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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要不是民警帮忙，我们真
不知道要怎么办了。”6月8日下午，
距离 2025 高考英语考试结束已经
12分钟，家长王先生趴在考场门口
的栏杆上，努力向里面张望。看见女
儿坐着轮椅被推出大门，他马上迎了
上去。一边接过女儿的书包，一边不
停向民警致谢。

高考前，王先生的女儿不慎扭伤
了脚，造成粉碎性骨折，打了2块钢
板，22颗螺丝。尽管提前申请了考场
绿色通道，但意外还是发生了。“6月
6 日熟悉考场时，发现一楼是架空
层，孩子上去很困难。”王先生说，得
知情况后自己就向奉化区公安分局
紧急求助。

接到求助后，奉化公安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经过与教育考试部门沟
通，决定组成“护考小队”，与考点学
校全程护航该考生。

“孩子受伤后，一直坚持学习。如
果没办法参加高考，对她打击会很
大。我们家长也很着急。电话打过去，
民警马上就说可以帮我们解决。当时
就觉得一块大石头落地了。”王先生
说，考试第一天他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带
孩子到考点，发现护考民警已早早等在
门口，一家人紧张的心情瞬间放松。

第二波参与护送的宁波市公安
局奉化区分局巡特警大队民警严韬
介绍：“轮椅推到楼梯前，我们由一名
队员把她背上楼，另外一名队员将轮
椅搬上去。送上楼以后，在考点工作
人员的协助下，将考生送至考场。”考
试结束后，他们再用相同的方法，将
考生接出来。

据了解，经前期沟通，考点也为
该考生安排了绿色通道，同时配备了
医护人员，全方位保障考生顺利完成
考试。护送工作全程有条不紊，未对
正常入场秩序造成影响。

6月8日下午外语考试，王先生
下午4点就赶到了考点门口来接孩
子。下车时他脸上带着笑容，没有了
考试首日的忐忑。

小王同学本次高考一共要考五
门科目，分别是语文、数学、外语、物
理和地理。因此，此次护考并非“一次
性任务”。在为期4天的高考里，执勤
的民辅警将根据排班，按照考试场
次，每日重复“上下楼接力”，直至最
后一门考试结束。

王先生说：“9日早上8点还有一
场，10日下午地理是最后一场。民警
背着孩子上楼下楼很辛苦，真的说不
出来的感激。”

6月7日，2025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

晨光熹微中出发，少年执笔为剑。今年，全市共有5.04万考生奔

赴考场。其中普通高考考生3.64万人，单独考试考生1.4万人，全市

共设44个考点。

在考场内外，师生家长和工作人员，用各自的方式为莘莘学子

的梦想保驾护航。

■考场内外

“护考小队”接力 受伤学生无忧赴考

前几天陆续做了几期高考作文的公益讲座，我
发的最后一段话：“无论作文题怎么出，都离不开‘我
和这个时代’的主题，每位考生需要准备好三个问
题：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我的角色和使命、我的思考和
我的作为。”

其实这不是押题，而是基于我对几十年高考命
题，特别是近两年高考命题研究规律的总结和提炼。

今年的作文命题，内容紧扣时代发展主旋律，引
导考生置身于时代之中，同时又能结合自身所见所
闻，思考与实践，表达真情实感，做到有话可说，有事
可叙，有情可表。既考查了学生思想情感的厚度，也
检阅了学生表达能力的梯度。下面对浙江高考所选
择的全国一卷作文题做一个简要分析。

一、价值导向：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全国一卷运用的都是文学材料，但表达的内容

都是抗战素材。以老舍《鼓书艺人》、艾青《我爱这土
地》、穆旦《赞美》三则材料构建“民族魂”的话语体
系，将抗战记忆转化为可触摸的文学意象。方宝庆

“开不了口”的细节，艾青“嘶哑的喉咙”的隐喻，穆
旦“带血的手”的象征，共同勾勒出中华民族的精神
图谱。这种命题设计突破了宏大历史叙事框架，通过
文学经典的细节体验激活考生的情感共鸣，使历史
教育从知识传递升华为精神传承。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在AI智能已经武装到牙齿
的今天，我们的人文精神和情感体验坚守的底线在
哪里？今年的试题做了很好的回应。试题强化了“情
感体验、积淀沉潜、实践参与”等不可被AI替代的核
心素养，要求考生通过典型细节传递真情实感，这既
是对“为赋新词强说愁”写作痼疾的反拨，也是对语
文教育“真实表达”本质的回归。在AI生成式写作的
冲击下，命题者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中国古典
创作理念，为技术时代的人文教育锚定了价值坐标。

二、能力考查：思维品质与表达张力
语文核心素养是新课标中最重要的理念，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是语文教育的根本目标。今年的作
文命题，对核心素养的考查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首先，考查的是考生的多维思辨能力。
一卷要求考生在材料中挖掘并辨析“个体与集

体”“平凡与伟大”“苦难与希望”的辩证关系。这就
突破了传统思维中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需要考生具备“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
立”的辩证思维能力。

其次，考查学生的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
审美鉴赏与创造的核心素养在语文教学实践中

往往容易被忽略，今年的试题做了及时的弥补和必
要的提醒。比如一卷对艾青“鸟”的意象、穆旦“带血
的手”的解读，如果考生能将艾青诗歌中的意象群

“土地—河流—风—黎明”转化为具象化的历史场景
描写，一定有助于在审美体验中完成创造性表达。

还有，语言建构与运用也同样重要。
命题对语言表达提出的要求是：精准、有条理、

有节奏感。尤其是“节奏感”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种
提升，一卷强调“用精准的语言、富有节奏感的文字
传递真情实感”，意味着考生需摒弃堆砌词藻或者万
能套路，转而追求具体情景下语言的准确性与表现
力。

这次的高考作文题，对一部分同学来说还是有
一定难度的，如果平时学习过程中只注重技术上的
训练而忽略对社会和人生的关注与思考，做这样的
作文就会缺少鲜明的立场和切身的感受，更难于将
自己的故事融入其中。

对于学校和教师而言，这给我们的教育和教学提
出了挑战，比如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决能力、跨学科
整合的思维迁移意识、批判性思维的深度培养方法，
特别是语文核心素养如何在教育教学中得到落实，是
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探
索的问题。

■名家点评无论题怎么出
都离不开

“我和这个时代”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张志龙

高考作文题的出炉，又一次毫无意外地引发了
热议，不少人觉得今年全国一卷的高考作文题有点
难度。那么，全国卷的高考作文题透露出哪些信息？
背后有什么讲究？我们邀请了宁波诺丁汉大学附属
中学创校校长、著名语文特级教师袁湛江，请他来做
一个分析。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伟 整理

置身于时代的参与意识
与社会需求的表达能力
——2025年全国高考作文解析

当天参与护考的部分民辅警。记者 张志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