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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得失，既是起点又是终点，还

是一个过程，我这三方面都写了。”6月

7日中午11点半，随着首场考试结束

的铃声响起，第一位走出杭州第二中

学滨江校区考点的男生被大家团团围

住。谈及作文，他自信地表示发挥得

还可以，因为今年的作文题目让考生

有话说。

高考首日阳光明媚，全省33.3万

余名考生信心满满地奔赴考场。省教

育考试院发布的信息显示，其中统一

高考 26.9 万人，单独考试招生 6.4 万

人，考生人数较去年略有增加。今年

高考历时4天，其中，高考和选考安排

在6月7日至10日举行，单独考试安

排在6月7日举行。全省75个考区、

306个考点全部启用入场人脸识别身

份认证系统，刷脸入场既避免了人与

人之间近距离接触，又规避了高科技

舞弊的可能，成为今年高考新气象。

高考首考适逢周一工作日，各地

各考点都加强了交通管制和疏导，考

点门口有警车驻守，各界爱心送考车

队和护考大军也早早等候就位。清

晨6:00，迎着第一道霞光，德清县爱

心送考车队已准备就绪，司机师傅清

洗了车子、确认完车况，贴上“爱心送

考”标语后，就分赴武康、舞阳、乾元

等地接送考生；7:50，宁波市北仑中

学考点门口拉起了警戒线、设置了路

障，交警、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及志愿

者等已全部到位；8:50，“武林大妈”

已经完成绕杭州第十四中学凤起校

区考点一周的任务，并在醒目位置竖

起“这里正在高考，请保持安静”的提

示牌……

师生、家长给考生加油打气是近

年来高考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今年也

不例外。在绍兴市稽山中学考点，一

支由高一、高二学生组成的志愿者队

伍，期待高三学长旗开得胜。“拿出身

份证、准考证，戴好口罩。”考点入场

处，每见到一名考生，教师俞刚就会这

样提醒他们。一上午，这句简单的提

醒，他说了上百遍。而在衢州第二中

学博文楼通往考场的路口，全体高三

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列队为学生送考、

打气。

尽管送考护考气氛热烈，但全

省各考点都井然有序，尤其是在疫

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的当下，考生

刷脸迅速进入考场，家长也没有在

考场外徘徊聚集，有的待考试铃响

后便悄然退场，仍在

考点门口的也做到

了分散等候。

为确保疫情防

控和考试安全，我省

自考前 14 天起就利

用大数据平台对考

生的健康状况进行

日筛查，对考务人员

的疫苗接种和健康

状 况 进 行 重 点 监

测。德清县3个考点

除提前备齐备足防

疫物资、对考试环境

进行全面消杀外，还

要求所有监考教师

100%接种疫苗，并

为每个考点配备了

防疫副主考。“每个

考点都按标准设置

了 3 个备用隔离考

场，考试过程中出现

健康异常的考生，就

按照‘先考后测’原

则进入备用隔离考场考试。”德清考

区副主任潘强介绍。宁波北仑区各

考点也严格设置了人工核检健康申

报表、红外成像测温、人脸身份验证

“三道岗”，确保高考安全有序顺利

进行。

高考首日同期开考的还有单独考

试招生的文化课考试，上、下午考试科

目分别为语文和数学。在杭州市人民

职业学校考点，有教师发现一名学生

跑错了考场，当即联系该学生并委托

交警将其送至正确的考点，幸而没有

错过考试。

暖心的细节与周到的服务还在各

地各考点温暖上演。在杭州市余杭高

级中学考点，一名坐着轮椅的考生在执

勤人员的帮助下顺利进入考场；镇海中

学在考场周边的路灯杆上粘上了一束

束鲜花，考生考完可以带走，收获美好

的祝福；金华第一中学食堂为考生们提

供了特色营养餐；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

校的教师们考前给考生分发了橙子和

水；金华市外国语学校则给考生准备了

惊喜礼盒……“杭二中内部也可以打印

准考证。”杭二中校长尚可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笑称，家长一路狂奔送准考证，

以及考生因为忘拿准考证错过考试的

时代，或将一去不复返。

“今年浙江省的高考作文题目，

充满着哲学思辨，闪烁着智慧之光。”

浙江省特级教师、衢州市中语会会长

章浙中说，把它放到

近 5 年浙江省作文命

题的时间流中，可以

清晰感受到浙江省高

考作文的叙事走向，那

就是关注生活、关注自

我。平阳中学语文教研组

组长万晓萍则认为，今年的

作文题有化繁为简、返璞归真

的导向，有利于引导考生树立朴实

的良好文风，但“浅题”还需“深做”，

需要考生调动生活阅历与阅读积累，

写出独特的个人思考与鲜活的生活

积淀。

从容有序 暖心开考
2021浙江高考探营

□朱建人

近日，一段被疯传的衡水中学张同

学立志当“土猪”的视频，引来人们的争

论不休，甚至已经有些“上纲上线”的意

味了。

究竟应该怎么去看待张同学这样

一 名 17 岁 少 年 的 学 习 观 与 人 生 观 ？

这个“土猪理想”是基于什么样的逻辑

生发出来的？细想起来，其实这是一

个 根 本 性 的 问 题 ：学 生 为 什 么 要 读

书？学校教育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

里？这样的问题很需要整个教育界的

同仁都静下心来做一番思辨。因为无

论是当下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鸡娃”现

象，还是张同学演讲中带来的“土猪”

问题，都直接与之相关。不厘清这些

问题，并努力去加以解决，我国的教育

可能会一直被越来越严重的“内卷”所

困扰！

在江南一带的语境中，“读书”就相

当于上学接受教育。回想自己的“读

书”之路，无外乎年少之时是大人认为

“应该读书”，步入青年自己觉得“需要

读书”，踏上社会后又被生活逼着“必须

读书”。概括起来，我们的前半程是为

“生长”而背起书包，后半程是为“生计”

而拿起书本。那时根本没有“鸡娃”，也

无法“躺平”，更没有农村孩子会想着做

一头去拱城里白菜的“土猪”。只是自

然而然地在读书中长大。

因此，当我们为“生长”而读书的时

候是无忧无虑的，当我们为“生计”而读

书的时候是勤奋艰辛的。但是，我们从

不会因读书而焦虑痛苦！因为，在我们

眼里，生活的道路可以有许多条，读书

只是为了选择一条自己最想尝试，并且

可能走好的路。读书的过程，只是被社

会发展拉动的一个不断提升自己的过

程，能够让自己看到更宽广的世界，理

解更复杂的事物，眺望更深远的未来，

从而使自己有更强的立身之本，同时具

备更强的服务社会的本领，而从来不曾

想过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去与他人一决

高下，“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以证明自

己是这个社会的赢家。

在张同学演讲的背后，我看到的是

当下许许多多被我们视之为“名校”教育

的影子。

我 还 联 想 到 了 那 位 让 1804 名 女

孩通过高考走出大山的“感动中国”

的张校长，和同在“感动中国”舞台的

为了让山村里的汉子娶到愿意留在

村 里 的 女 孩 ，而 带 领 乡 亲 们 前 赴 后

继，历时 7 年铺就 8 公里长的“绝壁天

路”的村支书毛相林，若让他们一起

来做一次对话访谈，他们各自又会说

一些什么？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在1921年

所写的《中学教育实验之必要》一文中便

谈到：“要想审查现今中学的成绩，必须

先将我们希望于中学教育的分析出来，

然后方有立论的标准。我觉得中学生毕

业之后，若不升学，应有下列之要素：一、

应付社会环境所必需之人格。二、制裁

天然环境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三、生利

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四、消闲所必需之

知识技能。”

陶行知是从学校教育对于学生立

足未来社会的意义所在来衡量一所学

校教育质量好坏的。换言之，一名学

生是否达到了“中学毕业”的水平，也

完全可以用这四条标准来做一个自

测：我的人格健全与否？我的科学素

养与实践能力是否满足生存的需要？

我能否具有创造财富、自食其力的本

领？我闲暇生活的自我掌控能力具备

了没有？这些标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

并未过时，甚或能够让我们返璞归真，

更加清晰地去理解“读书”的意义和学

校教育的价值所在！这与传统科举文

化中鼓吹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

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截然不

同的两个方向、两种境界。惜乎当下

的 许 多 教 育 者 依

然 迷 恋 于 腐 朽 的

科 举 文 化 ，将“ 成

功学”演绎到了极

致，而忘却了今天

教育之于学生、之

于 社 会 所 应 当 承

担的基本责任。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时评

宁波成立
家庭教育宣讲团

本报讯（通讯员 马亭亭）日前，宁波市中

小学“润心·共情”家庭教育宣讲团正式成立，为

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提供优质家庭教育课程，并

接受“点单式”预定。

这支宣讲团由宁波各区县心理教研员和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组成，近200名宣

讲团成员将围绕改善亲子关系、推进生命教育、

加强情绪管控、预防心理危机等方面，分学段、

分年级精心设计各类家庭教育话题，为家长们

提供有梯度、有层次、有针对性的课程培训。

据了解，宁波一直重视家庭教育工作，成立

了家庭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共同构建家庭教育

服务指导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共有788所中

小学、1093所幼儿园家长学校，积极推进数字

家长学校建设，2020年建成120家。打造“宁

波教育大讲堂”家庭教育品牌，至今已推出讲座

60余场，160余万人次观看直播。

温州开播
思政电视公开课

本报讯（通讯员 杜一川）“没想到思政课

还能这么上，太有意思了！”5月28日晚，温州全

市高校师生共同上了一堂思政课，与以往不同

的是，这是一堂电视公开课。3名授课教师来到

田间地头、蔬菜大棚内，以“助力乡村振兴 让青

春绽放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主题，带着学生们回

望党的百年历史，展望温州乡村美好的未来。

去年以来，该市紧扣学生当下关心的热点

话题、存在的思想困惑，创新打造了大学生思政

电视公开课，结合温州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

展实践，引导青年学生了解温州、爱上温州、创

业创新在温州。

“节目每期由一所在温高校轮值承办，承

办高校要结合自身办学特色优势，由校党委书

记携本校一名教师授课。这对我们高校来说，

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宣传

部副部长陈晓莉介绍，除了由校党委书记张亨

利担任主讲教师外，学校还专门邀请了该校农

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宰文珊和优秀校友、

温州万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大锋担

任授课嘉宾。据统计，节目播出两小时内，新

媒体直播点击总量就已突破54.8万。目前，3

期节目累计点击量有200多万。

杭州滨江区打造
校园食堂智慧云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 姚雅萍）“西红柿、鸡蛋、

虾仁、玉米……学生食堂共12种食材，缺货数

0、称重率100%。”日前，上学时间未到，杭州市

丹枫小学校长陈建华的手机上就收到了这样一

条推送信息。

给陈建华推送信息的是“滨江教育食堂食

材验收监控中心”智慧云平台。目前，滨江区

共有79个校园食堂，校园食堂每天进了多少

菜、菜品质量好不好、工作人员责任落实是否

到位、供应商送货是否及时等问题，都会被记

录在该平台上。同时，全区中小学校长都会收

到一条信息，显示当天食堂采购的食材及具体

称重量。

“学校的秤都是联网的，且均有实时监控，

每一次秤重数据与监控视频都直接上传到系

统，避免人为修改数据。”滨江区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说，“工作人员清点进菜和检查质量的视频

实时上传到云平台，学校和教育局通过平台可

以随时查看。同时，学校食堂的库存管理也引

入平台管理，随时可查看库存情况，并且自动形

成月底盘存。”

据了解，目前该系统在滨江区公办中小学已

实现全覆盖，两所幼儿园已经试点，下一步将根

据试点情况作进一步推广。滨江区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说，通过“全区一张网”的数据汇集和大

数据应用，实现全区食品安全监管决策的科学

化、风险防控的精准化和公共服务的高效化。

有了云平台的科学监控，食堂服务也更人

性化了，学生可以提前在手机上选餐。学校的

套餐，大部分都是从智慧云平台推荐的套餐中

选择的。滨江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还对营养套餐进行了升级，聘请了营养师，营

养午餐品种从20多种增加到50多种，供学校

选择。另外，云平台系统还会提供营养分析报

告，家长可以根据营养搭配情况，及时调整家

里的饮食搭配。

“土猪”言论的背后：我们理应教给学生什么？

在绍兴市稽山中学
考点，工作人员认真核对
考生的相关证件。
（本报记者 邵焕荣 摄）

嘉兴市秀州中学考点外，一
名刚出考场的学生收到一束寓
意“一举夺魁”的向日葵。
（本报见习记者 邹红宇 摄）

海亮实验中学门口，教师们身穿红色T恤，在考场外集体列队，和考生们一一击掌，为他们
加油打气。 （本报通讯员 蒋力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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