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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海启程，梦想带我飞往远方
——2023高考蹲点见闻

□本报记者 朱郑远

6月6日晚上8：00，距离高考还有10余个小时，当记

者走进景宁中学教学楼时，发现这里还是和往常一样灯火

明亮。

“这道题涉及正棱锥，需要掌握它的性质。”在高三（10）

班教室外面有一张小桌子，数学教师梅巧巧正俯身拿着

纸笔在小桌子上边画图，边启发提问的学生周子博。每

年进入高三，景宁中学的高三各科教师就会把办公室搬

到教室外的走廊，近的几十厘米，最远的不过5米。晚自

习期间，教师们还在走廊上“摆摊”为学生答疑。

在走廊上，还有不少学生或走或站，有人轻轻翻阅

着课本，有人在试卷上仔细演算。记者在走访时发现，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心态平和。

“学校是考点，我们都是住宿生。考试路途距离宿舍

只有100米左右，中午还能好好休息一下，因此很放松。”

高三（11）班学生刘浩告诉记者，从各类考试注意事项，到

爱心营养餐、宿舍舒适度，学校已经为他们营造了一个良

好的考试环境。“只要和平时考试一样，尽力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一些举措“悄无声息”地传递着温暖。当

天晚上，学校为全体高三学生准备了一件大礼包——

一套考试用品及一条祝福手链，鼓励考生放平心态，从

容应考。

6月7日早上6：40，景宁职业高级中学校门口的

早点店充满了烟火气。高三数学教师严丽芳像往常

一样点了一碗粉丝，紧接着坐到用餐的高三学生旁

边，再次叮嘱高考注意事项。学生们安静地吃着早

饭，静心聆听教师最后的“唠叨”，摩拳擦掌等待着高

考到来。

随着学生的到齐，往返于景宁职高与考点景宁中

学的3辆“高考公交专线”也随之发车，这是景宁县交通

集团公交公司推出的“爱心送考”服务。“最近天气炎

热，我们在便民小药箱中备足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

消暑物品，以备考生不时之需。”县交通集团公交公司

陈师傅说道，他是“高考公交专线”开设以来的第一批

“送考员”，今年是他送考的第10年。

3.5公里，10分钟的时间，这是“高考公交专线”的车

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谁家玉笛暗

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在车上的时间，景宁职高

高三（9）班班主任钟嘉彤带着学生一句句地背诵古诗，

齐声朗读的力量也让不少紧张的学生逐渐平静下来，

更坚定了胜利跨过高考的信心。“学生们的状态刚刚

好，希望高考是他们发挥最好的一次。”她说道。

从容的高考氛围，显然影响到了家长。早上8：10，

景宁中学考点外略显冷清，记者看到只有寥寥几名

家长在家长休息区等候。“说实话，我还是蛮紧张的，

上班都没心思。不过孩子很淡定，叫我不用来学校，

吃住行学校都安排得很好。”考生家长王女士已经准备

返程。

考生在考场安心高考，考场外的保障也在进

行。今年，景宁县严格实行“2次人工+1次智能安检

门”安检模式，实现了智能安检门全配备、无线电信

号（含5G）屏蔽全覆盖，并在此基础上对标准化考点

作弊防控工作机制进行了完善，确保创造一个公平

安全的高考环境。

好的高考作文题
应让考生有话可说
□熊丙奇

今年的高考作文命题延续了往年一贯的

材料作文命题思路，强调“让作文回归作文”，

考查学生的思辨与表达能力。

材料作文命题较好地体现了语文作文考

试的特点，如新课标I卷作文给的材料为“好的

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表达和沟通，可以触

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事，可以改变一个人

的命运，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形象……故事是

有力量的。”新课标II卷给的材料为：“本试卷

语言文字运用II提到的‘安静一下不被打扰’

的想法，在当代青少年中也不鲜见。青少年

在学习、生活中，有时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

间，放松，沉淀，成长。”这些材料都是学生能

看得懂的，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门槛”。这

有利于学生表达，也避免学生和家长产生作

文焦虑。

好的高考作文题，不是要“考倒学生”，而

是要让学生有话可说，充分展现自己的语文作

文水平。因此，笔者不赞成材料作文在给材料

时“难倒考生”，如给学生的材料偏冷门，或者

给出科技或历史类材料，如果学生对这些材料

不了解，就会影响到考试发挥。某种程度上，

也把语文考试变为科学考试或历史考试。

今年北京卷的作文命题还在扩大学生的

选择权上作了尝试，微写作从三个题目里选择

一个，作文从两个题目中选择一个。这就是让

学生选择自己“得心应手”

的作文题进行书写。也有

人认为给学生选择权，做不

同的题可能会带来不公平

问题，也提高了阅卷难度。

其实，给学生选择权，让学

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文水

平，这才是考试评价应该追

求的方向。

本报讯（通讯员 刘 畅）6月
6日上午，浙江省—加拿大高贵林

市姐妹学校签约仪式暨中小学校

长研讨会以网络视频连线方式举

行。活动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指导，浙江省教育厅、加

拿大高贵林市教育局主办，浙江省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杭州市上城区

教育局、杭州市胜利小学承办。省

教育厅总督学舒培冬出席活动并

致辞，加拿大高贵林市教育局局长

帕特丽夏·佳兰德、教育部中外语

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静炜线上

出席活动并致辞。

帕特丽夏·佳兰德对两地的合

作前景充满期待。她在致辞中指

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教育具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希望两

地学校能以本次签约为契机，不断

加深文化理解，共同培养具有国际

化视野的全球公民。

舒培冬向高贵林市参会代表

介绍了浙江省情、基础教育和教育

对外开放工作，回顾了“中加中小

学伙伴计划”项目实施情况，他希

望两地学校发挥特色，优势互补，

创新载体，不断深化友谊，结出交

流硕果。

静炜对我省与高贵林市教育

交流与合作取得新成果表示祝贺，

希望两地学校能在师生交流、语言

教学项目实施、教学管理经验分享

等方面加强合作，为后疫情时代中

加教育交流打造新样板，共同谱写

中加中文教育合作的新篇章。

杭州外国语学校、宁波市第二

中学、嘉兴市实验小学等39所学

校与高贵林市中小学校签订了姐

妹学校协议。随后，两地校长围绕

“面向未来的全人教育”主题开展

了深入研讨。杭州市胜利小学的

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亚运主题节目。

据了解，2022年9月，浙江省教育厅与教

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加拿大高贵林

市教育局启动“中加中小学伙伴计划”项目，

通过语言学习、文化交流和师生互访，共同加

强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加中小学

伙伴计划”项目自启动以来进展顺利，受到了

浙江和高贵林两地中小学校的欢迎。姐妹学

校签约后，将根据学校实际，开展冬夏令营、

师生交流、学术研讨、文体活动、空中课堂等

形式丰富的交流活动。

两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姐妹学校管理

人员及师生代表100余人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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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浙江2023年高考于6月7日至10日举行，全省39.09万名考生从容奔赴考场，向梦想出发。高考期间，
本报全媒体记者前往嵊泗县、常山县、景宁县三地蹲点采访，记录下山区海岛县少年们的“励志赶考路”——

□本报记者 江 晨

6月7日，5:50起床，6:20进教室，

常山县紫港中学高三（7）班的黄强和同

学们一起早自习，一切似乎和往常一样。

7：15，黄强走出教室，顺着人群走

下楼。楼下的空地上停了许多辆公交

车，车辆的前窗摆上了班级卡牌以作区

分。路过了无数次的高考倒计时展牌

上，时间已经定格在了“0天”。黄强这

才发现今天的天空有些阴，虽然没有太

阳，却难掩闷热。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

考，这种感觉他既熟悉又陌生。

紫港中学这届高三共有13个班，其

中5个班为艺体班，另外8个为文化班。

黄强所在的高三（7）班，都是报考体育类

专业的学生。黄强去年在体育训练中左

腿不慎受伤，后来在高考前一个月的专业

补考时再次拉伤，身体上的疼痛让他没能

发挥好文化课的考试。“再战一年，努力考

上浙江师范大学”，成为他今年的目标。

梁慧南早在楼下等候，他既是学校

安全办主任，又是7班的班主任。和其

他班主任一样，他已提前换上红色Polo

衫，在属于7班的公交车前引导学生上

车。“6月2日，我就和公交公司沟通了。

每年学校都会包车，让公交司机送学生

们去考点。”梁慧南说，这个做法延续了

10多年，如今每每临近高考，公交公司

都会主动留车给学校，“而且是好车”。

7:25，司机胡师傅载着7班的学生

出发。他已连续4年为常山高考学子的

赶考路保驾护航。路上，他偶尔瞥一眼

车内后视镜，学生们有的站着，有的坐

着，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抽背课文。“我们

出发前会将车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检

查车子的安全并备上藿香正气水等药

物”，从紫港中学到考点常山县第一中学

这条路，胡师傅走了无数次，可每到这种

时候，他都不会懈怠。

此次除了校门旁数名穿着旗袍的家

长，胡师傅还注意到了站在身后的黄强

左手腕戴着红手链，确切地说，几乎每名

7班学子都戴着。那是梁慧南为学生们

准备的。“我特意在网上定制了这个手

链，上面有一个小方块，正面是‘金榜题

名’4个字，背面是学生的名字。”6月6

日晚上9:00，梁慧南把手链交给班上任

课教师和家长代表，一起为学生们戴

上。“希望他们在最后这段路上，放松心

态，为自己拼一把！”

高考前，紫港中学统一为每名高三

学子准备了红色的高考福袋，里面装有

一根士力架和两个圆形巧克力，寓意

“100分”。在学校礼品之外，每个班的

班主任都另外准备了礼品为考生加油

鼓劲，如红色丝带、“高粽”挂件等。这

些都在考前一两天发到了学生们手

上。和包车一样，这也已成为紫港中学

的传统。

对考生们而言，与以往不同的地方

在于今年是浙江首次在语文、数学、外语

3门科目上使用全国卷。“使用全国卷

后，卷子的难度增大了，尤其是数学。”黄

强回想起自己重新学习线性规划的时

候，每天都要做大量的习题，应对考试变

化。任课教师也会找近几年的全国卷题

目让学生们练习。

其实，早在2020年6月，学校师生就

已知晓考卷的变化，所以这届学生从高一

入校开始就在逐步适应全国卷。为了弥补

第一年高考的缺憾，黄强这一年的备考生

活过得十分充实。“他已经突破了自己。经

过一次伤病之后，他在学习上更能静下心

来，也比之前更加认真。”机缘巧合，梁慧南

带过两届高三，黄强当了他两届学生。

7：37，7班的公交车已经缓缓开到了

常山一中的门口。不久后，数辆公交车

都停在了这里。紫港中学648名高三考

生一同汇聚，形成人潮。前一天下午，黄

强已找好了考场。3门主课之外，他还选

择了政治、历史和技术。语文和数学两

场考试在同一考场。

入校后，紫港中学的考生一起来到

礼堂坐下。台上，紫港中学的教师正在

做最后动员：“注意审题和主客观题答题

要点。”“再检查一下准考证，一会儿不要

找错考场。”……台下，黄强想起刚刚走

过的赶考路，去年他还有些害怕，今年已

经可以自信地走过。“因为感觉这一年准

备的还是挺充分的。”8：30，考生们从礼

堂走出，一一与班主任们击掌，黄强摸了

摸有些泛红的手掌，在梁慧南“加油”示

意里，和同学们一同向考场走去。

□本报记者 邵焕荣

6月7日7:00，细雨蒙蒙。闹钟铃响，

嵊泗中学高三学生吕思衡准时起床，有条

不紊地做起了考前的准备工作，洗漱、吃早

餐、整理考试用具……“嵊泗中学考点8点

才开放，从我现在租住的地方到那儿只要

走5分钟，时间还很充裕。”

吕思衡家住嵊泗县嵊山镇，与嵊泗本

岛有两三个小时的船程。高一时，为了方

便他上学，父母特意在学校边上租了一间

房，这一租就是3年。“孩子爸爸是渔民，我

是普通乡镇工作人员，收入都不高，对于我

们这样的渔民家庭，每个月2000元的房租

是笔不小的开支，但为了孩子，一切都是值

得的。”母亲孙燕告诉记者，因为夫妻俩工

作比较忙，所以平时都是奶奶在本岛陪读，

“这段时间，为了孩子更好地备考，我才专

门请了假”。

“妈，我去考试了。”7:45，吕思衡撑

开雨伞，走出了家门。令记者意外的是，

孙燕并没有陪孩子一起去考场。“我妈不

陪是为了让我能用平常心去对待这次高

考。”说着，吕思衡就向记者展示了他左手

腕上的红色手链，“这是她送我的成人礼，

上面刻着‘金榜题名’4个字，这是妈妈对

我的期待”。

在嵊泗中学就读的3年间，吕思衡也不

曾辜负家人的期望，不仅学习成绩始终名列

前茅，还是班长、学生会主席。“他是一个典

型的渔家孩子，为人朴实、生活节俭，学习也

十分刻苦，空余时间不是在自习，就是在向

任课教师请教问题。”班主任金玲玲坦言，吕

思衡是一个很“早熟”的孩子，“他知道自己

要什么，也会为了这个目标狠下功夫”。

与城市学生相比，海岛学生的语文和

英语普遍偏弱，吕思衡也不例外。为了补

上短板，近半年来，他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

这两门学科上，每天都要跑一趟教师办公

室，向任课教师请教问题。“这些问题都是

他精心准备和思考过的，提问质量很高，通

过这半年的交流，我能深刻地感受到他在

语文上的进步。”语文教师胡静雪说。

“吕思衡，先到老师这儿来。”“再检查

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待会

儿考试时不要紧张，放松心态，你肯定能考

好的，正常发挥就行，加油！”……7:50，吕

思衡刚到达考点，等候多时的金玲玲便迎

了上来，一边做着最后的叮嘱，一边给他加

油打气。为了送考，当天，她还特意穿了一

身红裙，寓意“高考开门红”。

“这时候，信心最重要。”金玲玲直言，

吕思衡对自己要求很高，越想考出好成绩，

压力也就越大，更需要班主任在考前给予

充分的肯定和鼓励，“陪伴同样很重要，今

年的高考生有一多半来自外岛，其中大部

分考生的父母都没能来送考，因此作为教

师，我们必须把陪伴的责任担起来，和学生

一起走好最后的这段路”。

8:00，嵊泗中学考点准时开放，考生

们陆续开始排队。与金玲玲话别，吕思衡

很快就融入了人群，在一声声加油中，从容

而坚定地走进了考场。

考点门口，金玲玲满怀期待，这4天，

她都会坚持在这里送考、接考；考点外，孙

燕正打算出门买菜，她希望孩子中午一回

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这条5分钟的赶

考路，我走了3年。3年的时间，离不开家

人、老师的陪伴与付出。”吕思衡告诉记者，

他希望自己能考出好成绩，未来能走出海

岛，成长为社会的栋梁之材，回报父母、老

师和家乡。

嵊泗：“这条5分钟的赶考路，我走了3年”

常山：体育少年的“第二次出发”

景宁：住校生的平静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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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77日日，，景宁职业高级中学的教师与考生们景宁职业高级中学的教师与考生们
击掌击掌，，送上鼓励送上鼓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郑远朱郑远 摄摄））

图为高考前图为高考前，，嵊泗中学高三年嵊泗中学高三年
级晚自习课间走廊一瞥级晚自习课间走廊一瞥。。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孙臻毅孙臻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