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早，广州第四中学考点。由于疫
情，由爱心转运专车送来不少考生，场
面温暖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依我个人的理解，此题目
至少要求学生三方面能力：

其 一 ：文 言 文 阅 读 能
力 。 此 段 文 字 虽 然 短 小 ，但
内容丰富，且包含深刻哲理，
考生必须做到在审题过程中
准 确 体 会 文 意 ，迅 速 挖 掘 锁
定 核 心 思 想 ，并 联 系 自 身 实
际作出论述。这个要求有一
定难度；

其二：辩 证 思 维 能 力 。
毛 泽 东 主 席 提 出“ 生 而 强 者
不 必 自 喜 也 ，生 而 弱 者 不 必
自 悲 也 。 吾 生 而 弱 乎 ，或 者
天 之 诱 我 以 至 于 强 ，未 可 知
也”，这种论述包含哲学辩证
观 ，在 我 看 来 这 也 是 考 生 在
论证时需关注的重点。这种
思想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
对“强弱”二者内外部条件及
行 动 策 略 的 认 识 ，也 体 现 出
对 人 的 主 观 能 动 性 的 认 知 ，
考生需在哲学观的引领下完
成论述；

其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此题目可生发的范围很
广，大到国际形势，小到个人
生 活 领 域 ，这 实 际 上 是 考 查
考生价值观和日常眼界视野
的 好 机 会 。 好 的 表 述 ，必 须
把 题 目 中 的 观 点 提 炼 出 来 ，
并结合自身实际，作出述论结
合的阐发。

（孙唯 整理）

北京 2022 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总设计师、广州美术学

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曹雪：

至少要求学生
三方面能力

今年，华附门前
不如往年“热闹”。
多名交警在现场维
持秩序，对过往车
辆及送考家长进行
疏散。工作人员手
举提示牌引导人群
戴口罩、不交谈、不
聚集。部分家长仍
坚持送考，穿着红
色衣服，上面印有

“齐达”“必胜”“金
榜 题 名 ”等 文 字 。
也有部分家长穿着
旗袍，祝愿孩子“旗
开得胜”。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摄
影报道：6 月 7 日，尽管南沙区
已经调整了分级分类防控，全
区公交地铁、高快速等恢复运
营，但高考考点的疫情防控工
作并未放松。

据悉，今年南沙区参加高考
考生共 2148 人，其中社会考生
46人，另有3名外区密切接触者
考生在南沙区隔离考点参加高
考。为此，南沙区设置了常规考
点3个，隔离考点1个，同时，根
据疫情防控需要，每个考点均按
10：1配套设置隔离考场。

考前，南沙区严格落实考生
及工作人员 100%健康检测、
100%核酸检测，考务人员100%
接种疫苗。记者了解到，所有高
中学校都设置了核酸检测点，全
区所有高中师生员工3200人全

部在5月 31日、6月 4日两次进
行了核酸检测。截止6月4日，已
确保全区高考考务人员疫苗接种
全覆盖，动态统计了2148名考生
的精准信息，包括考生住址、健康
状况、往返考点交通方式等。

7日早上，在广州市南沙第
一中学的进场入口，无接触式
红外测温仪、消毒水、一米指引
线等一应俱全。考生须间隔一
米、用免洗洗手液洗手后，再经
专用通道、通过无接触式体温
检测进入考点。

广州市南沙第一中学今年
共有794名考生参加高考，学校
设置了 28 个考场、4 个备用考
场，共有122名考务人员，后勤、
安保等人员全部入住学生宿
舍，实行封闭管理，以最严的措
施把好防疫安全关。

3名外区密接者考生
在南沙隔离考点高考

今早，考生在广州市南沙第一中学考点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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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曹
月、欧阳志强摄影报道：由于佛
山绝大部分考生都在学校住宿，
本次疫情中实行统一封闭管
理。佛山的许多考点今早“静悄
悄”，但依然少不了部分家长

“祝福”的身影。
据统计，今年佛山市夏季高

考报考的考生人数共40882人，
其中社会考生 222 人。全市共
设 31 个普通考点、1438 个考
场，同时设了 10 个备用隔离考
点。

今天上午 7 时 50 分，一辆
“特殊”的救护车开进佛山市南
海开放大学的侧门，救护车侧身
和车尾处贴着“高考必胜”“金
榜题名”等标语，核对信息后，
一位考生从救护车后门走下，迅
速走进考场；8时2分，另一位考
生也坐着救护车赶来。作为备
用考点，南海开放大学考点为居
住在南海区封闭管理小区内的
考生提供了专门考场。尽管该
考点只有两名考生，警方依然准
备了铁骑队、水马、禁鸣喇叭指
示牌并封锁周边道路，全力为考
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今早考前，顺德区容山中学
送考老师们身着红衣，于8时18
分 站 成 左 右 两 排 为 考 生“ 壮
行”，考生经过时与老师击掌打
气，一声声“加油”“必胜”“顺

利”响彻校园，同学们斗志昂扬
地迈进考场，场面十分振奋人
心。

除了老师之外，也有家长选
择用默默的陪伴来为孩子应
援。郝女士的孩子是顺德一中
高三考生，早上7时多和丈夫早
早来到顺德一中考点为孩子加
油打气。“今年是特殊情况，学
校封闭考试，我们只能在外面看
看。他考完出来看到我们，起码
能安心一点。我也知道其实这
帮不上什么忙，但就想陪着。”
郝女士说。

出租车司机何先生从早上
7 时就一直待在佛山三中大门
口，“守在这边，就是为了救急，
如果哪个学生忘带东西，我们可
以马上去支援，幸好今天上午都
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管控小区两名考生
搭救护车来到考场佛山

南海一考生走下救护车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婷婷、宋
王群、李晓旭、郭起报道：今天上
午，深圳晴空万里，高考拉开帷
幕，深圳共有4.58万考生步入考
场，参加这场特殊的“成人礼”。

据了解，今年深圳在10个
区共设48个考点，其中正式考
场 1664 间、备用隔离考场 138
间。高考期间，深圳实行“三查
两验两提醒”（进校查健康码、
进场查身份证、查准考证；人脸
识别核验和金属探测仪检验；
入场提醒核对考生信息和入座
提醒核对座位信息），严把考生
入场人脸比对、照片核对、考后
复查等关口。全市所有考点增
设防疫副主考，并配备卫生防
疫人员，制订各类考生特殊情
况预案，对卫生专业人员入驻、
救护车派出、应急保障等工作
进行具体部署。

在深圳福田外国语高级中

学考点，福田区新冠肺炎防控
指挥办社区小区组志愿服务小
组（区妇联）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助力高考，福田区多个部
门联动，提前三周进行整体部
署，为高考服务制定整体方
案。今年的服务点准备了多种
防疫、防雨、防暑物资。

在深圳中学考点，深圳交
警“网红”主播熊警官来到现场
和送考家长们交流。短视频线
上的网友们通过熊警官的直播
也能了解到深圳中学考点的实
时情况，线上线下互动热烈。
据深圳警方发布的数据，考试
期间预计将投入安保警力 2.3
万人次，全方位维护考场秩
序。交警支队推出开通高考服
务专线、调整信号配时、开通一
键挪车等二十项服务措施，考
试日 1500 名铁骑将全部提前
上路护考。

一名交警“网红”主播
现场和送考家长交流深圳

今早，深圳交警铁骑护
送赶时间的考生到达考场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摄

7时，大同中学考点门口，校
方、警方、后勤工作人员严阵以
待，为解决考生困难、保障考生安
全，现场设有高考安保便民服务
岗与临时观察区。

培英中学低风险地区的考生
在白云区大同中学参加高考。早
在 6月 4日上午，培英中学 39名
考生就入住大同中学。考虑到培
英学子的备考辅导需要，大同中
学紧急组织本届高三骨干教师成
立教师志愿队，为培英考生提供
高考辅导，答疑解惑。

除了培英中学的考生外，还
有其他考生在大同中学参加考
试。记者看到，广骏旅汽公司专
车将考生送抵考场后，司机立刻
拿出消毒酒精对车身、车内进行
消毒。8时左右，广外实验中学、
广州市第八十一中学高三考生也
集中乘车抵达考点。

广大附中一位男生此前踢足球断
了腿，坐着轮椅来到校门口，校医立刻
迎上，将考生接入学校，进入考场前、考
试结束、午休、午餐都将全程陪护，妈妈
很放心地走了。

7时半左右，中大附中正
门有不少97中学生等候进入
考点，拿着课本在做最后的
准备，这时有一位 97中的女
老师心急火燎地来告知，97
中学生是由中大附中一侧门
（西南门）进入考点，昨晚已

通知，这部分学生没有留意，
去错了门口。

学 生 们 匆 忙 赶 往 侧
门。记者向现场的工作人
员了解到，由于正门是中大
附中本校学生进出通道，外
校学生均从侧门进入。包

括特殊考生也是由该侧门
进入，但进入后则走不同通
道。此后为防“大头虾”学
生继续走错门口，学校索性
安排了两名老师守在路口，
一见到有学生走错门口就
能及时发现。

华附门前
不如往年“热闹”

大同中学
设临时观察区

校医全程陪同断腿考生

“大头虾”考生走错校门

广州
南沙

今早，广雅中学考点，左边通道是来自中风险地区的考生，右边通道是普通考生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今晨今晨
快镜快镜

今早在华附考点，老师在入口处
跟入场考生击掌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97 中 有 400 多 名 学
生 到 中 大 附 中 考 点 考
试。这部分学生中午吃
饭 和 午 休 成 了 一 个 问
题。一位同学家在考点
附近，房间比较多，妈妈
特意让女儿在班上招募
同学，中午去家里吃饭、
休息。“今年突遇疫情，对
每个考生家庭都是不小
的考验，自己既然有条件
就愿意出点力，大家互相
帮助共渡难关。”

家长招募学生
到家吃饭午休

阅读下面的材
料，根据要求写作。

1917 年 4 月，毛泽东
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
研究》一文，其中论及“体
育之效”时指出：人的身体会
天天变化。目不明可以明，耳
不聪可以聪。生而强者如果
滥用其强，即使是至强者，最
终也许会转为至弱；而弱者如
果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
久 之 也 会 变 而 为 强 。 因 此 ，

“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
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
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
未可知也”。

以 上 论 述 具 有 启 示 意
义。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
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
定立意，明确文体，
自 拟 标 题 ；不 要 套
作，不得抄袭；不得
泄露个人信息；不
少于800字。

今年广东高考作文
全国新高考Ⅰ卷

大咖点评作文

今年新高考 1 卷命制的是一道
新材料作文题，题目要求考生根据
毛泽东在 1917 年《新青年》发表的

《体育之研究》中关于“体育之效”
的论述，联系社会人生对“生而强
者”与“生而弱者”进行辩证思考写
一篇文章。今年的作文具有如下
特点：

一是作文命制具有重要的引
导性，让学生扎实培养语文核心素
养。命题一反近几年高考的任务
驱动型作文命题形式，回归新材料
作文写作。要求考生读懂材料，从
材料中提取观点，然后联系社会现
实，谈个人的感悟与思考，能较好
地考查学生解读材料的阅读能力、
独立思考和自主表达的能力。

二是强调对学生思维能力的
考查，重点考查学生的辩证思维。
材料从对“体育之效”的辩证思考
引申到“生而强者与生而弱者”的
转变，其中有一句重要的提示语

“以上论述具有启示意义”，暗示考
生要结合现实人生思考“强与弱”
的关系写作，能较好考查学生的辩
证思维。

三是有利于考生正常发挥，也
利于优秀学生脱颖而出。材料虽然
是从毛泽东谈“体育之效”的话题引
出，但是考生在引用材料后，可以根
据“强与弱”的辩证关系，联系国家
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等各个方
面展开深入思考，写出自己的见解。

（蒋隽 整理）

广州大学硕士生导师、广州

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科组长袁伟军：

重点考查
学生的辩证思维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系主任彭玉平：

唤醒青年创造
最有活力的时代精神
今年的作文题，与往年一样，有两个提示需

要特别注意：第一“明确文体”，命题者没有限
定文体，但要求考生明确文体，这意味着对“文
体”的规范性会比较强调，需要考生对相关文
体的特性有所了解，若无法对作文做出明确的
文体归类，则从体制上就难免要失分了；第二

“不要套作”，不能直接把题目中的材料转变为
作 文 中 的 主 要 材 料 。 这 意 味 着 材 料 只 是 提 供
一种思想或观念，学生的作文要从这种思想或
观念出发。

这段材料的基本意思还是比较显豁，估计一
般考生不至于偏题。命题者截取毛泽东这篇文
章中关于如何对待身体天生的强弱问题这一节
文字，核心意思是强弱虽然有天生的因素，但视
后天的态度，极有可能发生反转。也就是说强者
弱之、弱者强之，都是可能发生的现象，因此强者
珍惜之，弱者增益之，就是一种最素朴也最有效
的人生态度。这是从身体角度来说的。

毛泽东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
本杂志的使命是唤醒青年的精神，让他们成为这
个时代的先锋与楷模。在这股精神解放的潮流
中，激进自大者有之，悲观退缩者有之。身体固
然不能恃强自损，一味精神亢奋也无助于事业的
发展；不能因为身体弱小而自损其志，精神也必
然有一个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毛泽东其实是
冷静提醒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如何合理利用已有
的条件，从而创造最有活力的时代精神。

就当代国际社会而言，称霸的强者逞强一
时，终究失去民心，而目前的弱国如果找到发展
的方向，一样可以成为强者。身体可以调控，精
神可以变化，世界同样也在不断的格局调整中。
理性、冷静与信心才能最大限度地平衡人的身体
和精神，从而平衡整个世界。

（陈亮 整理 ）

今天，是广东特别是广州
“非常高考”首日，首先要为有
关部门和全 社 会 对 考 生 的 关
心 和 采 取 的 安 全 举 措 点 赞 。
不仅对处在高风险地区和封
闭管理区域的考生有妥当安
排，确保五类不同情况考生轨
迹不交叉和空间隔离，还在市
八医院为隔离考生专门设置
了病区个人考场，这些人性化
关怀体现了南粤文明程度和政
府执政效力。

今年广东高考作文题，提
供的材料是 1917 年 4 月毛泽东
在《新 青 年》发 表《体 育 之 研
究》一文，就其论述的体育锻
炼和强身健体的关联谈感悟和
思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百年，这个作文题非常应时，

《新青年》杂志影响了一代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
中 国 ，这 个 考 题 有 大 时 代 背
景，考生可就此着墨。而与新
冠疫情抗争了一年多，眼下广
东又是抗疫关键节点，考生对
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的紧要性
和必要性感受异常深刻，对勤
自锻炼致使身体强弱转换耳闻
和亲见的事例很多，写起来应
该可以得心应手，生动鲜活，
既 有 理 性 思 辨 ，也 有 生 活 细
节。学生可尽情发挥，以翔实
丰富取胜。

（吴小攀 整理）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

疫情下感受深刻
可尽情发挥

广州考场
镜头

新高考第一年作文好不好写？怎样写？且听大咖说——

借“体育之效”写感悟思考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周聪 陈辉 孙唯 陈亮


