越少。事实上，人类在解答问

题的过程中，又会不断发现新问题，人

类的进步就是在“提出问题—找寻答案

—解决问题”的无限循环中获得。虽然

本题是一道开放性的作文题，但笔者认

为，对题干中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会更

符合客观实际，也会更容易论证。

二、科技上的评判

今年的作文题注重激发学生崇尚

科学的兴趣，考查学生是否了解对当

今科技发展，对科技发展中的种种现

象是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互联网和

人工智能使越来越多的问题很快得到

答案，这一事实毋庸置疑，考生不能否

定科技发展对人类发展的巨大推进作

用。然而，这里的“越来越多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问题是需要考生进一步思

考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能解决的，

是不是一些知识性的、浅层的、非创造

性的问题？那些素养性的、深层的、创

造性的、开放性的问题，可以由互联网

和人工智能解决吗？人类的思想、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问题，可以由互联

网和人工智能解决吗？这其实涉及科

技精神与人文素养的诸多价值判断，

需要考生三思而下笔。

三、生活中的联想

本题材料并没有创设具体的生活

情境，考生要想让文章写得接地气，就

要设想一下：人们会在什么情形下提

出这种观点？在哪些具体的情境下人

工智能无法帮人们解决问题？我们自

己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中遇到

了什么新的问题？考生可以结合自己

的学习经历、生活体验、阅读体会等方

面来谈。能否在行文中创设真实的生

活情境并展开思考，也是本题中分出

写作水平高下的重要指标之一。

端午时节，天元区滨

江南路钢琴广场百合花

含苞待放，有的已绽放美

丽，期盼游客观赏。

通讯员/陈有源 摄影报道

百合花
含苞欲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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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样东西不要上网晒

高考结束后，考生们将会经历很多值得纪念的时刻，

不少同学喜欢拍照晒到朋友圈，与大家分享喜悦，这 6 样

东西不要晒哟。

1.准考证不能晒。
高考结束了，准考证务必要保管好。如果考生把准

考证晒到朋友圈，身份证号等重要信息很容易被复制。

2.身份证不能晒。
即使对身份证号码和姓名作了模糊处理，但在稍懂图像

修复技术的不法分子手里，分分钟可以恢复或加以改造利用。

3.考生号和密码不能晒。
考生号是整个高考期间使用最多的号码，高考成绩

查询、录取结果查询、体检结果查询都需要输入。

4.成绩单或成绩查询页面不能晒。
考得不错的考生晒一下成绩似乎可以理解。但是，

这类照片同样会暴露考生号、姓名等重要信息。

5.高考志愿填报纸质表不能晒。
志愿填报除了要在网上操作，还需要考生填写纸质

表格并签字确认。有的考生为了留念会对纸质表拍照，

但是千万别晒出去，以免个人信息泄露。

6.录取通知书不能晒。
录取通知书晒晒信封或封面还可以，内文就不要晒

了。考生的照片、姓名、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生号、录

取专业甚至大学学号都在上面，如果被不法分子掌握了

这些信息，考生被诈骗电话骚扰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8大高考骗局要当心

预防信息泄露的同时，也要能识别骗子的套路，这些

骗局不能相信。

骗局1：提前查分
骗子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

有网址链接，考生及家长点击链接会导致手机被植入盗

取网银的木马软件，输入的身份证号码、姓名、手机号等

信息会被贩卖，容易陷入电信诈骗。

[警方提醒]每年高考查分都会提前公布官方渠道，考

生查分要在教育部门指定的官方渠道，千万不要随意点

击来历不明的链接。

骗局2：花钱改成绩
骗子通过网络或短信向考生和家长发送虚假高考成

绩截图，自称认识能入侵高招办系统的“黑客”，修改高考

成绩，同时索要高价“服务费”。

[警方提醒]所谓的黑客入侵修改分数在技术上行不

通。高考网上阅卷并非在互联网上，而是采用内网阅

卷。考生成绩发布前都做了原始数据存档和数据异地备

份。

骗局3：精准填报志愿
骗子自称掌握内部大数据，能够“精准定位院校”，声

称“百分百保上”“一分不浪费”。通过“志愿填报辅导”

App 和网站假借为考生“一对一”服务的名义，收取高额

费用后溜之大吉。

[警方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综合参考本地招生

考试机构和所在中学、有关高校提供的咨询服务信息，结

合本人实际情况，自主合理填报，切勿轻信所谓的“高价”

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骗局4：提前录取
骗子冒充高校招生办打电话称因艺术类院校提前招

生，而考生的录取状态为“自由可投”。他们会告知诈骗

对象如想被学校录取，需提前缴纳学费，否则有退档、无

法录取的风险。

[警方提醒]录取工作全部由计算机系统按志愿和投

档规则投档，不受任何人为因素影响，考生可通过教育考

试院官网查询录取信息。

骗局5：有内部指标
骗子对考生及家长谎称某高校的名额没能招满，自

己有特殊关系，通过花钱“打点”，可以购买“内部指标”

“计划外指标”，让考生获得补录名额。

[警方提醒]考生及家长要高度警惕此类“花钱能买大

学名额”的诈骗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确认考试招生政

策和信息，切勿轻信蛊惑，以致上当受骗。

骗局6：发国家助学金
骗子利用一些考生家中经济困难，上大学需要通过

助学金交学费的情况，冒充高校工作人员、教育部门工作

人员，或者直接谎称手上有项目，可以为考生申请大学助

学金，要求家长先交报名费。

[警方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

的电话、信息，要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

“助学扶助费”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

门或学校联系求证。

骗局7：冒充军校招生
骗子打着军校招收“地方委培生”“自费生”“国防生”

的幌子，甚至通过伪造军队公文印章，冒充军队机关或招

生部门人员，许诺教育部门认可学历，毕业后一律安排到

部队工作等实施诈骗。

[警方提醒]军校招生无内部指标，不会计划外扩招、

提前“预录”，考生和家长也不要被一些假冒“文件”哄骗，

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

骗局8：伪造录取通知书
骗子窃取考生信息后，冒充高校招生办人员，向考生

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或者发送相关的录取短信，让考

生将学杂费打入指定的银行账号，以骗取钱财。

[警方提醒]要通过官网认证的链接或学校、教育部门

官方发布的网址进入以确定自己的录取信息，转账汇款

时要通过多种途径核实账号真伪。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通讯员/冯胜南） 又是一年端午时。近

日，石峰区铜塘湾街道铜塘湾社区在江

湾名府和新建村小区举行了“‘粽’情一

夏，欢聚一堂”端午包粽子比赛。比赛开

始，选手们拿起桌子上的粽子叶，造型、

放馅、扎绳，展现出娴熟技艺，一双双灵

巧的手在粽叶与食材间舞动，一个个漂

亮的粽子翩然落在桌子上。经过一番紧

张而又愉快的同台竞技，三位居民选手

脱颖而出，分获一、二、三等奖。随后，获

奖选手带领其他居民一起包粽子，过端

午，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感受着浓

浓的节日氛围。

平安社区

趣味比赛包粽子
邻里快乐过端午

法律援助
暖了军属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通讯员/曾玲）“我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不

知道怎么办，真的很感谢株洲市法律援

助中心的帮助，为你们的专业素养和敬

业精神点赞，谢谢你们！”近日，军人家属

柳某激动地握住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

员的手说，并送来一面“拥军优属办实

事，为民服务显担当”的锦旗。

2022 年 6月，柳某驾驶机动车与其他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为负事故

全部责任，需赔偿对方车辆损失 9 万余

元，因为种种原因，保险公司拒绝支付赔

偿款，柳某只得先行垫付 9 万余元给对

方。而此时，柳某又被医院诊断患恶性

肿瘤，治疗需要巨额医疗费，这对本就不

富裕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无奈

之下，柳某向市法律援助中心发出求助。

市法律援助中心了解情况后，决定

予以援助，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和专业

性，最终选择指派军人军属法律援助服

务人才库成员李海清律师办理案件。接

到指派通知后，李海清立即与受援人柳

某联系，了解案情，分析案情，普及法律

知识，制定工作计划和方案，并多地奔波

为案件收集资料，夯实证据基础。后经

行政复议、法院一审、二审，最终柳某的

诉求得到支持，目前，保险公司已经将 9

万余元理赔款赔付到位。

近年来，市法律援助中心多次收到

受援人及家属送来的锦旗，一面面锦旗，

既是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肯定与感

激，又是对每一位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

鞭策和鼓励。市法律援助中心将充分发

挥自身职能作用，不断提升服务效能，持

续做好法援惠民生工作，为困难群体提

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切实提高人民

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满意率。

6样东西不要晒 8大骗局要当心

高考结束，
考生和家长这张卷子别忘了答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李星） 高考结束了，考生和家

长终于能放松一下，一些骗子早就盯上了考生和家长。6 月 9 日，市公安局荷塘分

局提醒大家，高考结束后，这些事情也要注意。

无声的生日会
2024 年，是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承接搜爆警

犬技术工作十周年。端午佳节，“功勋犬”图图

迎来了十周岁生日。十年来，图图与战友们一

道忠诚守护，勤勉尽责。团队多次参加国际级

安保并实现了国家级、省市各类竞赛均获得二

等奖以上荣誉的大满贯。图为技术员夏枫为这

位无声英雄举办了特别的生日会，大大鸡腿奉

上，感谢它为社会安宁做出的特殊贡献。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齐卫国
通讯员/阎俊 郑凯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